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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以来党对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于钦明  杨玉赫*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加强中医药事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加强中医药经典保护，加
强中医药事业发展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论述的重点。黑龙江作为重要的中医药文化发源地，其独特的道
地药材、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江医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龙江中医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传承和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本文将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建党百年以来党对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阐述目前黑龙江中医药事业
发展现状、梳理建党百年以来党对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要节点，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传承与发展战略提出对策，以期为黑
龙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积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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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担负着维护和增进人民

健康的重要使命，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加强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与时
俱进。虽然在建党百年以来，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
就，使得龙江中医药事业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但仍存在着较多不
利因素。本文总结建党百年以来党对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的保护传承
与发展，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下一阶段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一、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发展历程概述 
黑龙江作为历经磨难的省份，在西学东用的年代历经了文化改

革的洗礼，使得传统文化历经波折，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也历经磨难
与波折。黑龙江老一辈中医药人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中医药事业的
振兴、保护和发展。过去有过艰难的历史，对于黑龙江中医药发展
来说既具有着医学意义，也具有着民族气概与文化意义。中国共产
党始终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使得中医药的发展不断迎来新的曙光。
近代以来，因为政局的动荡使得使得社会传染病、地方病多发，严
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利于社会的进
步、民族的复兴。面临着以上因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
刻认识到医疗资源落后的局面，必须要依靠中医药力量，所以黑龙
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曙光。  

二、 建党百年以来党对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与发展 
建党百年以来，党和国家对于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传承与

发展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展，再到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论述，体现了
我国领导人们对于中医药事业从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和实践发展的
研究不断深入。各个历史时期发展黑龙江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和实践
走在前列，但在建国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黑龙江中医药
事业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
发展国家中医药事业，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2015—2020 年)的通知》等文件，大力推动中医药事业保护传承和
发展，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加强中医药文化继承和弘扬”、“将
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等重要论述[1]。同时黑龙江省也出台了《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黑
龙江省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进
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深化我省医疗改革中的作用，继续落实各项扶持
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2]。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充分利用中医药优
势，扩大中医在医疗行业中的影响力，发挥好中医惠及国计民生的
重要作用，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传承和发展注入鲜活的动力。 

三、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思考与启示 
1 加强省内中医药资源管理 
加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保护，需要加强中医药资源的保护。黑

龙江作为道地药材的主产地，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要加强黑龙江
道地药材的保护，结合当地的中医药种植产业发展现状，优化政府
职能，建设道地药材保护基地，提升道地药材价值。同时，黑龙江
作为“龙江医派”的发源地，具有众多名著典藏，政府相关部门要
加强重视程度，全面部署，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要相互协作，加

强龙江医派典籍保护力度，推动省内中医药资源保护有序进行。 
2 加快省内中医药人才培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因此

我省要加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步伐。加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传承发
展，需要全力促进黑龙江省高质量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高
等中医药院校作为为中医药事业提供人才储备与支撑的坚实后盾，
应紧密结合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优势，将道地药材产业与“龙江医派”
实践经验与高等院校中医药学生培养计划相结合，结合我省中医药
发展实际，积极适应中医药事业传承与社会需求以培养复合型人
才。 

3 保持省内中医药发展活力 
现阶段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目前黑龙江省

中医药事业发展还面临一定的瓶颈。如发展形式还较为单一，创新
能力有待提升，未形成中医药发展产业链等因素，影响着黑龙江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强黑龙江中医药发展与国内外接
轨，将中医药产业与新媒体技术跨区域融合。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开办各类中医药养生服务，增强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保持
省内中医药发展活力，为黑龙江中医药事业拓宽发展空间。 

四、讨论 
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发展体现了党在龙江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

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目前已经
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同时，黑龙江中医药事业作为我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目标任务之一，可以说是既面临难得的机遇，
也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推进黑龙江中医药事业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发展的策略，能够提高黑龙江中医药服务能力，助力中医药保障
龙江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健康龙江发挥积极作用，为建设
“健康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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