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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卫复字〔2018〕27号

关于对州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 289号提案的
答 复

李清、李勇委员：

您们提的“关于加强对彝族医药产业发展中本、专科学历人

才培养方案研究论证的提案”，已交由我委主办，经研究，现答

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们对我州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支持和群众健康

的关心。

彝族医药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独

具特色的重要的卫生资源、经济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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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资源。彝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自成体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

具有较大影响，有着系统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彝

族医药作为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彝

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为彝族人民的

繁衍昌盛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州是彝族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承区,是全国两个彝族自

治州之一，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彝医药“简、

验、便、廉”的特色优势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州委州政府高度重

视彝族医药发展工作。一是加大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力度，确立

了打造“中国彝药之乡”的战略目标，把彝族医药发展与生物医药

产业、健康产业、健康楚雄建设有机结合。二是把彝医药作为一

种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来传承和保护。彝医药是彝族优秀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为楚雄地区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时期楚雄就有《齐苏书》《医病好

药书》《医病书》《看人辰书》《小儿生理书》等多部彝医药古籍。

近代以来又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中国彝

族药学》《中国彝医方剂学》《云南彝医药》《彝药志》《楚雄彝州

本草》《彝族医药荟萃》等专著。这些文化基础，有利于保障和

促进彝医药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保护和创新。三是将彝医药

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目前，楚雄州已建成医药生产企业

21 家，有批准文号的药品 397 种，其中彝药品种 26个；有批准

文号的医疗机构院内制剂 84 个，其中彝药制剂 29 个；药品批发

企业 18 家，零售企业 1100家；开发了彝心康胶囊、民药胶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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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种彝药；规模化种植彝药材 23.1 万亩。彝医药已成为我州

一项后续极具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四是将彝医药作为一项全民

健康事业来推广。截止目前，楚雄州已设有云南省彝医医院和州、

县（市）彝医医院 12 所，乡（镇）、村级（彝）医馆（室）1215

个，在岗专业技术人员 2190 人，中医执业（助理）医师 1090 人；

县市中医医院建设了名医馆、“治未病”中心、康复中心，综合医

院设立了彝医科，妇幼保健院设立了彝医妇幼保健康复中心并能

提供彝医药服务，100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有彝

医馆并能提供彝医药服务，100%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95%村卫生

室能提供彝医药服务，覆盖州、县、乡、村的彝医药服务健康网

络已经建立健全。彝医药已成为我州一项全民健康事业，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五是强化人才培养，提升彝医药服

务水平。实施中彝医师带徒教育 6 期带徒 14 名；开展名院、名

科、名医评选活动，有云岭名医 1 名、云南省名中医 2 名、云南

省荣誉名中医 1 名、云南省基层名中医 6 名；云南省彝医医院（楚

雄州中医医院）和各县市彝医医院作为中彝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推

广基地，为基层免费提供中彝医临床带教进修、实习、培训；从

2017 年春季学期开始，在楚雄医专开设了彝族医药教学课程；

2017 年 4 月 8 日，省卫生计生委召开了彝医教材编写启动会，

组建了彝医学本科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确定了彝医学本科教材

编写框架与目录。目前，我州已编写出版了彝医基础理论、彝医

治疗技术等 5 本教材；2017 年 9 月 15日云南现代民族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与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签署了人才培养、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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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科研项目建设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协议；12月 14 日州人民

政府与云南中医学院签订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在楚雄州中医

院加挂云南省彝族药学院牌子的框架协议；“十二五”以来，培养

学科带头人 100人、免费定向培养中医医学生 66 名、全科医师

40 名、骨干医师 61 名、住院医师 488名；招聘特岗中医医师 6

名、普通中医医师 111名、确有专长人员 37 名、中医药一技之

长 41名；乡村医生中医中专学历教育 360 名和“能西会中”人才

培训 824人、继续医学教育 3.3 万人次、彝族医药知识培训 2225

名。通过强化人才培养，州县乡村医疗机构中彝医药服务能力明

显提升，服务领域明显拓展，有力促进了彝族医药产业发展。

在取得成绩同时，我们清醒看到，由于彝医药未纳入民族医

药体系建设管理范畴，彝医药教育和彝医资格认证也未纳入国家

全日制教育和民族医医师资格考试认证体系范围，彝医药人员因

无专业培养机制及行医资格认证机制，导致人才逐年减少，从而

制约彝族医药事业发展和产业振兴。在推进彝族医药产业发展中

研究制定彝族医药本、专科学历人才培养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

计非常必要，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培养必将为彝族医药产

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

下步工作中，按照州委州政府提出的：一极、一枢纽、三高

地、三区的“1133”发展战略和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目标，

进一步加大彝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提升中彝医药服务能力。

一是积极争取在云南中医学院、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开设彝医

药专业全日制本、专科学历教育，培养彝族医药人才。二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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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期间，继续实施好“十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培养省级及

以上优秀人才 10 名、州级领军人才 100 名、州级业务骨干 1000

名、全州适宜技术人才 10000 名；培养优秀中青年中医药领军人

才 20名，重点专科专病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 150 人，争取国

突 4 人、省突 8 人、中彝医师带徒 25名；组织开展彝医药名院、

名科、名医的评选和认定，评选彝乡名医 50 名；三是积极争取

彝族医药进入国家民族医药体系建设范畴，解决制约彝族医药发

展的瓶颈。

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州民族医药事业、产业发展的关心和对我

们工作的支持，希望您们继续关心、重视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23日

（联系人及电话：朱伟章 339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