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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 《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

“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本报讯 （记者李 芮）1月11日，由中
国中医药报社推选的“2018年度中国中医
药新闻人物”揭晓，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屠呦呦当选。

屠呦呦：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
代表，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

人物简介：

屠呦呦，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中国
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当选理由：

改革先锋立潮头，青蒿一握济苍生。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屠呦
呦作为中医药行业唯一代表，入选改革开放
40年百名改革先锋，获颁改革先锋奖章。

屠呦呦，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闪耀在
改革开放历史长卷中的名字。她注定因为
在时代大潮中高扬中医药振兴发展风帆被
铭记，因为如灯塔般照亮万千科研工作者
前行之路被铭记，因为从疟疾病魔手中夺
回全球数百万生命被铭记。

她是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开启
人类抗疟新纪元的奠基人。她用毕生心血
诠释了一位改革先锋应有的作为与担当。
面对挑战，她不惧，以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
决心扛起了抗疟研究的重担；面对失败，她
不馁，在无数挑灯伏案的夜晚向古籍钩玄，
誓用经典驱动原创；面对成绩，她不骄，几十
载春秋潜心钻研，彰显对中医药事业的赤子
初心；唯有面对家人，她无言，奉献给“大家”
的一生注定为“小家”留下些许遗憾。

她开拓创新，成就斐然。青蒿一握，水
二升，浸渍数千年，她的创新研究让中医药
献给世界的礼物——青蒿素得以面世。她
是第一位站上诺贝尔领奖台的中国籍科学

家，她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她
让全世界领略中国女性、中国科学家与中医
人的风采。从青蒿素到双氢青蒿素，从抗疟
到红斑狼疮治疗，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

用青蒿素精神引领中医药科技创新发展。
她鼓励创新，提携后进。对于年轻的

科研工作者，她言传身教、殷殷嘱托，鼓励
年轻人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把中国的

优势、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
多做创造性贡献。她将自己的科学信仰化
为青蒿素研究道路上激励新生力量勇于创
新的不竭源泉。

她坚持创新，矢志不渝。因实验条件
简陋而中毒倒下的是她，率先申请以身试
药、只身前往疫区的还是她。纵使已经年
过八旬，她炯炯的双眼中仍饱含着对中医
药事业的一片赤忱。迎着“天时地利人和”
的大好机遇，这位耄耋老人愈发坚定，要承
担时代赋予的使命，用最尖端的现代科学
技术把青蒿素研究做“透”，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中西结合。

改革创新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
年轻一代手中。浩渺星空中，“屠呦呦星”
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行。

当选2018年度中国中医药新闻人物

本 报 讯
（ 记 者 方 宁
通讯员肖建喜
张秋霞）1月10

日 6 时 6 分，中
国共产党党员、
首届国医大师，
广州中医药大
学终身教授、博
士生导师邓铁

涛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104岁。
邓铁涛，曾用名邓锡才，1932 年就读于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38 年正式参加工
作。1962、1979年两次获“广东省名老中医”
称号。2005 年被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007年被评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2009年获评首届“国医大师”。

邓铁涛在80余年的医教研工作中，融古
贯今，积累了丰富临床诊疗经验，继承与创新
中医理论学说，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对我国中医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医大师邓铁涛逝世

年度中医药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由中
国中医药报社发起并主办，入选者为2018
年度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并
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公众人物（群体）。

活动自2004年以来已举办13届，评
选出邓铁涛（2003年度），朱清时、李连达
（2004年度），朱良春（2005年度），国医大
师群体、吴以岭（2009年度），刘维忠、王汤
药、闫希军（2010年度），屠呦呦、张伯礼
（2011年度），吕玉波、北京卫视《养生堂》
栏目组（2012年度），果德安、王琦、李振吉
（2013年度），第二届国医大师群体、黄璐
琦（2014年度），屠呦呦、孙光荣、秦玉峰
（2015年度），中医药高校教学名师群体、
李肇星（2016年度），第三届国医大师、首
届全国名中医群体（2017年度）等一批在
中国中医中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和作出
突出贡献的人物或群体。

链 接

本报讯 日前，云南省中医药联席工
作会议召开，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玛
琳出席并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中
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健全体系、优化服
务，全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会议要求，云南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
决策部署，围绕“发挥三个作用”“推进四个
建立健全”“激发五种资源活力”，主动服务

和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云南
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一要不断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要加快建立健全功能布局合
理、满足人民需要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二
要在深化医改中推进中医药改革。对各地
推进中医药改革中的探索，只要符合中医

药特点和规律，只要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医
药事业，就要给予支持。三要发挥中医药
在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独特优势。要适应
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要，科学确定云南中
药产业发展的目标和路径。加快发展中医
药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等新业态，大力促进
中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中医药产业
真正成为推动云南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四要强化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的
作用。各部门和单位要通力协作、形成合
力，认真履行好保护、扶持和发展中医药的
职责，共同关心、重视、支持中医药发展。

（蒋仕丽 邓 平）

云南省中医药联席工作会议召开并提出

大力促进中药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 （记者阎 红 通讯员秦
子涵 车晨菲）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
心（原辽宁省卫生计生监督局）组织开
展的“中医诊疗 蓝盾护航”——2018年
中医诊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整治行动
圆满完成并取得实效，共监督检查 4774
家开展中医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查处
案件 110 件，警告 30 户次，罚款 105 户
次，罚款金额 40.34万元，对存在违法行

为的 1家中医（综合）诊所吊销许可证，
注销中医（综合）诊所许可证 5家，受理
投诉举报86件。

此次行动中，各地卫生监督机构
重点检查中医诊所是否伪造、出卖、转
让、出借《中医诊所备案证》，是否按照
备 案 的 诊 疗 科 目 、技 术 开 展 诊 疗 活
动。深入农贸市场、集市、“城中村”等
人员密集地进行排查，对非法开展中

医诊疗活动的“黑诊所”持续保持高压
打压态势，并以中药饮片、医疗废物管
理等作为切入点多角度地开展综合执
法检查。

“中医诊疗 蓝盾护航”是辽宁省
2018 卫生计生监督“蓝盾行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蓝盾行动”还包括“学生健
康 蓝盾护航”“饮水卫生 蓝盾护航”

“母婴保健 蓝盾护航”等工作内容。

辽宁完成“中医诊疗蓝盾护航”专项整治
共查处案件110件，吊销注销6家中医诊所许可证

本报讯 （记者陈计智 通讯员
潘 凯）日前，山东省考核工作办公室印
发《关于做好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
核的通知》，要求做好各市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考核有关工作，其中明确与中医
药有关的考核内容。

山东省考核工作办公室将县级中医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达标情况纳入省委对
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要求
所有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全部达
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县级中医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试行）》。

此前，山东省委改革办已将健全中医
药健康服务体系取得新成效新进展纳入

对各市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成效考核项目，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合理配置中
医医疗资源，加强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
等医疗机构中医药科室、基层医疗机构
中医综合服务区及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室
建设，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探索设立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机构。

山东高位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将县级中医院服务能力达标情况纳入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

本报讯（记者陈计智）1 月 9 日，由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
的中国中医药科技期刊做精做强专家组
成立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
士指出，作为承担传播推广中医药科技成
果的重要载体，中医药科技期刊在推动中
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打
造世界一流中医药科技期刊，是贯彻中央
深改会提出的“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
优势领域期刊”精神的具体举措。中华中
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国辰表示，应
探索制定符合中医药学科及中医药科技
期刊自身发展规律的评价体系，培育出一
批优势特色明显的中医药科技期刊。

国医大师孙光荣、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以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等专家对中
国中医药科技期刊建设发表了意见。

中国中医药科技期刊
做精做强专家组成立

本报讯 “目前，江西抚州市中草药
种植面积已达到 42.64万亩，中成药和中
药饮片生产企业的产值已达到 41亿元。
中医药种植和深加工产业、中医药健康
养生旅游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抚州市市
长张鸿星近日表示。

近年来，抚州市把中医药发展与脱
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新农
村建设工作融合起来，统筹推进，发展成
为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抚州市超过40万亩中药
材种植面积居江西省前列。同时积极推
动大健康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加快中
药材种植观光、中医药文化展览等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形成中医药
全产业链集群发展、融合发展的态势。

（李佳霖）

江西抚州培育
中医药全产业链集群

屠呦呦

延 伸

铁笔书岐黄 涛恩泽四方
——沉痛悼念国医大师邓铁涛 …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