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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卫复〔2018〕35 号

关于对州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 265号提案的
答 复

农工楚雄州委：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民族医药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州

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们对我州民族医药事业、产业发展的关心和关

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主体少数民族，其历史最悠久、人

口最多、有自己的传统文字、彝文经典、历史文化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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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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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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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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完善彝医药事业产业发展政策措施，扶持和促进彝

医药事业产业发展。州委、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促进彝

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将符合条件的彝药（含彝药饮片、

成药、制剂）和针灸、推拿等非药物诊疗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报销“三张网”范围。把彝医药发展与深化医改有机结合，在

深化医改中扶持和推进彝医药发展，对举办彝医类诊所不作区

域卫生规划和布局等方面限制。六是扎实推进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州创建，为彝族医药产业发展打基础。牟定、南华、

姚安、永仁 4 个县创建工作通过了国家评审。七是强化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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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助推彝族医药产业发展步伐。成立了楚雄州中彝医医疗集

团，现有 167 家医疗机构参加了医疗集团；我州医疗机构生产

的院内中彝药制剂在医疗集团内调剂使用，充分发挥院内制剂

的特色和优势，变“名方”为“名药”，通过院内制剂的调剂使用，

带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八是广泛宣传普及彝医药知

识，提高彝医药知识率，推动彝医药产业发展。在中医机构建

筑风格、办院理念、院歌院训、医院管理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彝

医药特色；医疗机构庭院绿化、栽培盆景鼓励以中彝药植物为

主，并标明药物名称（含中文名、彝文名、拉丁文名、英文名）、

主治、功效及二维码。积极开展中彝医药“六进“活动惠民生（进

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通过广

泛宣传，提高公众中彝医药知识知晓率，为彝族医药产业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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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发挥我州的区位优势和彝族医药优势，利用南博

会、大湄公河次区域传统医药交流会平台，围绕服务“一带一路”

战略，进一步推动彝医药“走出去”，加强与国内外有关单位的

交流合作。二是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中医院，吸引外籍人员到我

州进修、学习彝医药专业技术；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中药企业积

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我州生物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国内市场，

提高彝族医药知名度。通过进一步扩大彝族医药文化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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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力度，打响彝族医药品牌声誉，促进我州彝族医药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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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