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
會長林蓓茵就中醫藥文化長

遠發展建議，檢視及規劃香港
現有中醫藥醫療服務體系，要善
用中醫藥人力資源，更好發揮中

醫中藥作用，將中醫全面納入公營醫
療體系，令市民能全面享用公營中醫住

院及門診治療；同時私人執業的中醫師亦
可以通過公私營協作的方式共同為市民提供

社區基層醫療服務，尤其應以長者及
長期病患者為優先服務對象；重整及
統一現有中醫藥監管及發展架構，
設立專門的中醫藥機構，專責統合
中醫藥發展與規管工作；檢討
《中醫葯條例》，適時更改不
合時宜的規管法例；在提升
中藥發展方面，應盡快制
定中藥師註冊制度。
陳壘 佘思瓊 何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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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沿着古絲綢之路傳向世界。如
今，中醫館開到越來越多國家、中醫葯人才濟
濟、葯企加速國際化布局、海外教育開展順利
……多年來，中國不斷加大中醫藥服務出口力
度，貢獻具有中國特色的健康方案，中醫葯海外
接受度越來越高，中醫葯的國際認可度和影響力
持續提升。

中醫葯作為中華文明的瑰寶，正以其獨特的魅
力和價值走向世界，已成為促進全球衞生健康事
業、增進人民健康福祉、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
體的重要力量。

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左一）主持沙龍環
節，他表示，中醫就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精髓，中
醫是打開傳統文化的一個鑰匙，是中華民族的瑰
寶。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華優秀文化要走出
去，跟世界文明進行文明互鑒，進行交流，而中
醫是最實實在在地跟世界文明交流，中醫不光是
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之一，還有實際的療法，可
以懸壺濟世。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署理總經理林星發（右二）
表示，東南亞跟中國聯繫非常密切，在東南亞的
華人也非常多，因此中醫在整個東南亞都是有影
響力的，大多數華人普遍上對中醫是肯定的，這
也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結果。現在中醫醫療已經走
出海外，儘管中醫的治療相對來說較慢的，但它

是治本的。他表示，相對來說，中醫治療所得到
的進展是西醫方面可能沒有辦法給的，所以希望
中醫能夠走出去，走向世界，一定會有不同凡響
的一天。

美國商業新聞網 CEO 繆國濟（右一）表示，
每一個中國人無論生活在哪裏，對中醫一直都是
耳濡目染的，所以也為中醫走向世界打下了一個
很好的基礎，同時我們看到美國社會主流層面對
於中醫的接受度也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現在美
國也有了一些中醫相關機構為拓展中醫文化走向
世界和對在美中醫認證等提供了一些便利，這也
是很多華人多年來的努力所爭取過來的。作為一
個媒體人，繆國濟提到，國內對於中藥的宣導教
育，相對於國外是非常健全的，這個也是中醫藥
走向世界裏面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如何把中醫藥
作為一個文化去有效的宣導，真正讓外國人了
解，以及如何去堅守和傳承中醫藥文化也是值得
我們去思考的。

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縣委常委、副縣長劉鋒
（右三）就 「道地的中藥材如何走向世界」分
享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見解：一是做好宣傳，堅
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逐步把自己的中
華文化、中醫葯文化，用中國的方式，用中國
的語言，走向世界；二是中醫藥想要打入海外
市場，就要守正創新。這樣才能夠真正的走向
世界，走向國際化；三是把多元的文化結合起

來，如大健康體系、葯食同源等，讓中醫文化
變得更加生活化，老百姓化，在國際上也會生
根開花。

河套深港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園董事長申志強
（左二）表示，在與中藥打交道三十多年來，他
認為如今中醫在全球的市場非常廣闊，而且中醫
是 「真槍真刀」，在治療方面有一定的效果，確
確實實解決了一些疾病的痛苦，所以西方國家對
中醫的認可度還是比較高的。申志強表示，一定
要保持中醫文化的傳統本色，保持良好的原材料
品質和積極創新研發，這樣才能使中醫葯產品更
好地進入海外市場，走向國際。

全國保健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專家委員會主
任、原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李大寧（左三）
表示，中醫葯的發展，要依託三個力量，一是國
家的經濟的發展；二是在國內奠定良好的中醫藥
發展基礎；三是如何更好地來對接國際。同時我
們要關注如何讓海外更好地去了解、去接受中醫
藥文化，以及如何向國外普及中醫藥文化理念，
例如中醫藥的特色、中醫健康理念等，以多層
次、多色彩、多元化的方式來進行中醫藥文化宣
傳。李大寧還提到，如何有效宣傳中醫葯產品，
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藥材的質量，要打好葯農基
礎，這樣才能利用集體的力量來有效供給，同時
找好對接口，建立好平台，這樣才能讓中醫葯產
品更好地走出去。

沙龍對話 中醫藥世界影響力與日俱增

江西省樟樹市副市長朱風英介紹樟樹市位於江西省中
部，因樹得名，因葯揚名。樟樹市是江西省第一個獲批設
立的省級中醫藥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全市有中醫藥文化
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2項、省級非遺保護項目2項、市級非
遺保護項目8項，一套完備的中醫藥文化領域非遺名錄體
系已經構建。

樟樹市有全國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特色最明的中醫藥
主題博物館；有集診療、養生、展示、旅遊、銷售、研
發、品牌 「七位一體」的樟幫中醫藥一條街，全國名中醫
在此把脈問診，現已成為全國群眾看中醫的首選地，這是
對中醫藥文化的傳承創新路徑、中醫葯康養優質服務模式
的一次深度探索。它們與閣皂山、岐黃小鎮、仁和葯都園
等地互為肌理、彼此呼應，一同構成了樟樹中醫藥文化的
「傳承高地」。未來，樟樹市將以 「中國葯都·康養福地」

的戰略定位，創新 「中醫葯+康養+文旅」融合發展模式，
推動中醫藥文化活起來、熱起來。

甘肅省渭源縣縣委常委、副縣長劉鋒說，渭源縣 「因元
古村而知名，因葯薯飄香而有名」，作為 「千年葯鄉」，
渭源縣立足中醫葯產業創新升級，全力打造藥材基地。

「千年葯鄉」渭源縣擁有獨特的道地藥材，持續提升
葯材加工能力，不斷完善市場體系。還與蘭州大學、浙
江中醫藥大學等科研機構開展合作交流，在優質種子種
苗的選育、新品種試驗示範推廣和產品研發轉化方面開
展技術合作，建立健全道地、優勢主產中藥材質量安全
標準和質量體系，不斷加強自身優勢。期待未來能在粵
港澳大灣區達成更多樣、更創新的合作，共同推動中醫
葯產業的發展。

湖北省蘄春縣副縣長宋波說， 「世界艾草看中國，中國
艾草看蘄春」。蘄艾歷史悠久，被譽為 「艾草之王」，蘄
艾的種植面積已超過 20 萬畝，成為蘄春縣的特色產業之
一。蘄春縣大力推行蘄艾的有機化、規模化、標準化種
植，推廣蘄艾種植的 「五改兩促」方式，提高優質種苗的
供應能力。

蘄春縣還積極推動道地葯材產業與其他產業的創新融合
發展，不斷延伸產業鏈條，提高道地葯材的附加值。蘄春
縣將蘄艾產業與旅遊產業相結合，打造了一批以蘄艾為主
題的旅遊景區和旅遊產品。希望未來能與粵港大灣區建立
合作，共同為中醫葯產業注入新活力。

黑龍江濟仁葯業有限公司研發中心研發總監韓冰介
紹，濟仁葯業自 1996 年成立以來，始終專注於中成藥的

研發、生產與銷售，覆蓋多個疾病治療領域。現已擁有
五條國際先進自動化生產線、兩大生產基地、五種藥品
劑型、五十餘個批准文號、三個自主知識產權品種、兩
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同時，擁有 「濟仁」 「濟仁寶
寶」 「夢爾康」 「古活喜」等知名商標，先後榮獲國家
級高新技術企業、首屆全國民營科技創新先進單位、 黑
龍江省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黑龍江省創新型中小企業等
多項殊榮。

未來，濟仁葯業期待能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各位同仁們開
展更加緊密的合作，通過資源整合與協同創新，共同
搶抓國家中醫葯振興的戰略機遇，推動中醫藥事
業的傳承與創新，實現共贏發展。

廣東新寶堂製藥有限公司銷售部總
監譚麗儀介紹，作為廣東省龍頭企
業，新寶堂致力推動新會陳皮炮製技
藝標準化、系統化。新寶堂陳皮酵素
整體技術經廣東省南方食品醫藥行業
評估中心評估達到國內領先水平。新
寶堂 「一種增強免疫力新會陳皮酵素
飲料的製備方法」已獲得國家知識產
權局授權發明專利。

2023年，依託國家支持澳門和橫琴
發展中醫藥的政策以及粵港澳大灣
區江門和澳門經貿合作政策，
新寶堂藉助 「廣東省非
物質文化遺產生產
性保護示範基
地」與 「廣東
省非遺物質文
化 遺 產 工 作
站」等非遺平
台，傳承與推
廣 「中藥炮製
技藝（新會陳
皮 炮 製 技
藝）」，積極
開發新會陳皮中醫
藥全球市場，推動新會
陳皮道地葯材向中藥現代化
產業發展。

道地藥材 支撐中醫葯產業創新發展

澳門中醫藥學會會長石崇榮表示，中醫葯是澳
門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重要產業之一。澳
門發達的服務業使得其在中醫健康管理等領域產
業發展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澳門製造的中成藥
或者經典名方葯將來可以有條件進入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或者葡語國家和地區，有利於促進澳門中
成藥品牌培育，激發各地在澳中藥創新研發活
力，並帶動澳門及內地產業鏈的推進和發展，有
利於支援澳門中成藥企業開拓發展內地市場，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中藥產業發展和融合，以及發揮
大健康產業優勢。

廣東省中藥協會中醫藥文化專委會主任委員、深
圳市中醫院製劑中心教授劉紀青談及嶺南中醫藥文
化的傳承創新時表示，要堅定文化自信，進一步弘
揚嶺南中醫藥文化，系統推進廣東省中醫藥文化發
展，推動廣東中醫藥 「大醫精誠」理念、 「精誠文
化」品牌深入人心；加強中醫藥傳播能力建設，加
大中醫藥文化傳播與普及力度，形成濃厚中醫藥文
化氛圍；通過健康諮詢、中醫葯健康文化知識展覽
展示等多種方式，推廣中醫藥的理念、知識、方法
和產品；加強 「粵八味」本草考證、質量溯源的研
究，拓寬中藥行業的全產業鏈；加強與香港、澳門
以及全國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擦亮嶺南中醫藥
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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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渭源縣副縣長劉鋒推甘肅省渭源縣副縣長劉鋒推
介渭源縣中醫藥產業發展介渭源縣中醫藥產業發展

◀湖北省
蘄春縣副縣長宋波分

享蘄春獨特的中醫藥產業發展

▼黑龍江濟仁藥業
有限公司研發中心研

發總監韓冰分享企
業發展歷程

▼廣東新寶堂製藥有
限公司銷售部總監譚麗

儀分享新寶堂企
業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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