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中医药学会

王欢副秘书长在致辞中

指出，本次会议是推进

资源整合的生动实践，

更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和

中医药现代化注入新动

能的积极探索，凝聚着

社会各界对河北中医药

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殷切期盼。“让我们以

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

动力，推动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健康福祉，为

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河北

力量。”

红日药业张坤副总

裁介绍，红日药业自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中

医药、中西医结合相关

领域的发展，已成为横

跨成品药、中药配方颗

粒及饮片等诸多领域

的高科技医药健康产

业集群。其中，血必净

注射液挽救了无数重

症患者的生命，成为中

医药现代化转化的标

杆之一。未来，红日药

业将积极响应国家战

略，聚焦关键技术突

破，培育中药新质生产

力，“我们将以学术精

神为魂，以政策为帆，

以合作为桨，让中医药

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世

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

多中国方案。”

保定市中医药管理

局张国伟局长表示，科

技成果的创新转化是推

动中医药现代化、产业

化的核心驱动力，是让

中医药的理论与现代科

技深度融合，迸发新活

力的关键路径，更是助

力中医药走出国门，服

务世界人民健康的重要

桥梁。希望各位专家学

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围绕中医药科技成果创

新转变，深入开展研讨，

为河北省、为保定市中

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建设模式创新提供新思

路新方案。

中华中医药学会王

国辰副会长指出，创新

是中医药焕发新生的

源泉，科技成果的转化

则是连接科技科研与

实践、理论与应用的桥

梁和纽带。打破科研成

果转化的壁垒，让中医

药领域的前沿理论关

键技术走出实验室，走

进临床一线，真正融入

产业的发展，转化为守

护人民健康的强大力

量是时代赋予我们的

神圣使命。“期待大家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创

新路径与务实的举措，

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开幕式由中医杂志

社崔京艳副总编辑兼副

社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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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河北站）召开

让中医药科技成果加速走向临床
河北省中医院孙士江党

委书记介绍，河北省中医院

近十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坚持党建

领航，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同频共振，以“家园文化”

作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精神动力。医院采取了三大

创新发展举措：一是党建引

领文化建设。院党委创新提

出“家园文化”理念与建设。

二是实施职业化战略管理。

三是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

明确“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提高综合救治能力”的办院

方针，打造特色优势学科专

科群，成立省内首家中医护

理门诊，建立并完善大外科

系统，深化科研及教学能力，

深化智慧财务管理，升级大

健康服务体系，推动“互联

网 + 医疗”服务全面升级。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闫占峰副院长分享了赋

能医院高质量的具体实践，

医院以“人才引领、资源保

障、平台支撑”三位一体协

同发展为核心策略，系统构

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通过

人才、资金、平台的深度融

合与良性互动，全面激活医

院科技创新内生动力，为研

究型医院建设提供坚实支

撑。未来，将加强“双一流”

学科建设，打造特色鲜明的

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

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交

叉学科；优化机制，加速中

医药成果临床转化与应用，

持续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李芳副院长介绍，2023年3月，

医院被确定纳入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

储备库。以此为契机，医院

持续深化内涵建设：一方面，

强化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与

重点专科建设，其中，中西

医结合肝病科等获批国家中

西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

项目；另一方面，着力提升

中西医科研能力，积极拓展

院内制剂应用，加强食养配

方研发。未来，医院将在中

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建设上

多措并举，持续壮大人才队

伍；同时，针对中西医协同

科研能力提升，做好顶层设

计与超前布局，全力探索中

西医协同发展的“河北路径”。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保定医院陈世波院长

指出，医院作为技术人才密

集机构，在中医药与文旅融

合转化中具备三方面核心价

值：（1）临床数据资产（2）

院内制剂资源；（3）名医

IP 与非遗技术：名医经验

及非遗技术可通过数字化体

验场景实现价值转化。（4）

患者服务体量：文旅康养客

户转化。创新转化模式有三

种：医院主导型“医旅联合

体”、政院合作型“属地化

孵化”和轻资产型“技术授

权模式。未来通过双方或多

方合作，让医院成为“健康

生活方案供应商”，实现“病

有所医”到“未病共养”的

跃升。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

药文化教育联合体马鲁锋主

任指出，红日药业在中医药

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的表现

为：（1）依托“血必净注

射液”上市二十年的循证医

学研究与实践，证明其在脓

毒症治疗领域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在张伯礼院士领衔的

“现代中药新质生产力创

新工程”中，积极响应国

家中医药发展战略，坚持

以患者为中心、临床价值

为导向，深入开展中药大

品种的二次开发，贡献“中

医智慧”和“中国方案”；

（2）作为中医药整体解决

方案的提供者，红日康仁

堂着力构建全产业链数智

化能力。产品方面，通过“从

田间到舌尖”的全程可视

化溯源，保障药品的质量

与安全；在医疗服务领域，

构建“医、教、研”三位

一体的协同发展体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秦皇岛医院李刚党委书

记，河北中医药大学第四附

属医院陈虎书记、院长，承

德市中医院丁承华院长，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保

定医院马继征副院长就医学

科技成果创新转化这一话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国伟局

长，李刚党委书记，中医杂

志社刘国正原社长、邯郸市

中医院郝静副院长主持了学

术报告与讨论环节。

此次研讨会汇聚政、

产、学、研多方智慧。与

会专家共同擘画了中医药

现代化发展的“河北方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李杰院长指出，广安门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

是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为魂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

出、效能卓越的发展格局。

一是聚焦核心：筑牢中医特

色医疗服务体系。二是传承

创新：激发中医药发展的源

头活水。三是精益运营：构

建现代医院管理新范式。四

是文化铸魂：弘扬中医药的

仁心大爱。此外，医院还以

学科建设为抓手，成果转化

为目标，不断促进科技创新。

广安门医院以 70 年积淀为

基础，通过特色化、科技化、

人才化、精细化管理四轮驱

动，探索公立中医院高质量

发展路径，致力于成为集团

化、同质化、数智化、人文

化、国际化，“顶天立地”

的中医院标杆。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

院原院长高景华教授介绍，

团队 10 余年来首次完成摇

拔戳手法治疗外侧踝关节扭

伤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高等级

循证评价，完成摇拔戳手法

的模拟操作装置及操作评估

系统的设计研发，首次建立

外侧踝关节扭伤“骨错缝、

筋出槽”模型，并从筋骨理

论角度阐明摇拔戳手法治疗

外侧踝关节扭伤的作用机

理，为全国中医运动医学中

心填补了在运动损伤领域中

的空白，为中医手法治疗“骨

错缝，筋出槽”相关疾病的

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范本。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黄玲玲 )6 月 21 日，由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杂

志社、河北省中医药学会

联合主办“中医药事业和

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河

北站）——医学科技成果创

新转化”在河北省保定市召

开。本次会议聚焦医学科技

成果创新转化这一关键议

题，旨在搭建产学研用交流

平台，促进中医药理论创

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应

用，以创新驱动传承，以融

合赋能产业，助力中医药迈

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共筑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与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中医药
TRADITIONAL MEDCINE

开 幕 式 专 题 报 告

党建领航医院高质量发展

以科技创新驱动研究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

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建设的创新实践

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

建好中医药成果转化“高速路”

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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