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4〕36 号

答复类别：A类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465 号建议的答复

傅丽云代表：

《关于弘扬吴妈信俗文化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建议》（第

1465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一）发挥中医药抗疫作用。我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疫情救

治中的作用，在新冠病毒感染救治工作中持续贡献中医药智慧和

力量。2022 年，组织中医药专家结合我省新冠感染疫情形势，临

床特点及诊疗经验，编写了《福建省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专家共识（2022 年试行版）》、修订版和普及版，印发各地，做

实做细做好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确保定点医院、隔离点、封控

区重点人群中医药干预、康复服务及时推广。2023 年 6 月，结合

当前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及诊疗经验，组织省中医

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和呼吸病分会有关专家，编写了《福建省中医

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指导意见》并印发执行。

（二）加强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持续举办“海峡两岸中医

药学术交流研讨会”“海峡两岸青年联欢节·中医药传统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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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营”等交流活动，加强两岸中医药文化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举

办 2023 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第十四届闽台中医

药学术论坛、海丝国际中医药文化论坛暨闽台中医药产业大会等

活动，吸引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同聚、共商弘扬中医药文化大计，

携手推动闽台中医药融合发展，持续助力福建中医药文化两岸传

播。

（三）促进道地药材质量提升。2021 年以来，我省启动道地

药材生态种植及质量保障项目建设，旨在发挥道地药材生态种植

基地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中药质量追溯体系建设，解决道地

药材盲目扩繁和引种栽培、品质退化、生产专业化不足等问题，

促进道地药材质量提升。中药追溯大数据监管服务平台和中药饮

片质量全程追溯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形成试点品种全产业链追溯

体系的应用，实现与国家平台对接。

（四）推动中医药康养产业发展。推进中医药健康产业交流

发展，发挥中医药在康养中的独特优势，将中医药元素与我省风

景名胜相结合，积极申报国家级健康旅游项目。加大森林康养产

业发展力度，推进养生旅游休闲基地建设，突出最具福建特色的

茶和温泉两类养生元素，组织评定省级养生旅游休闲基地示范单

位。

（五）发挥中药健康养生优势。我省出台《福建省加快中医

药特色发展若干措施》，支持重点培育和发展“福九味”闽产道

地药材优良品种，大力发展泽泻、太子参等道地中药材品种和灵

芝、薏仁等药食同源品种。举办全省药膳制作技能大赛，宣传“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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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于膳、寓养于膳、促进健康”的理念，展示中医药人的良好精

神风貌，提升药膳从业队伍的职业素养。

二、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省卫健委将持续发挥吴妈文化精神在两岸中医药融

合发展中的作用，推动福建中医药“走出去”。一是进一步贯彻

落实《福建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福建省加快

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措施》及《福建省“十四五”中医药健康发

展规划》的要求和举措，加强两岸中医药领域的沟通交流。二是

持续推动举办两岸乃至国际中医药学术论坛、产业交流大会等交

流活动，着力提升闽台中医药交流合作质量和水平，促进两岸中

医药文化交流，为经贸往来、融合发展打下基础。三是加大中医

药宣传力度，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

乡村、进家庭，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推动弘扬吴妈

文化精神，助力打造健康女神文化。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李靖雯

联系电话：0591-87274537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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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莆田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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