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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征程上奋力开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局面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余艳红

时维金秋，共襄盛会。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召开，豪迈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锋号令，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本质要求，生动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对鼓舞和动员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制高点，科学制定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对各工作领域进行战略谋划，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这是一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光芒的报告。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出深刻阐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阐明了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是一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伟力的报告。报告全景式回顾了过去五年

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鲜明指出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

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时代号召，团结激励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

这是一份饱含对人民血肉情感的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报告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成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强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字里行间

流露出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这是一份具有重要深远指导意义的报告。报告不仅揭示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

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

安排，还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出“三个务必”的宝贵经验、“五个必由之

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六个坚持”的基本路径，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

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是一部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工具书。

党的二十大已经胜利闭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之于行动、见

之于成效。我们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深刻领悟报告精

神实质，牢牢把握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刻感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把党的二十大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我

们要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中医药担当作为。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重大的政治判断、最宝

贵的历史经验和最确凿的历史结论，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正是因为“两个确

立”，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政治保证，是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回望



十年奋斗历程，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取得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指引。

回顾新时代中医药走过的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领导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

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长远性问题。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医药事业划定的新时代坐标。全体中医药人不忘初心，

勇担使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跑出了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加速

度。

——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全面加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国务院印发《中医药

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建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召开全国中医药大会，国办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组织实施中医药传

承创新工程、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医特色重点中医医院等重大工程项目。

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中医类医院5715个，十年增幅72.76%;中医药总诊疗人次

达12亿人次，十年间增长了4.5亿人次。

——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充分彰显。将中医药防治方案纳入传染

性疾病诊疗方案，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制定优化覆盖预防、

治疗和康复全过程的中医方案，创新形成“有机制、有团队、有措施、有成效”的

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谱写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医药人才队伍量质并进。首次印发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意见，首

次召开全国中医药人才工作会议。截至2020年，全国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达到

68.3万人，比2012年增长91.3%。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

黄工程)。十年来，评选表彰90名国医大师、201名全国名中医，中医药领域新增两

院院士7名。



——中医药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医药领域获国家级科技奖励58项。推进《中华医藏》编纂。

遴选30家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单位和16家培育单位，建设青蒿素研究中

心，建设41个中医药防治传染病重点研究室。

——对外交流合作日益活跃。中医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海外广泛传播

应用，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

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

中医药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的一个生动缩影。我们由衷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是最可信赖的核心，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最可靠的主心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我们深切体会到，新时代中医药事业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坚定的底气，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新

需求新期盼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

加快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健康中国”作出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卫生健康工作

的高度重视、对中医药工作的亲切关怀，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

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坚持人民至上，着眼人民全

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服务，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和优化中医药

服务的可及性，切实加强公立中医医院党的建设，坚持把公立中医医院特色发展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以赴实现让广大人民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看

上好中医”。坚持自信自立，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信的战略高度，加快

中医药传统古籍整理和学术传承，深入挖掘中医药精华精髓，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成为人民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擦亮中医药这

张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名片，助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

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和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不断创新中

西医结合工作机制和医疗模式，提升我国医疗服务的水平和竞争力。充分发挥教

育、科技、人才对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把握创新在中医药

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中医药事业的创新驱动力。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



前中医药工作存在的很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深化中医药综合改革，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巩固优势，抬高工作标杆、自我加压奋进，推进中医药特色发

展、内涵发展、转型发展、融合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医药工作必须坚持的大逻辑和

大主题，以深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落细落实，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坚持胸怀天下，把中医药事业放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索谋划，推动中医药深度融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升中医药贡

献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全体中医药人将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守大医精诚不懈追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中医药需求;

牢记团结奋斗，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

的工作作风，推动中医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牢记“国之大者”，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

化，推动海外传播，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从增强历史自觉中践

行初心使命，从汲取历史智慧中守正创新，从掌握历史主动中把握发展规律，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贡献中医药人的力量。(作者系党的二十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