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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数千年的健康养

生理念和实践经验，具有独特优势。滑县作为人口大县，加强中

医药事业发展对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意义重

大。然而，目前滑县中医药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

药服务需求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的独特优势还不明显，还需进一步加大滑县中医药发展扶持

力度，全面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现状问题：（一）中医药产业链条不完善。一是滑县中医药

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尚未得到系统梳理，中医药文化的精

神内核和价值理念缺乏深入挖掘和传播。二是中医药产业发展零

散，不成规模体系。中医药产业链条较短，尚未形成从种植、加

工到研发、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中药材的高附加值产品开发不

足，限制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我县目前拥有传统种植的道地药

材，例如滑县森林公园种植的红花，上官镇、赵营镇种植的菊花，

老庙乡北石村、桑村乡肖齐邱种植的金银花等，都是较为常用的

中药，但这些资源并没有被整合起来形成规模与产业链，其资源

影响力尚未充分释放。（二）选择中医就医人数较少。截至目前，

我县虽已有滑县中医医院，部分乡镇卫生院也增设有中医门诊，

民营开办中医馆等，但整体中医体系建设并不完善，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较弱，尤其是乡镇卫生院中医药服务能力及覆盖面和质

量都有待提升。（三）中医人才资源明显匮乏。目前，我县中医

医生较少，针对中医等领域的培训也不多，中医人才的缺少，是



制约我县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因素。

成因分析：（一）中医药文化宣传力度不足。一是对本土中

医药文化的挖掘和宣传不够深入，我县中草药产业链的标准化和

集中采购机制尚未健全，影响了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和普及度。

二是中医药知识普及程度较低。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信任度有

待提升，尤其是“治未病”理念和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的推广不足，

中医药科普活动开展较少。（二）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一是

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

意见》等政策，但滑县在地方层面的政策落实和财政支持力度仍

需加强。二是财政投入失衡。近三年中医药专项经费占比卫生总

投入 14.3%（低于省定 20%标准），中医 CT 缺口大，乡镇中医馆

设备更新率不足 40%；智能脉诊仪等新型设备尚未普及。三是医

保政策错位。176 项中医技术中仅 32 项纳入报销，中药饮片报

销比例较西药低 20%，导致看中医的病人无法得到相应的报销比

例，更多人倾向于看西医，导致了中医的就医人数不多。（三）

中医药发展制度不完善。一是中草药产业制度不完善。中草药价

格逐年上涨，主要原因包括种植成本增加、流通环节复杂以及药

方配比不透明等。滑县中草药产业链的标准化和集中采购机制尚

未健全，导致中草药价格居高不下，影响了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

和普及度；中药材的质量控制和价格监管机制不完善，存在农药

残留、偷工减料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波动和质量风险。二

是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中医药服务能力与人才短缺，滑县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高层次中

医药人才匮乏，基层中医药实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健全，

制约了中医药服务的创新和发展。三是中西医结合机制不协调。

滑县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有效的

协同模式。中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和慢性病管理中的独特优势未

能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模式仍需进一步推广。

具体建议：（一）加大宣传力度。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进学

校、进农村活动，通过举办讲座、义诊、中医药文化展览等形式，

普及中医药知识，提高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信任度。

（二）完善构建设。通过争取上级资金，加大对县级中医医

院及县级医院中医科室建设的投入，改善就医环境，更新医疗设

备，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强化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科室标准化建设，实现中医药服务全覆盖。

（三）优化医保支持。扩大医保报销目录中中医诊疗项目和

中药品种范围，提高中医药服务的报销比例。将中医“治未病”

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鼓励群众利用中医药预防疾病。

（四）强化人才队伍。培养和引进中医人才，充实中医人才

队伍，提高中医诊疗水平；与知名的中医药大学共建临床教学基

地。

（五）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1、上游：标准化种植于加

工，建立中药材种植基地，推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开

发药膳食材预制包，如温氏食品与昆中药合作推出的参苓鸡汤料



包，简化烹饪流程并确保药效稳定。2、中游：多元化产品开发；

若财政资金有限，可引进社会资本，在道口古镇核心区建设中医

药文化街区，如：设立医史馆、本草馆、非遗馆、养生馆、研学

馆等，配套“药食同源”体验工坊；培育中医药非遗传承人，开

发或引进艾草香囊、中药扎染、中药贴敷等文创产品；或利用运

河沿线老旧厂房开设药膳主题餐厅或体验馆。如罗田县“味之堂

食府”推出的沉浸式药膳体验，结合文旅吸引消费者；快消品延

伸：跨界开发养生饮品、预制菜等，如广西的祛湿奶茶、重庆的

国风茶馆，通过“即食化”满足快节奏需求。3、下游：多渠道

营销与推广。举办药膳文化节、烹饪大赛等活动提升知名度，如

广西药膳大赛通过媒体传播扩大影响力；结合电商与线下渠道推

广，如药膳预制菜通过电商平台覆盖全国，2023 年市场规模达

1699 亿元，年增长超 10%。

（六）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建立价格联动机制。对 30 种常用

中药材实行价格监测，推行"种植成本+合理利润"定价模式；培

育龙头企业：积极引进中药企业或重点扶持本地中药企业（如明

善堂制药厂），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年产值超千万的中药企业

给予税收返还。

通过构建"文化引领-政策保障-产业振兴"三位一体发展体

系，力争 3--5 年实现中医药发展明显提升，切实筑牢人民群众

健康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