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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机制，打造一批中医药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提升中医药骨干人才素质。建立“北京+铜川”“西

安+铜川”等双中心联合培养机制，实施中医骨干、“西

学中”、中医适宜技术及中医护理骨干培训，提升中医

药专业人才学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高基层和民间中医

药服务水平。

组建中医基层服务队。依托各中医院组建中医基层

服务队，通过派驻、远程诊疗等服务形式开展中医诊疗

活动。建立中医师“市聘-县乡村用”工作机制，落实

“县管乡用”“乡管村用”等人才管理模式。

（四）打造特色服务，提升服务能力

抓好中医药技术传承。整合区域中医药技术资源，

加快民间中医药技术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组建中医药

技术合作开发平台，健全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权益保障

机制，提供中医药传承发展保护等技术服务。在北京中

医药大学孙思邈医院筹建考核基地，承接全省中医医术

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在铜川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兴

盛德药业筹建技能鉴定中心，开展中医药相关职业（工

种）技能等级认证。

建设中医药重点实验室。开展甲状腺临床转化与交

叉创新等实验室建设，争创省级重点实验室，培育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积极申建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提升

全市中医药临床研究应用与创新水平。

创新建设高效医联体。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孙思邈医

院为龙头，构建城市医疗集团，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等，为群众提供一体化连续性优质服务。以区县中医院

为牵头单位，构建县域中医医共体，实现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创建“三云联动”中医

药服务体系。构建以云医联体、云联合体、云药房为核

心的“三云联动”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大区县中医院信

息化能力提升，推进通用信息系统开发及试点应用。在

全市孙思邈中医堂开展远程诊疗和医学教育等，实现数

字孙思邈中医堂市域全覆盖。

促进中西医协同诊疗融合。在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推广中西医结合模式，试点总中医师制度。组建中西医

结合团队，加强科研合作，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协作

机制，创建中西医临床协作重大病种学科、中西医协同

旗舰科室。

创新基层中医药服务模式。通过环境改造、能力提

升、特色打造提升服务内涵，实现村级孙思邈中医堂建

设全覆盖。总结推广发展模式，在全省、全国乃至“一

带一路”国家推广孙思邈中医堂品牌。在社区和农村推

广实行“1名家庭医生+1名护士+1名公卫人员+1名中医

医师+1个卫生所+1个孙思邈中医堂”的六位一体服务模

式，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可及性。

（五）坚持链式思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推动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设。联合国内省内知名

药企牵头在铜川打造集中药材贸易、展示、产业孵化、

物流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易物流中心，使之成为西北

最大的全新型中药材交易平台和商业枢纽。

持续推动中药材种植规范化品牌化。建立覆盖主要

中药材品种的全过程追溯体系，保证中药质量，实现道

地药材生产布局更加优化和资源利用更可持续；继续发

展“铜五味”中药材产业，加大道地中药材深层次开发

利用，提升产品附加值。

加快推动中药加工制造业提质增效。坚持“四个一

批”，着力培育一批中药加工企业，壮大兴盛德、天一

秦昆等一批本土企业，通过以商招商、集中招商引进一

批大企业好项目，加快推进秦诺宁康等一批中医药项目

建设。

有 效 推 动 中 医 药 科 研 创 新 。 把 握 国 家 高 新 区 创 建

和秦创原“三项改革”成果转化试验区建设机遇，加强

校地合作，促进中医药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

新、联合创新，推进产品多元化高端化，增强市场竞争

力。

创新推动“中医药+”新业态。将中药材种植与乡

村观光游相结合、保健体验与休闲游相结合、中医药文

化基地与研学游相结合，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新业

态。发挥中医药治未病和康复理疗优势，丰富中医药养

老新业态，打造生态文旅康养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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