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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
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统筹部署了中
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工程等 8 项重
点工程，安排了 26 个建设项目，进一步加
大“十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力
度。此举将给老百姓看中医用中药带来
哪些利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3 日作出
权威解读。

加快建设优质高效
中医药服务体系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具有
独特优势，如何加快“从有到优”转变，为群
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根据方
案，通过实施中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工程，我国将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
优势，着力推动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
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服
务能力。

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需要不断打造
中医药服务新高地。方案部署开展国家中
医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
设，并提出建设 130 个左右中医特色突出、
临床疗效显著、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中医
特色重点医院，推动优质中医资源扩容和
均衡布局。

要让群众在“家门口”看上好中医，必
须进一步筑牢中医药服务网底。方案提
出，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每个县级中
医医院建成 2 个中医特色优势专科和 1 个
县域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一系
列举措将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
和优质度。

此外，我国将布局 35 个左右国家中医
疫病防治基地，开展中医医院传染病防治
能力建设，提升中医药重大疾病防控救治
和应急处置能力。

强化中医药科技支撑
和人才保障

中医药振兴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十
四五”期间，我国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
医药重大科学问题，进一步加快中医药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重
点项目和关键技术装备项目布局。

方案提出，依托现有资源，建设若干中
医药相关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全国重点实验
室、中医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 30 个
左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100 个左右
国家中医药局重点实验室；开展中医药防
治重大疑难疾病临床方案优化研究、中医

药疗效与作用机制研究、临床循证研究及
评价研究，组织筛选 50 个中医优势病种；
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

建立中西医协同长效机制，健全中西
医临床协同体系，提升中西医协同攻关水
平，有助于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的中西医
结合医疗服务。

为此，方案提出，建设 50 个左右中西
医协同“旗舰”医院、一批中西医协同“旗
舰”科室，辐射带动提升区域中西医结合整
体水平；聚焦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感
染性疾病等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和传染
性疾病，以提高临床疗效为重点，遴选一批
项目单位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方案
在加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基层人才队伍
建设和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方面作出具体
部署。我国将建设以领军人才为引领，青
年优秀人才、骨干人才、基层实用人才为主
体的高素质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

促进中药质量提升
让群众“放心用中药”

中药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近
年来，我国中药质量呈现逐年提升态势，但

与群众期望仍有一定差距。
为此，方案提出开展“中药质量提升及

产业促进工程”建设，结合当前中药质量存
在的问题和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需求，针
对种子种苗、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等
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源头管理、全程
管理、协同管理。

具体来看，方案提出支持国家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引导地方建设一批中
药材种子种苗专业化繁育基地、建立覆盖
主要中药材品种的全过程追溯体系等任
务，并进一步规范中药材田间管理，促进中
药材生态种植模式进一步推广。

为提升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方案
提出建设一批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开
展一批常用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生产工
艺等研究；我国还将对中成药开展安全性、
质量标准、疗效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促
进中成药精准用药。

此外，方案还部署建设 30 个左右国家
药监局中药市场质量监控和评价重点实验
室、30 个左右国家药监局中药安全监测和
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整体提升药品检验
机构的中药质量评价能力；制定国家中药
质量信息统计制度，依托现有资源建设国
家、省级两级平台，构建统一规范的中药质
量信息数据标准和统计体系。

记者 3 月 3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日前公布第二批
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共有 7 处，分
别是：

河北滦平金山岭滑雪旅游度假地、内
蒙古喀喇沁美林谷滑雪旅游度假地、内蒙
古牙克石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永吉北大
湖滑雪 旅 游 度 假 地 、吉 林 东 昌 万 峰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地 、河 南 栾 川 伏 牛 山 滑 雪 旅 游
度 假 地 、新 疆 富 蕴 可 可 托 海 滑 雪 旅 游 度
假地。

精选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138
件珍贵文物 3 日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
亮相，以实物与多媒体技术结合的方式，
从多角度呈现马王堆出土文物反映的汉
代历史。

据悉，马王堆汉墓是 20 世纪中国重
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西汉初长沙国丞
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展览中，食物
遣册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据悉，马王
堆汉墓一共出土了 722 支遣册，其中近一
半与吃相关，其内容可与竹笥、陶器和漆
器内盛放的食物相印证，展现了轪侯家的
饮食情况。

“轪侯家的主食种类丰富，米饭除了常
规的白米饭外还有麦米饭、黍米饭、黄粟饭
等，有时还会在蒸饭时加些红枣。”闵行区
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介绍说，“菜品的种
类也很多，烧烤类的就有串烤鲫鱼、裹烤甘
薯、烤狗肝等；煎炸类的有煎焖雁、煎焖野
鸡等；蒸菜类的有蒸泥鳅、蒸鳜鱼等。”

此外，双层九子漆奁也颇受瞩目，堪
称古代小姐姐的“化妆盒”。器身分上下
两层，连同器盖共三部分。盖和器身为夹
纻胎，双层底为斫木胎。上层放置丝绵絮
巾、组带、绢地“长寿绣”镜衣等，下层放胭
脂、丝绵粉扑、梳、篦、假发、针衣等。同

时，展出的朱红色菱纹罗手套也反映了汉
代贵族妇女实用手套的基本形制和纺织、
印染、刺绣、编织工艺的高超水平。

据悉，马王堆汉墓也被称为“2200年前
的地下图书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也出
现在此次展品中，此书中科学价值最高的是
31幅彗星图，每颗彗星都标有名称。

“其出土文物保存之完好，器物之多
样，制作之精致，内涵之丰富，都是少有
的，至今仍是衡量汉初社会发展的标杆。”
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
中心主任、二级研究馆员喻燕姣说。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3 月 3 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万物和谐 有灵且美
——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展”在位于福州的福建
博物院开展。展览围绕生物资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观
鸟宣传内容，设置 8 个主题展区，旨在展示福建省丰富的
野生动植物资源，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科学知识。

图为科普展现场展示的花脸鸭标本。

2022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初步汇总
结果显示，全国耕地面积较上年末净增加
约 130 万亩，多年来耕地总量持续减少势头
得到初步遏制。

自然资源部 3 日发布 2022 年度全国国
土变更调查初步结果显示，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全国耕地面积 19.14 亿
亩，较上年末净增加约 130 万亩；建设用地
6.30 亿亩，较上年末净增加约 440 万亩，年
度增幅从 0.83%降至 0.70%。

据介绍，自然资源部组织各地在尊重
农民意愿和防止“一刀切”前提下，稳妥开
展耕地流出问题排查整改复耕工作。经多
方努力，多年来耕地总量持续减少势头得
到 初 步 遏 制 ，并 在 2021 年 首 次 止 减 回 增
120 万亩的基础上，连续第二年实现全国耕
地总量净增加。

在严 格 保 护 耕 地 同 时 ，自 然 资 源 部
持 续 增 强 要 素 保 障 能 力 ，不 断 改 革 用 地
计 划 管 理 方 式 ，坚 持“ 项 目 跟 着 规 划 走 ，
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优化城乡建设用
地布局和结构，严格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倒 逼 地 方 加 大 存 量 建 设 用 地 整 治 ，促 进
城 镇 空 间 内 涵 式 集 约 型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设用地总量持续高位净增长的态势有所
减缓。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看点扫描

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

2022年度全国耕地
净增约130万亩

马王堆文物展重现西汉生活画卷

138件精美展品在上海亮相

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展开展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展开展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福贡段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彩云兜兰。

彩云兜兰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列为濒危（EN）物种，在《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
录》中被评估为极危（CR）物种，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禁止野生植株
任何形式的国际贸易。

云南发现濒危植物彩云兜兰野生居群云南发现濒危植物彩云兜兰野生居群

我国新增7个国家级
滑雪旅游度假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