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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汶政办字〔2024〕1号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示范县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

单位：

《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实施方案》已经县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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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实 施 方 案

为切实做好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创建工作，推进全县

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

需求，根据《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管理办法和建设

标准》（国中医药医政发〔2022〕1号）、《2022—2024年创建

周期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创建评审工作方案》（国

中医药办医政发〔2022〕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大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的

相关要求，不断优化中医药发展环境，全面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

着力构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健康需求相适应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全县中医药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推动我县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二、总体目标

按照《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建设标准》，结合

我县实际，积极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创建活动，完成

创建工作目标任务，确保顺利通过国家、省中医药管理局评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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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任务及职责分工

（一）组织管理

1．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

作的重要论述、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

药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充分发挥党委在中医药工作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将中医药工作纳

入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政府议事日程。（责任单位：

县政府办公室、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卫生健康局）

2．县委、县政府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协调解决我县中医药

发展的相关事宜，统筹推进我县中医药事业发展。（责任单位：

县卫生健康局）

3．完善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的创建方案，要组

织健全，成员单位分工明确、职责落实。基层中医药工作年度有

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有总结。（责任单位：县卫生

健康局）

4．畅通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建议和投诉平台，认真

核实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群众对中医药服务满意率≥90%。（责

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二）促进发展

5．县委、县政府牵头，中医药管理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做

好中医药发展规划、标准制定、质量管理等工作，将我县基层中

医药服务打造成网络健全、设施设备完善、人员配备合理、管理

规范、中医药防治康养融合发展的完整体系。主管领导熟悉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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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组织开展并协调各相关部门落实基层中

医药工作。加强中医药主管部门履职能力建设，合理配置中医药

管理人员力量。（责任单位：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局）

6．制定支持引进和培养中医药中、高端人才的政策。执行

放宽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条件的有关政策。建立高

年资中医师带徒制度，与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挂钩。完善公立

中医医疗机构和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酬制度。鼓励退休中医

医师到基层服务和多地点执业。鼓励中医药技术人员到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责任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

卫生健康局）

7．提高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中医药财政专项，保障全县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建立持续稳定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入机制，保

证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增长比例逐年提高，并高于卫生事业经费

增长比例。建立基层中医药工作投入机制。（责任单位：县财政

局、县卫生健康局）

8．加大中医药宣传推广力度，将《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

素养》《健康教育中医药基本内容》和中医药科普知识作为健康

教育重要内容加以推广。加大新闻媒体对中医药宣传力度，加强

和规范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传播，营造城乡居民知中医、信中医、

用中医、爱中医的社会氛围。（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融媒

体中心、县卫生健康局）

9．加大对中医药发展投资力度，保障中医医疗机构的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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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政府投入，改善县级中医医院办院条件，扩大优质服务供

给。切实保障县中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科室建设的投入

责任落实，促进基层机构“中医馆”的建设。积极开展对县域内村

卫生室的建设及设施设备的投入。（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县卫生健康局）

10．根据我县医疗服务规划，保障中医诊疗中心和公立中医

医疗机构用地的规划、审批。（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11．将中医药科技发展纳入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支持

促进中医药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科研规划。积极组织申报市级

及以上中医药科研项目，组织中医药科研项目，促进我县中医药

科技发展。建立科技主管部门与中医药主管部门协同联动的管理

机制。（责任单位：县科学技术局、县卫生健康局）

12．贯彻落实中医药医疗保障相关政策。根据基层医疗机构

需求，将我县具有显著疗效和成本优势的中医药服务项目，向市

和省医保部门上报申请批准。定期调研，将体现具有中医药临床

价值的服务项目，向有关部门提出价格调整的合理化建议。（责

任单位：县医疗保障局）

13．推进中医药科普教育，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内容和活动

形式，组织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工作。把中医药文化纳入中华传统

文化课程。促进青少年了解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促进身心健康。

（责任单位：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局）

14．支持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改善各级机构信息化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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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中医药信息建设，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信息规

范化进程。（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15．支持县域院内中药制剂发展，制定推广使用标准，并进

行质量监管。支持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开展自采、自种、

自用中药材，并制定相关标准进行规范的质量管理。（责任单位：

县卫生健康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工业和信

息化局）

16．组织开展中医药文化旅游活动，促进县域中医药专业机

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等与中医药文化

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责任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卫生健康局）

17．加强中药保护和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

开展中药材基地建设，生态化、规范化种植与当地相适应的中药

材，深入实施中药材产业乡村振兴行动。把中医药事业、产业发

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卫

生健康局）

18．组织各乡镇（街道）、村及社区开展传统健身活动。大

力普及和推广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方法。（责任单位：县

教育和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局，各乡镇、街道）

19．坚持中西医并重，组织落实各项中医药工作。制定全县

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落实中医药相关政策，逐步实现基层中

医药服务机构建设、人员配备、服务能力提升等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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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体系

20．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县中医院

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县中医院成立治未病科和康复科，设

置感染性疾病科，配置相关设施设备，开展相应工作。（责任单

位：县卫生健康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1．扶持有中医药特点和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县人民医院、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等非中医类医疗机构设置的中医药

科室要进行标准化建设，提升其中医临床科室、中药房、煎药室

等设施设备配置。（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22．县中医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成立基层中医药指导科室，

设置专人负责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医药业务指导、人员培

训等。（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23．县中医院牵头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医联体建设中

充分发挥中医药辐射作用，在推动医联体建设中，力争覆盖人口

不低于 30%。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所纳入到医联体建设。（责任

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2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100%规范设置中医科、

中药房，配备中医诊疗设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100%设置中医馆，加强服务内涵建设，接入中医健康信息平台。

设立康复科室，为居民提供中医药康复服务。鼓励在基层设置中

医专科。鼓励提供特色中药剂型服务。（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25．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 100%具备提供中医药服务

的场所和设施设备。推进“中医阁”建设，至少有 10%的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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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设置“中医阁”。（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26．加强中医类医疗机构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化建设。

县中医院电子病历达 4级水平。实现县中医院牵头的医联体内信

息互通共享。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及时

准确上报相关信息及统计数据。（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四）人才队伍建设

27．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数、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每千常

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医护比、中

医药人员占比等指标符合卫生规划要求。达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

0.6-0.8名合格的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责任单位：县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局）

28．县中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站以及有条件的村卫生室合理配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县中医院中医类别医师占本机构医师总数的比例达 60%以上；

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医类别医师占本机构医师

总数的比例达 25%以上；100%社区卫生服务站至少配备 1名中医

类别医师或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临床类别医师；100%村卫生室

至少配备 1名中医类别医师或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乡村医生或

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29．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继续教育和师承教育，

加强全县基层医务人员（含乡村医生）的中医药基本知识和技能

培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含乡村医生）中医药适宜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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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0．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人员的西学中培训。县中医

院建立西学中培训基地；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非中医类别医师

参加西学中培训；组织乡村医生定期参加中医药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及适宜技术等培训，达到全覆盖。（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五）中医药服务

31．县中医院提供中医药综合服务。完善中医特色专科和临

床、医技科室的服务功能，提高中医优势病种的诊疗能力和综合

服务能力。成立县域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有场地、有师资、

有设施设备、有推广方案、有工作制度、有考核监督等。（责任

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拓展中医药服务范围，

推进中医专科发展。中医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比例达 35%以

上。（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3．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中医药服务能力。100%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能够按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开展 6类 10

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按

照中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开展 4类 6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责

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鼓励县中

医院专家融入家庭医生团队向居民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责任

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5．开展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推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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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管理项目在基层的落实。为老年人、孕产妇、儿童、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重点人

群和亚健康人群提供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年度中医药健康管理

目标人群达到国家要求。（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6．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积极参与本辖

区传染病的宣传、预防和治疗工作。（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7．在医养结合、社区康复、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服务中

融入中医药方法。鼓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康复科

室内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38．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推动基层

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扩大中医药科普内容的覆盖

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宣传中医药内容占比达 50%以上，

接受教育人次占比达 50%以上。（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六）监督考核

39．县卫生健康局（县中医药管理局）建立县中医院以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工作考核机制，并将中医药内容纳入

其年度工作考核目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

中医药内容分值占比不低于 15%。（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40．县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建立中医药监督管理科室，或有专

人负责县域内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监督管理工作，监督内容包括

上年度中医医疗秩序、中医医疗案件查办、发布虚假违法中医医

疗广告的医疗机构监管情况，落实中医药主管部门相关监督检查

要求。县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有专人负责中医药疾病预防工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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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内容纳入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中。（责

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41．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质量的评估和监管，对执行中医药

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合理用药、落实核心制度等进行监督检查，

督促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疗安全。

对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采、自种、自用、民间习用中草药加强

管理，规范服务行为。（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七）满意率和知晓率

42．城乡居民对县中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满

意率不低于 90%；城乡居民中医药知识知晓率不低于 90%，对县

中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不低于 85%，

县中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人员相关政策知晓率不低

于 85%。（责任单位：县卫生健康局）

四、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年 1月）

按照《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管理办法和建设标

准》（国中医药医政发〔2022〕1号）梳理指标条款，查找薄弱

环节，掌握全县中医药服务网络、人才队伍、医疗服务、保健服

务等基本情况，印发《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实

施方案》，部署创建工作。

（二）推进实施阶段（2024年 1月—3月）

1．各创建工作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层层落实创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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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创建工作。

2．定期召开创建专题会议，协调相关工作。对照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创建标准开展自查自评，及时查漏补缺。

3．加强各级各类创建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工作。

（三）评审验收阶段（2024年 4月—6月）

做好迎接国家和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评审验收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成立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示范县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创

建工作。各成员单位切实提高对创建国家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的认识，要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创建工作顺利推进。

（二）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各部门要强化沟通配合，形成

共同推进创建工作的合力。充分发挥促进中医药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领导小组等协调机制作用，

及时分析解决创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严格按照创建标准加大检

查监督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实。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中医药工

作的宣传力度，让国家、省、市有关中医药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推动形成中医药文化弘扬传承良好氛围，让中医药文化更好地惠

及民生。

附件：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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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汶上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乔 明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张 伟 县政府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徐 燕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成 员：李登军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局长

袁学敏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赵洪顺 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庞学良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崔兆刚 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马洪联 县科学技术局局长

陈洪国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县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

冯成利 县财政局局长

倪昌安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胡继广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徐晓军 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赵 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赵建生 县医疗保障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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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军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刘洪峰 县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韩陈香 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院长

魏 军 县中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王光常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健康局，徐燕兼任

办公室主任，刘洪峰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

县法院，县检察院。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