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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通化，药香氤氲。一场盛会，“传承”与“创新”融

合，“开放”与“共享”蓄能。

扛起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药乡”担当，11月25日至26

日，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通化召开。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药行业管理、科

研、医疗、教育、文化及产业机构等方面代表共聚通化，围绕

“中医药科学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共商中医药发展

大计，共谋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业。

依托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这一平台，“中国医

药城”“中国中药之乡”通化以药为媒、共话发展，奋力谱写

“中国医药城”建设的全新篇章。

勇立潮头——

携手共绘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博大智慧。

由农工党中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中医科学大

会是我国中医药行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

大会，自2014年首届中医科学大会在北京举办后，历经八

载，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峰会、中医药科学领域的

顶级学术论坛。

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以及中医药高速发展的新形势

新任务，本届在通化召开的中医科学大会更名为中医药发

展与科学大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传承和创新，为“健康中

国”助力前行。

共谋中医药科学发展良策，共绘中医药中国式现代化

新蓝图，此次大会既是一场立足中医药前沿趋势、把脉产业

发展方向的盛会，也是一场促进合作交流的高端学术盛宴。

会上，15位院士、国医大师、专家围绕中医药发展国家

战略主题、中医药创新与发展主题、探索人参等中医药多元

价值主题，分别作了学术报告，解读国家战略、分享前沿资

讯，碰撞思想火花、共话产业未来，引发与会人员对于中医

药现代化更深层面的思考。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原副所长边宝林表示，第

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落户通化并首次在东北地区召

开，对更好地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动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中

医事业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机会。通化是中医药生产企

业和中药材原料大市，中医药全产业链中的每一个产业链，

包括种子种苗、饮片的生产与炮制、中成药的生产等，都需

要进行高质量研究与生产。”边宝林说。

这是一次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大会，为今后中医药产

业发展绘就了蓝图。

这是一次思想碰撞、集思广益的大会，探索着中医药现

代化高质量发展方向。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晓波认为：

“通化蕴藏了大量的人参资源，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方

面，要把种子种苗做好、把林下参做大做强、把林下人参的

质量标准体系建立好，做好人参的临床价值的评价。在政

府的引导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商业为纽带，

加快加强人参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来参会，就是来‘取经’。”参会企业直呼这场最高规格

的中医药领域大会，让人受益匪浅。

“会议期间，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科学专家以

及同行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对中医药发展与科学提高

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受益颇丰。”东方红西洋

参药业（通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文科说，公司作为

中医药产业中的一员，将借这次大会的东风躬身前行，为通

化地方经济发展、为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原参益品（上海）生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冯青松表

示，与会的领导、院士、专家为中医药科学发展与中国式现

代化指明了方向，绘就了蓝图，规划了路径，让企业发展充

满信心。“我们专注于以林下参为主要原料的精细加工产

品，和通化长龙药业建立了两年的合作关系，之后计划在通

化打造生产基地，延伸产品线。”

乘势而上——

“高端智库”赋能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初冬迎瑞雪，奋进通化喜事连连。

在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召开期间，通化成立

人参产业专家委员会，打造专家建言资政平台智库，推动人

参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化人参产业专家委员会由具有人参种植与生产、技

术与应用、科研与商贸等方面较高技术、理论水平或丰富实

践经验的90位业内领军人物、顶级专家组成，分为人参种

植专业组、加工生产专业组、化学和药理专业组、临床医学

专业组、人参标准化专业组、溯源检验及感官鉴定专业组、

人参文化专业组。

作为通化人参产业的最高“智库”，专家委员会将有效

助推通化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脉搏，更加高效地破解产业

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在通化人参产业发展的重大决策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这次大会，听到了各位专家对人参的关心和关

爱。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必将对通化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

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实现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益盛药业

董事长张益胜说。

人参作为“百草之王”，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日益受到

推崇，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通化是人参文化的发源地和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人

参产业是通化最具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现已形

成集种植、加工、流通、销售、科研、品牌、文化“七位一体”

的人参产业新格局。

近年来，通化在全国率先调整优化人参种植结构，大力

推广科学配套技术，全面推进人参标准化种植，打造区域特

色产业，人参栽培技术、人参质量、种植规模、产量一直位于

全省前列。目前，累计创建“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基地91

个，居全省第一位。

吉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李伟表示，通化成立

人参产业专家委员会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专家委员会

将在繁育、种植、行业标准制定、人参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给

予通化助力。“很高兴能为通化人参产业发展助力赋能。专

家委员会的成立，就是要把通化人参产业打造成千亿级产

业。之后我们会定期开一些会议，研判新政策，为通化人参

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胡秀玲是专家委员会人参种植专业组成员。在她看

来，林下参的溯源和认证是推动人参产业走向规模化、标准

化、现代化的第一步。“做好溯源可以提升通化人参乃至全

国人参的品质和价格，对人参产业的后续产品研发起到助

推作用，提高林下参‘百草之王’的价值。”

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将政府、学界、企业联合起来，凝聚

共识、促进交流、拓宽合作，进一步激发了通化人参产业发

展潜力，引领通化人参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让“中国

人参之乡”的名片更加闪亮。

“这么多的专家、院士、学者为通化人参产业问诊把脉，

一定会推动通化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通化市人参协会常

务副会长吕绍峰坚定地说。

传承创新——

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活力澎湃

传承创新发展，是本次大会的最强“引擎”。

大会在通化成功举办，不仅对更好弘扬中医药文化，推

动我省乃至东北地区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全方位展示通化中医药产业基础优

势与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和促进通化中医药领域交流合

作、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为通化建强基础、建立优势、建好

品牌，加快振兴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医药城”和“中国中药之乡”“中国

人参之乡”，通化中医药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优势明显、自然

资源丰富，是我省“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重点

建设的“千亿级制造核心”。

谋求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带着创新基因的通化

中医药产业守正创新，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不断增强

中医药领域发展优势。

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通化市围绕

创新品种、实施项目、培育集群等方面，持续释放新动能。

创新医药健康品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势能，通

化市持续培育医药健康新品种增量，指导全市7户医药企

业开展14个古代经典名方研制开发项目；推动20个在研配

方颗粒项目有序进行；海恩达“暖宫止痛穴位贴”列入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华夏药业“苦碟子注射液”等6个品种入选

全国首批100个疗效独特中药品种。提升现有优势品种存

量，8户中药种植、加工企业获批省级道地中药材科技示范

基地；依托张伯礼院士工作站开展中药独家品种遴选与评

价，19户企业的59个中药独家品种进入审评阶段。

实施医药产业项目，市科技局启动“百项医药科技创新

计划”，围绕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中药新药创制、道地药材

健康产品创新研发等方面实施各类医药健康领域项目98

项。指导海昆肾喜胶囊、振源胶囊等 51项中药大品种工

艺、技术提质升级，提高优质品种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

力。

培育医药企业集群，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程，全市

有效期内的医药健康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达45户，其

中中药生产企业 34户；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已发展到 24

户，其中中药生产加工企业14户。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全市建有省级以上科创中心、重点

实验室、科技企业孵化器、中试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 33

个。中国工程院张伯礼院士在通化建设全省首家院士工作

站。全国医药健康技术转移服务云平台投入使用。吉林大

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8家高校在通化建立技术转移分中

心。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大脑投入试运营，科技创新平台

综合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发展，先后与吉林大学、沈阳药科大

学等国内知名医药高校院所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建立

高层互访、科技巡诊、互派干部挂职和人才培养等校企合作

工作机制，推动20多家医药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开展校企联合技术攻关项目近百项，促成“中药大品

种清肺抑火片技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壮骨伸筋胶囊生产

工艺改进变更研究”等近40余项中药领域科技成果在通化

落地转化。

多途径引进、培育人才，为医药领域科技创新加“智

囊”，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陈凯先等24位医药领域

权威专家组建“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高端智库”，全方位推

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驱动发展。26位省级“科创专员”进

驻医药类企业，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培

养。连续开展5年“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重大科技项目

研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推荐评选工作，累计支持高层次引

进人才31名、重大科技项目研发人才团队38个。

如今，随着创新第一动力加速推进，通化中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能级跃升，品牌提升，信心倍增。

乘着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的东风，通化正带

着满满的收获，奔赴中医药科学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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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上，15位院士、国医大师、专家围绕中医药发展国家战略主题、
中医药创新与发展主题、探索人参等中医药多元价值主题，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参会嘉宾认真听取学术报告。

会场外，通化人参产品备受青睐。

鸟瞰通化。（资料图片）

11月25日，第九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通化启幕。图为大会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