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召开 部署七方面重点工
作

2024年，中医药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为主线，以深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

工程为抓手，坚持守正创新，推进深化改革，强化统筹协同，狠抓内涵建设，发挥

特色优势，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月22日至23日，2024年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总结2023年中医药工作，部署2024年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医药系统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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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医药工作全面持续发力、重点加快突破、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全面加强党对中医药工作的

领导，全系统党的建设得到加强。深入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强化项目管

理和资金投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深化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县级中医医院建设，中医药服

务能力和可及性明显增强。纵深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

建设形成一批成果，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快布局。中医药在新冠

疫情防控和应对呼吸道疾病中发挥独特优势。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岐黄

工程），启动新时代西医学习中医优秀人才培养项目，首批岐黄学者通过验收且产

出一批标志性成果。医教协同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取得新进展。加强科技创新平台

和评价机制建设，完成中医治疗优势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适宜技术、疗效

独特中药品种等遴选与发布，中药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政策供给切实强化。中医药

对外交流合作和文化建设呈现新亮点，中医药影响力不断提升。



会议强调，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

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中医药系统要担负历史使命，以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加快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要以传承五千年

中华文明的历史担当，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既要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打造

强国建设的特色健康篇章，谱写出“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还要为坚定文化自

信、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要以强国有我、复兴在我的历史担当，筑牢中国

式现代化的健康基石，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全生命周期维护、重点人群健康管理、重

大疾病防治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要以维护全球卫生

安全、促进全球健康发展的历史担当，推动中医药加快走向世界，以中医药和西医

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多贡献。

要牢牢把握当前做好中医药工作的形势和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

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传承和创新，统筹中医和中药，统筹发展和安

全，把坚持党对中医药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把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作为

根本原则，把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任务，把防范化解中医药领域风险作

为根本底线，把团结奋斗汇聚强大合力作为根本要求，以更大力度、在更高站位

上，自觉把中医药工作聚焦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上、聚力到坚持高

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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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中医药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贯彻实施《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为主线，以深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

展重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守正创新，推进深化改革，强化统筹协同，狠抓内涵建

设，发挥特色优势，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一是统筹落实中央关于中医药的重大决策和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跨部

门协调机制和专项调度机制，推进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力求在落地落实

上取得最大效果。抢抓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机遇，加快在促协同、建高地上出硬招实

招，打造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二是统筹优质资源提质扩容和补齐服务短板，大力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促

进中医医疗机构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叠加优势推进中西医结合工作，持续优

化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推动优质资源下沉，不断巩固、培育、

放大优势，最大程度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三是统筹促进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产出好药材、研发好中

药、评价好疗效，强化统筹、协同发力，促进中药产业链价值链循环畅通，推进现

代中药产业体系建设。

四是统筹中医药科技创新驱动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补齐中医药科技创新短

板，完善中医药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实施好岐黄工程，大力推进中

医药教育改革，推进中医药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五是统筹中医药文化建设和对外交流合作，深入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创

新话语表达方式和载体表现形式，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着眼

于高标准落实元首会晤成果和政府间中医药合作协议，推动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注入更多中医药元素。

六是统筹深化中医药改革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把深化医改中医药工作作为

改革重点，扎实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不断健全中医药法规，推进

中医药数字化建设，促进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七是统筹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密切关注国内外环境变化和群众健

康需求变化，强化预警研判，全力防范化解中医药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

会议要求，中医药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党的自我

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不断深化基层党组

织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增强干部能力水平，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保证。要坚决做到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坚持

对标对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这个主题，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坚持督帮并举，加强对工作部署

的督导检查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全链条高效推进工作落地见效；坚持

强化协同，注重把握谋划、推进和落实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争取聚合

协调共进的正能量，使各项政策举措系统集成；坚持提升效能，狠抓机关工作效能

建设，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动真碰硬解决问题，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岁末年初重点工作，高度重视冬春季传染病防治，加强

中医医疗资源统筹调度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隐患大排查

和安全问题大整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深入基层一线，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

际困难，确保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会上，北京、河北、福建、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陕西等省区市中

医药主管部门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国家卫生健康

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负责同志，各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分管中医药工作负责同志、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部分中医药高校、中医医院、中医药科研院所、中药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记者/李芮 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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