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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保护中医药事业对中医人才培养的启示 
杨玉赫  于钦明*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中医药是吸引一代又一
代中医人承继经典、前仆后继加入到中医药事业保护的重要元素。十八大以来，加强中医药事业保护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要保
障，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在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医药事业保护中的中医人才培养启示，阐述十八大以来中医药政策发展和十八大以
来我国中医人才培养发展状况，探究党对中医药事业保护中的中医人才培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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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使得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全面振

兴发展新时期。促进中医药人才培养，提升中医药文化的核心竞争
力，建设中国特色卫生健康模式，加快中医药事业的保护发展需要
社会各界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砥砺前行，研究十八大以来党对
中医药事业保护中的中医人才培养启示对于中医药振兴与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一、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药事业发展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医药事

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振兴保护中医药事业有了更好的发
展机遇。早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对中医药学蕴含的
哲学智慧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充分肯定，充分强调中医药在中华文明
中的特殊地位。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1]中便提出新时
期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基本原则、指导思想、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中提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全
国中医药大会于 2019 年 10 月顺利召开，同时相继出台了《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3]（以下简称为《意见》）。会上和
《意见》中皆充分分析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解决中医
药发展存在的基础薄弱、传承不足等问题，以此为中医药事业进步
指明方向，推动中医药事业更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出台《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4]
中从资金、人才、发展环境、产业等多个方面提出 28 条举措，为
中医药特色发展保驾护航。 

由此可见，自十八大以后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同时，中医药发展更应充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发展
趋势，将中医药文化优势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在“粤港澳
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借势加速发展，
加快形成中医药高地建设新格局。 

二、党对中医药事业保护中的中医人才培养启示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人才培养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推动中医

药事业保护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中
医药融入“全民健康”的卫生战略之中，推动中医药服务于人民，
积极打造中医药养生健康产品，丰富中医药产品产业链，彰显中医
药文化的经济价值[5]。同时以中医药文化为纽带，有效融入到国际
交往的桥梁之中，使中医药服务于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 结合“四个自信”，加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建设 
对中医药否定、对传统文化否定、丧失中医药文化自信是中医

药保护事业中人才培养的重要阻碍。改革开放以来，从科学角度进
行中医药批判，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6]。”因此
推动中医药保护事业的全面振兴，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保护中医
药事业的决心以及新时代中医药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培
养中，加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培养，有利于推动中医药不断向前发展，
从思想观念上将中医药保护铭记于心，不断推动中医药在理论和临
床实践等方面谋求突破。 

3 加快人才创新培养，做到中医药发展与时俱进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加强中医药事业保护和人
才培养，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实现了理论研究和临床疗效的突破
发展。伴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点从脱贫
攻坚、搭建外交桥梁，到解决百姓基本医疗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发
展不断变化。同时证明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医药也只有本着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地原则，不断强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
才能真正实现“守正创新”。因此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
国不断健全中医药保护事业人才培养的机制体制，加强中医药人才
能力的培养，把握新时期中医药人才的成长规律，紧密贴合社会需
求变迁，实现发展方位的与时俱进，彰显中医药自身的时代价值。 

三、讨论 
综上所述，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充分体

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内涵。只有在机遇下大力
弘扬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面对挑战，迎难而上，培养复合型创
新型中医人才，才能更有助于中医药文化与时俱进。使新时代中医
药人才担负起中医药事业保护发展的责任，在促进人类健康、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作出更大贡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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