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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楚卫通〔2018〕7 号 
 
 
 

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2017 年工作总结和 

2018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州级各成员单位： 

现将《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2017年工

作总结和 2018年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

（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代章） 

2018年 2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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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工作总结 

    2017年，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工作在

州委州政府、省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围绕创建目标，按照《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设标准》及《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评审细则》，以“加强基层组织领导和管理、制定完善中

医药彝医药发展政策措施、健全完善中医药彝医药服务网络、加

强中医药彝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中医药彝医药医疗服务能

力、强化预防保健服务能力、改善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感受、提高

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满意和知晓率”等方面为主要内容，压实工作

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创建工作实现了“八个强化”，取得了“八

个更加”成效。  

（一）强化领导，确保创建工作更加扎实有效。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将创建

工作列入州、县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卫计事业发展规划，年度

工作目标，并认真组织实施。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州政府成立了“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州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州政府领导担任，成

员由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组成，各县市人民

政府也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高位

推动创建工作。三是三是三是三是根据州政府办出台的《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先进州五年规划（2016—2020年）》（楚政办通〔2016〕

59 号）；州卫计委、人社局、财政局等六部门印发了《楚雄州创

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州实施方案》（楚卫通〔2016〕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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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卫计委印发了《关于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的通

知》（楚卫通〔2016〕5 号）、《楚雄州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 2016年工作计划》（楚卫通〔2016〕67 号）、及《楚雄

州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位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

作计划》（楚卫通〔201〕21 号）系列文件，工作做到有计划、

有方案、有步骤、有措施、有人抓、有人管、有落实，确保有序

推进创建工作。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州人大、州政协关心重视支持创建工作和中

彝医药工作。州人大牵头、调研起草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彝医药条例》；2017年 8 月，州政协组织学习考察组到内蒙、新

疆学习考察蒙维医药，形成考察报告，州委杨斌书记作了考察批

示，充分肯定了考察成果，并对彝医药发展提出要求。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加大

投入并列入政府目标责任书进行考核。六是六是六是六是创建工作与“十三五”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基层中彝医药

工作。七是七是七是七是认真落实 3 月 24-25日、7 月 28—29日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国强、副局长马建中到我州南华县、云南省彝医医院、云

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楚雄州中医医院等单位调研时的指示精

神。八是八是八是八是开展创建工作自评自查，及时查缺补漏，切实做好持续

改进工作，同时做好国家、省迎审工作。牟定县、南华县、姚安

县、永仁县接受了国家级评审。 

（（（（二二二二））））强化政策引领强化政策引领强化政策引领强化政策引领，，，，中医药彝医药发展政策措施更加完善中医药彝医药发展政策措施更加完善中医药彝医药发展政策措施更加完善中医药彝医药发展政策措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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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州委、州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促进中彝医药事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将符合条件的中彝药（含中彝药饮片、成药、制

剂）和针灸、推拿等非药物诊疗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三

张网”。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卫生机构中药饮片暂不执行

“零差率”销售。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

中医在基层开设中彝医诊所或个体行医。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建立资金支持长效

政策，州人民政府从2015年开始每年预算安排50万元资金作为中

医药彝医药工作经费。五是五是五是五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

通过了州人代会审议，呈报省人大批准后将于2018年4月15日发

布实施，将成为全国第一部彝医药条例。 

    （（（（三三三三））））强化基础建设强化基础建设强化基础建设强化基础建设，，，，中医药彝医药服务网络更加健全中医药彝医药服务网络更加健全中医药彝医药服务网络更加健全中医药彝医药服务网络更加健全。。。。一一一一

是是是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楚雄州人民医院南路院区综合楼

建设、牟定县人民医院、楚雄市中医院、大姚县中医院、元谋县

中医院、禄丰县中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卫生补短板项目。二是二是二是二是

巩固提升 “双百九五”工程和启动“一馆三中心一科一室建设”。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楚雄州人民医院、牟定、永仁、姚安、南华 4 个县创建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通过了国家评审；牟定、永仁、姚安、南

华 4 个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通过了国家评审；楚雄

州中医院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通过省民委考评，正准

备迎接国家验收。四四四四是未设有公立中医院的大姚县中医院 2016

年已立项建设，双柏县、武定县中医院正积极争取立项建设，“十



 

 
- 5 - 

三五”期间十县市均有公立中医院。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全州 114个乡镇卫生院、

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4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00 %均设有中

彝医馆并能提供中彝医药服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能够规范开展 8 类以上中彝医药适宜技术；1101个村卫生室中

1053个均提供中彝医药服务占 95.64%，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

生室能够规范开展 6 类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 

（（（（四四四四））））强化队伍培养强化队伍培养强化队伍培养强化队伍培养，，，，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水平更加提升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水平更加提升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水平更加提升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水平更加提升。。。。一一一一

是是是是强化人才培养。对人才培养建立考核奖惩机制，积极鼓励参加

学历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提高理论水平和服务能力。二是二是二是二是认真

做好传承工作。实施中彝医师带徒教育 6 期带徒 14名。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开

展“名院、名科、名医”评选活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目前我州

有云岭名医 1 名、云南省名中医 2 名、云南省荣誉名中医 1 名、

云南省基层名中医 6 名。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把云南省彝医医院和各县市彝医医

院作为中医药彝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推广基地，为县市、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免费提供中医药彝医临床带教进修、实习、培训，

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至少有 2 名中医药彝医药服

务的医务人员，90%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85%村卫生室至少有 1 名

中医药彝医药服务的医务人员。五是五是五是五是组织了全州 2225名医疗人

员参加彝族医药知识培训，完成传统中医药人员师承出师考核等

相关考核认定工作，组织完成了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全科医

生转岗培训、骨干医师培训、能西会中等培训。六是是是是积极参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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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省中管局牵头组织的彝族医药教材编写工作，组建了彝

医学本科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确定了彝医学本科教材编写框架

与目录，目前我州已编写出版了《彝医基础理论》、《彝医治疗

技术》等 5 本培训教材。通过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州、县、乡、

村医疗机构中医药彝医药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服务领域明显拓

展。 

   （（（（五五五五））））强化能力建设强化能力建设强化能力建设强化能力建设，，，，中医药彝医药医疗服务能力更加增强中医药彝医药医疗服务能力更加增强中医药彝医药医疗服务能力更加增强中医药彝医药医疗服务能力更加增强。。。。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巩固提升等级中医院评审成果。州中医院通过了三级甲等中

医院的复审；5家县市公立中医院通过了二级甲等中医院的复审，

1 家公立中医院、2 家民营中医院通过了二级乙等中医院的复审。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加大学科建设投入。从 2012以来，财政投入 50万元实施了

2 个国家重点专病建设、660万元 16个省级重点专科专病建设、

400万元 5 个县中医特色专科及急诊急救能力建设、130万元 19

个州级重点专科专病建设（其中彝医专科 11个）、210万元 7 个

县彝医医院信息化建设、970 万元 79 个卫生院中医科中药房建

设、218万元 780个村卫生室中彝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能力建设。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量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总

量比例达到 32.4%，。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加强基层基础服务能力建设。采取进

修、轮训、带教等方式在基层推广彝医水膏药疗法、彝医排毒疗

法、彝医封包疗法、中医针灸、推拿、熏蒸、艾灸、热敷、手法

复位、小夹板固定等 10 余种中彝医适宜技术，社区卫生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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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乡镇卫生院能够用中医药彝医药提供康复治疗。五是五是五是五是推进“医

共体”建设。楚雄州中医医院与牟定县中医医院共建“医共体”，

于 2017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运行，成效明显。 

（（（（六六六六））））强化公卫服务强化公卫服务强化公卫服务强化公卫服务，，，，预防保健服务项目推进更加扎实预防保健服务项目推进更加扎实预防保健服务项目推进更加扎实预防保健服务项目推进更加扎实。。。。一一一一

是是是是全州 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达 70.04%，0-36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达 91.13%，超额完成省级下达指标。

二是是是是积极推进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把中医药彝医药

服务纳入预防保健服务内容提供服务。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积极开展中医药彝医

药健康教育服务。在基层医疗机构中有健康教育处方、视频有健

康教育知识、墙上有健康教育画。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做好彝医药治疗艾滋病试

点项目工作，累计治疗艾滋病 251例。云南省科技厅对彝族药“化

毒灵胶囊”治疗艾滋病感染期临床研究课题进行成果评定，评定

委员会认为该课题研究在彝医药治疗艾滋病方面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七）强化科技创新，彝州特色更加突出。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组织推广新

业务、新技能、新知识。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争取在高等学校设置彝医药专业，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在楚雄医专开设了彝族医药教学课程。三三三三

是是是是强化科研创新，强力推进科研工作及成果转化应用。目前，建

成了楚雄州彝族医药研究所、老拨云堂彝药研发中心、楚雄医专

彝药研发中心和第一个中国彝族医药馆；2017年 2 月 9 日，全

国首家彝医药院士工作站—侯惠民院士工作站在云南省彝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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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楚雄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挂牌成立；2017

年 9 月 15日云南现代民族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楚雄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签署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建设及产学研深

度合作的协议，鲁元学博士工作站在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挂牌

成立；2017年 12月 7 日，朱兆云专家科技服务站启动，在州中

医院挂牌共建。四是四是四是四是着力推进院内制剂在中彝医集团内调剂使

用，助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 

（八）强化传承发展，中医药彝医药服务满意率知晓率更加

提高。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彝族医药知识，在中医机构建

筑风格、办院理念、院歌院训、医院管理、庭院绿化等方面充分

体现中彝医药特色。二是二是二是二是楚雄州中医医院等五家中医医院被授予

云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南华县中医医院积极申报国家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积极开展中彝医药“六进“活动，

医疗机构、全州中小学幼儿学校庭院绿化、栽培盆景鼓励以中彝

药植物为主，并标明药物名称（含中文名、彝文名、拉丁文名、

英文名）、主治、功效及二维码，开展中彝医药知识进校园讲座

等方式，对中彝医药知识进一步广泛宣传，全州人民群众对中彝

医药知识知晓率极大提高。 

   二、2018年工作计划   

（一）强化“四巩固三创建”，健全完善中彝医药服务网络。 

1. 进一步强化“四巩固”工作：巩固巩固巩固巩固全州统一的州县市村 “一



 

 
- 9 - 

馆三中心一科一室建设”和“双百九五”工程成果，满足人民群众

中彝医药服务需求。巩固巩固巩固巩固提升楚雄州中医院三级甲等中医院和牟

定县、南华县、姚安县、永仁县、元谋县二级甲等中医院创建成

果。巩固巩固巩固巩固提升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永仁县、元谋县创建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成果。巩固巩固巩固巩固提升楚雄州人民医

院、牟定县、大姚县、武定县人民医院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

示范单位建设创建成果。 

2. 着力抓好“三创建”工作。着力抓好着力抓好着力抓好着力抓好楚雄市、大姚、武定、

禄丰县中医院二级甲等中医院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创建工作。着力抓好着力抓好着力抓好着力抓好楚雄市、大姚、

武定、禄丰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同时抓好抓好抓好抓好

元谋县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的国家复审工作复审工作复审工作复审工作。着力抓好着力抓好着力抓好着力抓好南华县、

禄丰县人民医院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创建工作。 

州人民医院，牟定县、大姚县、武定县人民医院继续做好全

国中医药服务示范单位建设持续巩固工作；其余县市人民医院、

妇幼保健院按照全国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药服务示范单位

建设评估细则（2016年版），逐条开展自检自查并于 7 月初上报

申请和相关材料。 

（二）增强中彝医药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服务能力。 

1.加强人才培养。一是一是一是一是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

多形式多渠道培养中彝医药人才，保证中彝医医师达到本机构医

师比例的 20%以上，并且有一名中职以上中彝医医师。二是二是二是二是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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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推广南华基层人才培养“1155”工程经验，

保证每个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都有能够提供中彝医药服

务的医生。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组织开展中彝医药名院、名科、名医的评选和认

定，扩大中彝族医药影响。 

2.加强国家、省、州级重点中彝医药专科专病建设。充分发

挥中彝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中彝医药特色专科建设，推进中彝医

重点（特色）专科建设和医院信息化建设，树立医院特色优势品

牌，做到中彝医医疗机构形成院有专科、科有专病、病有专药、

独俱彝州特色的中彝医药服务格局。 

3.加强中彝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应用。推进“1155”工程中彝医

药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中彝医馆能够提供 12类以上中彝医药及适宜技术服务；100%

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95%以上的村卫生室设能够提供 6 类以上

中彝医药及适宜技术服务。基层中彝医预防保健服务方面：开展

老年人和儿童等人群的中医药健康管理，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国

家要求。孕产妇、高血压及Ⅱ型糖尿病患者等人群的健康管理中

至少选择 1 项开展中彝医药健康管理试点工作。 

4.加强紧密型县乡村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根据《楚雄州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乡村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试点实施意

见（试行）的通知》（楚政办通〔2014〕30号）、《楚雄州卫生局

关于印发<楚雄州县乡村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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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楚卫通〔2015〕45号)文件精神，按照“八不变”的原则

和“八统一”的内容开展紧密型县乡村医疗服务一体化管理工作，

有效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同时，结合《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楚雄州分级诊疗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楚政办通〔2015〕

38 号）的要求开展好分级诊疗工作，稳步推进州县乡村医疗服

务一体化管理工作，形成互相结合、互相推动，共同推进的格局。 

5.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配齐满足业务开展需求的中彝医

诊疗设备设施。重点配备开展彝医针灸疗法、彝医水膏药疗法、

彝药灸疗法、彝医酒火疗法、彝药水罐、推拿、刮痧、拔罐、敷

熨、熏洗、彝药灌洗肠、彝医蛋滚疗法、电疗等中彝医适宜技术

的设备设施。 

（三）落实中彝医药服务政策措施。将中彝医药工作纳入州、

县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和政府年度工作

目标，制定中彝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出台扶持和促进中彝医药事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贯彻落实财政补助政策，中彝医

药事业费占州、县政府卫生投入 10%以上或占州、县政府卫生投

入 8%以上且年均增长比例高于卫生事业费的增长比例，保证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彝医药服务所需经费的投入，按规定标

准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用于中彝医药预防保健工作。严

格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严格中药饮片、中成药的使用管理。  

（四）着力营造中彝医药发展氛围，打响彝族医药品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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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州新建设的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医院在设

置、布局流程、装饰装修、院内外中彝草药种植和绿化、设备设

施配备、诊疗技术服务等方面都必须融入中彝医药文化元素，体

现彝族文化。 

2.全州卫生计生系统各单位在院内种植的植物属于中彝药，

根据各自特点，形成一县一品。  

3. 继续实施好中彝药“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

进乡村、进家庭”六进工程。结合彝州民族特点以及“健康楚雄”

建设要求，以“中彝医药知识进校园”活动为切入点，加大中彝医

药知识宣传，在“六进工程”上有新突破、有新发展、新成效，提

高中彝医药的知晓率普及率。 

4. 加大中彝医药宣传力度，特别是楚雄州卫计系统举办的

各种媒体要加大对中彝医药的宣传，每期刊物均有中彝医药知识

内容，提高彝族医药的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