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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国中医药强区南海如何先行？
专家建议从区域合作、产业链协同、医养结合、文化建设等方面推动南海打造全国中医药强区

“文化建设至关重要，要讲
好中医药的南海文化故事！”
“要推动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在中医药产业的合作。”“希
望政府与企业形成合力，将大
健康服务放到社区去开展。”
“加强区内中药企业与医院的
合作和联动，加强康养服务方
面的合作”……

显山露水，赛龙夺魁之志；
谈古论今，仰望星空之谋。12
月 29 日，仝小林院士团队代
表、高校、医院和龙头企业代表
齐聚魁星阁七楼，围绕南海打
造全国中医药强区这一主题，
就促进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
展等话题展开研讨，谋求良策。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中医
药事业发展，把中医药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广东省与佛山
市已做出部署，把建设全国中
医药强市作为佛山的重要议程
之一。作为岭南中成药的发祥
地之一，南海中医药产业蓬勃
发展、中医药发展群众基础好，
南海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发展机
遇，提出了打造全国中医药强
区的目标，加快推进中医药现
代化、产业化进程。

“要讲好南海中医药
文化故事！”

只有固本培源，才能根深叶

茂。发展中医药，首先要有文化的

土壤，把中医文化传播好。

“中医药的发展要以文养医、以

医带药、以药兴产和以产惠民，南海

中医药的发展基础很好，老百姓也

对中医药有良好的信任感，这是以

文养医的体现。”仝小林院士团队办

公室主任金永杰认为，南海具有非

常深厚的岭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积

淀，是发展中医药发展的好地方。

事实上，南海是岭南中医药的

重要发源地。据史料记载，东晋时

期医药学家、道教学家葛洪曾在南

海炼丹（南海丹灶的地名遂由此而

来），这是岭南人最早的医药历史记

载；唐代南海已有药材向朝廷进贡；

北宋时期南海人陈昭遇历时十四年

修撰《太平圣惠方》，这是一部对中

医药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官方修书。

同时，南海也是一个名医辈出

的地方，历代都有不少名医在南海

行医，中医行业较为兴旺发达。民

国初年，《岭南医征录》列举广东名

中医503人，南海籍占91人，接近

1/5。
底蕴深厚的中医药事业，成为

当代南海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基础。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潘华峰建

议，从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政策需

求、文化建设四方面推动南海打造

全国中医药强区。他特别强调文化

的建设，“南海是岭南中医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造中医药强区

的文化建设中，可以结合中医药的

故事，讲好中医药的南海文化故

事。”潘华峰说。

南海区副区长孔小燕认为，打

造全国中医药强区，南海有三个方

面的优势：一是南海有着非常深厚

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世界上现存历

史最悠久的药企陈李济的创始人陈

体全、李升佐均是南海人。二是南

海有着非常强大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其中，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于

2020年12月正式入选国家第三

批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

录，成为南海区唯一一个得到国家

三部委认可的国家级基地。三是南

海有着引领市场的中医药产业，拥

有广东一方制药等龙头企业。

南海历来高度重视中医药工

作，2011年，成功创建佛山市首个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目

前建立起具有南海特色的“123”中
医药服务体系。

近年来，南海更是将生物医药

纳入“两高四新”产业，依托现有中

医药产业优势，统筹生物医药产业

规划布局。目前，南海形成以一方

制药等中医药制造企业为代表，涵

盖卫生材料、医疗用品、医疗器械

制造等行业在内的产业布局。

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在南海集

聚，南海区今年印发《佛山市南海区

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从支持产业落户、支持研发创新、人

才和重大项目扶持等方面，对生物

医药产业进行“全产业链”扶持。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创

新是中医药的生命力。在既有基

础上，南海将如何抢抓当前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大好机遇？南海

的发展思路是，把中医药事业发展

与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融合起来、与构建“两高四新”产

业体系融合起来，加快走出一条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之路。

医疗机构是产业链条的重要

环节。“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今年新

成立了两个中心，南海区的治未病

中心和南海区正在筹建的制剂中

心，我们想把很多院内的制剂统一

建设和投放，把一些有特色的、有

效的方剂和针剂进行推广，进行系

统化、产业化的发展。”广东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院长魏成功认为，中医

药服务网络的推进必须要有一个

服务体系，这就需要政府搭台、企

业主导以及医院来做人文的推广

和文化的传承。

“加快将南海打造成为全国中

医药强区，是南海推动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我们非

常有信心推动南海打造为全国中

医药强区。”副区长孔小燕表示，南

海打造中医药强区，将围绕两条主

线展开，一是推动南海中医药产业

发展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能够在世

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还要把

中医药产业和社区的大健康发展

结合起来，特别是社区养老方面，

把中医药的产业或医疗服务体系

跟养老体系结合起来，把更多的中

医药元素融入养老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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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养医，南海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医药方面有

深厚的文化和群众基础，是发展中医药的好地方；以医带药，

中医药需要“守中医之正，创医学之新”，中药的发展不仅仅

是发展中药，应该借助于多学科融合和多学科交叉，给人类

医学创造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和方法，医药的发展要回归临

床，解决实际问题；以药兴产，以产业发展惠及老百姓，符合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以产惠民，通过产业的发展，实现收入

和健康生活质量的提高。

以文养医 以医带药
以药兴产 以产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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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需要‘守中医之

正，创医学之新’，中药的发展不仅

仅是发展中药，应该借助于多学科

融合和多学科交叉，给人类医学创

造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和方法。同

时医药的发展要回归临床，解决实

际问题。”金永杰认为，要推动以药

兴产、以产惠民，即让中医药带动

整个产业的发展，以产业发展惠及

老百姓，符合“健康中国”发展战

略。

传统中医药产业该如何焕发

新光彩？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

药现代化、产业化成为必然选择。

如何创医学之新？创新是第

一动力。“各个产业的转型最终都

是由科研引发，做到中医药强区，

离不开科技研发的引领作用。”中

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程学仁

表示，公司一直在做规划，要成立

一个中医药的科技创新中心，吸引

最优秀的团队过来，推动高含金量

项目产品的研发。

南海发展医药产业，既有产业

基础和较好的医疗服务应用基础，

也有一定的研发基础。如何把基

础进一步夯实，就需要引进高水平

的人才团队作为支撑。

在论坛现场，南海区人民政

府、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和仝小

林院士团队现场签约合作共建中

药科创平台。合作将围绕引进和

孵化仝小林团队的临床和科研成

果，实现在南海的产业化导入，借

助仝小林院士团队开展更深入的

技术研究工作，从而推动产学研医

一体化创新发展。

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药控股”）是中国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现代中药板块的核心平

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

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是199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制改革以

来第一位以中医专业增选的院士，

是国内知名的中医内科学家。南

海是岭南中医药的重要发源地，三

方签约共建中药科创平台，可谓是

强强联合。

“有创新高地才能推动产业

化。”潘华峰认为，广州中医药大学

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四所中医药

大学之一，医院引进了一批杰青、长

江学者，南海要利用好广州中医药

大学重点实验室和人才资源，做好

中医药强区的产学研建设。

南海中医药的发展还需加强

区域合作。潘华峰还认为，《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中

重点提到了发展中医药等品牌工

业，并有系列“利好”政策，这对中

药企业是个发展机遇。南海可利

用“双区”政策，加强与珠海、澳门

医药业的合作，利用生产的优势推

动成果转化，共同推动打响南海的

中医药名片。

在第一场魁星阁论坛上，南海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勇就下一步如

何推动制造业往中高端发展，实现

建设智造高地的雄心，提出了“十

个坚持”，其中一条为坚持集群协

同，绝不封闭。接下来，将把企业

服务的重点放在产业链的精准服

务上。

12月17日上午，南海区汽车

产业链联席对接会议举行，会议瞄

准具有千亿产值的汽车产业链，搭

建政企互动交流平台，推动供需对

接，发布了产业链“六个一”精准服

务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29日的这场论坛活动，是产

业链精准服务的延续，瞄准南海这

些年重点打造的生物医药产业。

王勇强调，要打造药品食品健

康服务产业链，加快引进一批优质

项目，支持中国中药、一方制药等

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导上下游企

业合作对接，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产业链协同，不仅可以协同研

发、提高效率，还可打造区域品牌，

扩大影响力。里水镇聚集了一方

制药、冯了性等知名企业。结合南

海打造中医药强区的目标，里水镇

在会上发布了医药大健康产业园

规划，规划总体分为医药片区和大

健康片区。

其中，医药片区位于展旗山片

区，重点围绕中医药的生产、研发

制造板块，将打造中医药产业基

地。作为主体部分，中国中药健康

产业园建设内容包括中国中药博

物馆、中国中药大健康产研新锐品

牌网红孵化基地、粤港澳大湾区中

医药融合创新中心、中国中药大健

康创新中心等，将打造为集中药生

产、中医药保健、中医药历史文化

展示与传承于一体的百亿级中医

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标杆示范

基地。

大健康片区选址于里湖新城

片区，将依托南方医科大学，规划

建设临床电生理科心电大数据中

心、全科医学院、全生命周期健康

管理、医学科技园、医药企业总部、

医疗设备研发生产等。

“在‘十四五’时期，在中药配

方颗粒板块做到100亿元，在单个

品种做到这么大，这在全球都是领

先的。”程学仁表示，在中药饮片领

域，将推动冯了性药材饮片打造成

为15～20亿元的企业，成为全中

国中药饮片这个行业的领头企

业。与此同时，中药控股还将谋划

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将往中药大

健康的方向发展。

牵手仝小林院士 推动产学研医一体化

拓展大健康领域 谋划全产业链发展

发挥中医药优势 推动医养结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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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是科技人才、名医辈出的地方，有中医实证

的重点实验室，南海可利用好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平台和人才资源

进行发展。广州中医药大学目前已经和横琴合作共建中医药创

新中心，建议南海抢抓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机遇，利用国家利

好政策，推动两地合作，对南海中医药科技进行改造提升。与此

同时，南海要做好文化建设，把南海中医药故事传播出去。

抢抓“双合作区”机遇
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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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在里水镇旗峰山下增资扩产，通过3～4年的

打造，成为全中国中药饮片行业的领头羊；此外将探索多元

经营往中药大健康的产品发展，利用强大的科研能力，孵化

一批创业企业。公司希望借助一流的专家团队实现产业的

科技转型；希望政府与企业形成合力，将大健康服务放到社

区去开展，畅通中医药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100米’；希望

加强与区内医疗结构的合作，共同推动一些服务的开展。

政企合作
推动大健康服务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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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今年新成立了两个中心，南海区的治

未病中心和南海区正在筹建的制剂中心，我们想把很多院内

的制剂统一建设和投放，把一些有特色的、有效的方剂和针

剂进行推广，进行系统化、产业化的发展。中医药服务网络

的推进必须要有一个服务体系，这就需要政府搭台、企业主

导以及医院来做人文的推广和文化的传承。

加快构建中医药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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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彭美慈通讯员李伟婵

图/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专家齐聚魁星阁，围绕“南海打造全国中医药强区”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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