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2024年第9期·　　　　 ·新西部

三 是 进 一 步 把 牢 招 商 引 资 主 动 权 ， 充 分 利 用 药 博

会、西洽会、兰洽会等各类招商平台，多措并举开展招

商引资，引进一批具有整体策划和带动能力的大项目、

好项目，加快在建项目进度和质量，尽快形成医药产业

新质生产力。发挥重离子医院辐射带动作用，谋划引进

膀胱容量测定仪设备生产线、角膜塑形镜产品生产线等

医疗装备制造项目，实现医疗装备制造“零突破”，助

推特色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三）借力借势开拓中医药流通市场

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等方式，鼓励全市各级医

疗机构使用本地中药饮片及中成药等优势产品，扩大在

本地市场占有份额。利用“一带一路”重大机遇，依托

武威国际陆港外向型平台，持续加大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医药文化和武威市特色医药产品宣传

推广力度，扩大特色医药流通范围。 [3]积极构建中药材

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中药材产地加工基地，规范中药材

包装，鼓励围绕大宗中药材主产区与中药材专业市场，

建设布局标准化、社会化的中药材仓储基地，提供产地加

工包装、质量检测、储存养护与运输配送等一体化物流服

务，推广应用现代物流管理与技术，完善中药材专业市场

的配套物流服务功能，做强做大中药材仓储物流企业。

（四）多措并举提升宣传推介水平

一是弘扬中医药文化，讲好品牌故事。武威是历史

文化名城，凭借武威汉代医简等历史巨著，将传统中医

药文化作为历史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进行展示，形成人

人知晓、人人宣传的推广格局，提高群众对中医药的认

可度。同时，在中医药文化宣传中挖掘并传播特色医药

品牌文化，融入特色医药品牌故事，树立中医药行业领

域品行端正、品质保证、有品牌故事的优秀企业形象，

进一步提升本地特色医药产业的影响力。

二是多渠道、多方式做好品牌宣传推广。鼓励企业

积极参加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展示特色品

牌，提升品牌知名度。组织企业、合作社参加各类大型

农展活动和中药材宣传推介活动，向外推介主产品种，

开拓外地市场。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平台宣传，用当下最

流行且易于接受的市场推广模式进行宣传推广。在武威

城区和雷台景区等人流量较大的景点设立本地特色医药

或特色产品展销馆，综合展示武威中医药文化和特色优

势品牌。

（五）全方位精准培养引进专业人才

一 是 积 极 引 进 优 秀 中 医 药 人 才 。 依 托 武 威 市 年 度

集中引进人才工作，根据企业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注

重对中医药专业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断壮大武威

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立中医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人才

库，为武威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二 是 加 大 人 才 培 养 力 度 。 创 新 中 医 药 产 业 技 术 骨

干人才培养机制，鼓励企业与省内技术院校建立联合培

养、定向招聘、基地实训等机制，强化对种苗培育、产

地加工、品种研发、仓储管理、中药产业链信息化管理

等方面专业人才培养。同时，支持企业多方面、多层次

发展壮大自身，为人才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

三是完善人才服务保障机制。注重对引进人才的培

养和使用，给予人才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服务保障，确

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六）多渠道解决企业资金需求

一是制定“一企一策”金融支持方案。引导金融机

构根据医药企业不同需求，灵活采取延期、展期、借新

还旧、无还本续贷、变更授信品种、调整还款方式等形

式，积极给予中医药企业金融支持。

二是多方面保障资金来源。按照“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市场运作、防范风险”的原则，鼓励企业积极争

取“甘肃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中医中药基金”等资金支

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聚集投向中医药

产业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利用行业信用信息开发适合中

医药产业的金融产品。

三是对科技创新项目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积极支

持中医药企业科技创新，对中医药产业链企业在产品研

发、种苗培育、技术工艺等科技、农业、工业及相关领域

技术创新项目，相关行业部门应积极给予指导和项目资金

的倾斜支持，或出台鼓励科技创新的激励措施，对有重大

创新成果运用的项目给予奖补资金等，多措并举对科技

创新给予资金支持，促进医药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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