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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政办发〔2021〕6号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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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措施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1〕3 号）和《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

知》（鲁发〔2020〕15 号）及全省中医药大会精神，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特色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

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实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一）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市、县两级中医医

院改扩建工程，扩容优质中医资源，着重加强优势病种特色鲜明

的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到 2025 年，争创省级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1个，创建省级中医专科联盟牵头专科 1—2个、成员专科 30个，

建设市级中医药重点专科 30个，县级中医医院标准化建设达标率

达 100%。完善中医医院传染病防治基础设施，加强感染科、肺病

科、发热门诊、可转换传染病区、可转换重症监护室等建设。推

进莱州市中医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五个全科化”工程。（市

卫生健康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区市政府、管委分别

负责）

（二）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巩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的建设成果，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



— 3 —

落实中医类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报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优惠

政策。依托现有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基地，每个区市遴选 1

所培训基地，集中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依托市中医医院中医

护理技术培训基地和烟台护校省级中医护理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

台，线上平台培训、线下基地培训相互补充，全力推进中医护理

特色技术培训全覆盖。到 2022 年，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及 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

服务。（市卫生健康委，各区市政府、管委分别负责）

（三）加强公立中医医院“智慧中药房”建设。推广市中医

医院智慧中药房平台建设经验，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市二

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推广建设“智慧中药房”服务平台，串联问

诊、开方、售药、代煎、配送等各个环节，健全完善诊疗、取药

和配送等就诊取药流程，为百姓提供安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年

内，全市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全部实现中药调剂、复核、煎煮、

包装、配送等一体化服务。（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四）加强中医预防和康复能力建设。加强治未病和康复能

力建设，到 2022 年，每所公立中医医院打造 1个在区域内有广泛

影响的治未病中心，在适宜人群中推广 20个以上中医治未病干预

方案。鼓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

访管理等治未病服务，建设以中医服务为主的康复特色科室，推

广中医康复技术。发挥市、县两级儿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拿防控

基地的作用，联合教育部门开展小儿推拿外治疗法防治儿童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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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视公益培训讲座，推广艾灸等养生保健技术和太极拳、八段

锦等传统养生功法，实现中医药预防保健的创造性转化。（市卫生

健康委、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分别负责）

二、完善中西医结合制度

（五）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在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

专科医院等推广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综合医院中医科病床数占

比不低于 5%，强化临床科室中医医师配备，打造中西医结合团队，

开展中西医联合诊疗,“宜中则中、宜西则西”，逐步建立中西医

多学科诊疗体系。鼓励科室间、院间和医联（共）体内部开展中

西医协作。将中西医结合工作成效纳入医院等级评审和绩效考核。

对医院临床医师开展中医药专业知识轮训，使其具备本科室专业

领域的常规中医诊疗能力。“十四五”末，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西

学中”人员占比达到 90%以上。（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六）健全中西医协同疫病防治机制。中医药系统人员第一

时间全面参与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中医药防治举措全面融入应急

预案和技术方案。建立市级中医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疫病

防治骨干人才库，建设市级中医疫病防治和紧急医学救援队伍，

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理论技术方法和相关现代医学技术培训。健

全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西医协作机制。探索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建立中医药疫病防治科室和专家队伍。（市卫生健康委、市

委编办分别负责）

（七）提高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水平。开展重大疑难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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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慢性病等中西医联合攻关。立足国家级、省级重点专科

专病，结合国家规范诊疗方案，注重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和现

代科学技术，丰富中医药诊疗手段，多学科联合诊治，打造经典

规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每个省级以上重点专科专病归纳整

理 1—3个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三、夯实中医药人才基础

（八）加强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坚持中医药继

承与创新，发挥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源优势，整理、传承名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培养中医药优秀传承人才，夯实基

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积极争创国家级、省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自 2021 年起，3年内创建市级名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30个。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创建成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市财政分别给予20万元、15万元、10

万元一次性专项补助。（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分别负责）

（九）加强中医药人才评价和激励。建立中医药优秀人才评

价和激励机制。在卫生系列职称评审、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推荐选

拔等工作中，将中医药学才能、医德医风作为中医药人才主要评

价标准，将会看病、看好病作为中医医师的主要评价内容。对符

合《山东省事业单位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特聘办法》的高层次急

需紧缺人才、单位暂无相应岗位空缺的，可申请特设岗位予以聘

用。在市级高层次人才评选中，向中医药人才倾斜。（市委组织部、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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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中医药提质增效工程

（十）开展县域医共体共享中药库试点。将以蓬莱中医医院

为牵头单位的中医医共体作为试点，探索县域中医医共体共享中

药库模式。将蓬莱中医医院条件优越、设备先进、智能化程度高

的中药库、中药房、煎药室与医共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享，

搭建共享信息平台，开展远程区域性药师审方、处方流转、智能

煎药、配送上门、医保结算等一体化服务，最大程度减少资源浪

费，降低乡镇卫生院中药损耗，提高中药合理使用率，让老百姓

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鼓励其他符合条件

的中医医共体参与试点。（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分别负责）

（十一）实施中医药产学研医政联合攻关工程。支持中医医

院与中医药创新企业、科研检验机构、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共享

资源，促进优秀研究成果投入市场应用。支持荣昌制药与市中医

医院、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等深

度合作，创建中药制剂技术研发平台与小分子药物研发平台。支

持祥隆医药研究院成立中医药研究院，加强与各中医医院、市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合作，5 年内研发医院制剂 100 种以上。推

动烟台市与滨州医学院共建康复产业研究院；与中科院上海药物

所共建环渤海药物高等研究院。支持山东中医药大学来烟设立研

究机构，提升烟台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水平。（市科技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发展改革委分别负责）

（十二）实施道地中药材提升工程。鼓励发展中药材种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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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和联合社。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生产基地建设，

重点发展金银花、丹参、莱胡参、杜仲、黄芪等中药材。到 2022

年，全市建设 3处种子种苗繁育基地、5处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

支持当地政府与中医药企业合作，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产业

化发展，打造胶东地区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和产品信息可追

溯的现代中药材物流基地。各区市要大力支持中药材种植，将中

药材种植纳入乡村产业振兴重点工作，制定扶持政策，促进中药

材种植基地健康发展。推广海洋中药养殖技术，提供更多海洋中

药产品，促进海洋中药特色化发展。引导医疗机构、中医药企业

采购有质量保证、可溯源的中药材。（市卫生健康委、市农业农村

局、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各区市政

府、管委分别负责）

本规定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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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月 1日印发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省属驻烟有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