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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产业：打造“中医药养生”的金字招牌

《规划》专门提出要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发
展中医药健康旅游。这在不少专家看来，富有前瞻
性也很有紧迫性。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侯胜田表示，

中医药以预防、休养、保健为主的养生理念，符合
当前旅游注重健康的观念。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定义， 医疗旅游是以医疗
护理、 疾病与健康、 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
务。据了解，目前全球医疗旅游规模每年已超过数
百万人次， 产值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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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达到
１０００

亿美元。 泰国、印度、新加坡、

韩国、瑞士等国家，已发展成世界医疗旅游强国。

与欧洲一些国家的温泉疗养、 东南亚国家的
水疗康复等医疗旅游项目相比， 我国虽然拥有丰

富的中医药养生保健资源， 却缺乏成熟的产业链
条和服务措施。 以辽宁省最大的涉外医疗旅游机
构、 鞍山汤岗子医院为例， 该院境外客户来源单
一，俄罗斯籍游客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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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此外，在已开展的医疗旅游项目中，缺乏开发
意识、“医旅合作”不畅、复合型人才匮乏等问题，

已成为制约其发展壮大的原因。

王国强指出，此次《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也考
虑到了产业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提出了“培育发展
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产业” 这个新命题及相应
措施。

“政府应将中医药旅游和医疗养老相结合，促
进医疗保健和旅游产业互动发展， 并将其作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予以扶持。 ”侯胜田说。

（据新华网）

中医药养生如何服务万千百姓
———专家解读《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从拔火罐到针灸， 从汤药
到膏方， 从望闻问切的理论到
相生相克的规律———近年中医
药“治未病”的独特优势逐渐受
到海内外认可， 中医药养生与
保健的理念经验广受民众欢
迎。

我国首个国家级《中医药健
康服务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

日前出台， 今后中医药养生将
如何服务百姓生活？ 新华社记
者就此采访了主管部门负责人
和相关专家。

“治未病”：发挥中医药

的“养生”功效

中医界流行着一个笑话：当一个中
医向病人家属推荐去看西医，家属立刻
反应：“坏了，这下真的病了。 ”而当一个
西医向病人家属推荐去看中医，家属张
嘴就哭：“完了，这下真的没救了。 ”

“这是一个误区。 ”安徽省立医院中
医肿瘤科医师徐媛媛说，西医都是发病
后再诊疗， 而若要中医药疗效显著，往
往需要在身体健康平衡刚刚出现失调
时开始介入，即健康养生。

“这次《规划》给了中医药一个全新
定位。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马烈光认
为，中医学提倡“治未病”，注重机体保
养，这顺应了当前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条
件下，人们追求健康养生的趋势。

我国中医典籍《黄帝内经》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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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就记载有“治未病” 的思
想。 这种理念和方式不仅能够减少疾
病的发生、阻断疾病深入或转变、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健需求， 还能
降低医疗费用，实现“多赢”。 然而，近年
我国“重西轻中”“中医西化”的现象十
分普遍，一些地方医院采取适用西医的
管理办法管理中医，如同“牧师管理和
尚”，阻碍了中医在“治未病”方面的功
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

此次规划提出了七项主要任务，其中第
一项就是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支持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发展， 并从管
理、规范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强监管：让“靠谱”的中医药为百姓服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老中医告诉记者，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打着医疗、养生、中医旗号
的江湖骗子，打着“包治百病”的旗号用来路不明
的偏方招摇撞骗。

近年，从张悟本到马悦凌再到李一道长，一个
个养生大师的神话破灭， 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本就
疏离的中医药产生了更多误解。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医药事业
国情调研组负责人陈其广认为， 中医行业的人员
混杂与我国现行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模式有很大关
系。一方面，现行模式轻视传统中医药理论的学习
和临床实践，教授的内容中西混杂，导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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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毕业的中医药院校学生并不相信自己所学， 也不
掌握先辈流传下来的验方；另一方面，民间一些没

有经过正规院校教育， 但通过师徒传承或经多年
临床实践确有一定专长的人员无法取得“执业医
师证书”，没有合法的行医权、处方权，只能游走在
“灰色”地带。

此外， 还有一些毫无资质的人员利用人才培
养机制和管理体制的空子，干脆就混迹江湖，骗人
钱财甚至贻误患者的生命健康。

此次《规划》在加强监管、加快人才培养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如设立黑名单、实行属地管理
和准入许可， 改革中医药健康服务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认证管理方式等。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秦晓明建议，有条件、有
能力的中医药机构和科研院所要加大科普健康教
育，切实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和医疗保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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