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政办字〔 2023 〕 3 号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淄区推进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

合改革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

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临淄区推进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2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临淄区推进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

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方案的通知》（鲁

政办字〔2022〕67号）、《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淄发〔2021〕
16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推进山

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淄

政办字〔2022〕65号）、《中共临淄区委、临淄区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临委〔2021〕
124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推进山东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为引领,
到 2025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在治未病、重大

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特色优势进一步突显。中医药传承

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优

化,中医药健康理念深度融入居民生活，“中医强基层、基层

强中医”建设成效进一步提升，为省示范区建设贡献临淄经

验。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中医药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符合中医

药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强化跨部门、跨

系统协作，广泛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形成推动中医药发展

的整体合力。区卫生健康部门每半年专题研究 1次中医药工



作。配齐配强各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工作力量，加强中医药管

理人员学习培训，持续提升中医药行业管理法治化、科学化

水平。公立中医医院全面执行和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扎实推进“党建入章”工作。〔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

药管理局）、区委编办分别负责〕

（二）推进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完善治未病服务

体系，推进区中医医院做优做强中医优势专科，提质扩容区

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区中医医院感染防控体系和管

理制度，持续强化区中医应急医疗队伍和中西医公共卫生应

急处置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扁鹊国

医堂”建设，深化服务内涵，升级服务条件。开展社区卫生

服务站、村卫生室“扁鹊中医阁” 建设，打造区域相对独

立、中医服务更加丰富的中医药服务场所。到 2025年，全

区 30%的“扁鹊国医堂”完成服务内涵建设，20%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设置“扁鹊中医阁”。鼓励和引导社

会力量在基层举办中医医疗机构，发展具有中医特色的康复

医院，支持有资质的中医医师特别是名中医举办中医诊所，

增加中医药资源供给，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区卫生健康

局（区中医药管理局）牵头，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配合〕

（三）推进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对中医药人才实行分

类评价。优化中医药人才选拔评价机制，把会看病、看好病

和中药炮制、鉴定等作为中医药从业人员主要评价内容。选

树一批名老中医、名中医药专家、青年名中医和基层名中医，



动态完善区中医药专家库。依托区中医医院适宜技术培训基

地举办各类培训班，完善中医药优秀后备人才梯队。扎实开

展“三经传承”“西学中”培训，持续开展中医类别全科医

生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加强中医药

继续教育、师承教育，多渠道多方式培养中医药专业人才。

完善基层中医药人才配置和岗位标准，优化基层中医药人才

招聘、使用机制，吸引中医药人才服务基层。畅通基层中医

药人才流动途径，推广“县管乡用”“乡管村用”等人才管

理模式，建立完善区域内中医药人才流动机制。〔区卫生健

康局（区中医药管理局）、区委组织部牵头，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配合〕

（四）聚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积极参与疫情预防、救治、康复全过程。用好公立中

医医院绩效考核、等级评审结果，促进区中医医院服务能力

提升。深入开展“千名中医进基层行动”，带动基层医疗机

构中医服务能力提升。提升智慧中医药建设水平。建设智慧

共享中药房，逐步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中药代煎、配送一体化

服务。到 2025年，全区“扁鹊国医堂（中医阁）”全部接

入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药管理局）

牵头，区财政局配合〕

（五）强化中医药文化建设。挖掘整理全区中医药文化

资源，推进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鼓励社

会力量建设中医药博物馆、文化馆、研学基地，推进太乙制

药“扁鹊馆”建设。提升现有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文化街、



文化长廊内涵。推进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设。健全完善

中医药文化宣教阵地经常性开放机制。做优做强“扁圣书院”

“杏林驿站”等中医药文化传播品牌。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

科普传播信息化平台，开办中医药健康专栏，拓展中医药文

化科普服务群众新路径。制作发放中医药保健知识宣传册，

方便群众掌握基本的中医药知识和简便易行的中医药养生

保健方法。持续开展“中医药伴我成长”行动，推进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试点学校建设，培训一批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师

资，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药管理局）牵头，区委宣传部、区

教体局、区文化和旅游局配合〕

（六）推进“中医药+”新业态融合发展。做好中医药

文化旅游新文章，将中医药文化展示、康养、休闲、研学、

旅游度假融为一体，把中医药元素植入文旅项目，促进中医

药与乡村振兴建设深度融合。探索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新路

径，将中医药养生、药膳调理、中医治未病、中医康复理疗

等特色服务纳入养老服务全过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步增长。争创省级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争创国家

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药管

理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农业农村局分别负责〕

（七）推进中医药价格和医保政策改革。优化中医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完善新增中医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政策。省级

名老中医、省级名中医个人临床经验方法、医疗机构的经验

方和协定方，以及有效的非药物疗法，可直接通过其所在医



疗机构，向医保部门申报新增中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医

医疗机构正式运营3个月后提出医保定点申请的，随时受理、

限时办结，加快推进医保定点申报网上办、掌上办，提高医

保定点申报的便利性。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参与省际联盟集中

带量采购中药饮片结果落地，有效降低中药饮片价格。公立

医疗机构从正规渠道采购中药饮片，严格按照实际购进价格

顺加不超过 25%销售，加强进销价格和医保支付监管。医

疗机构炮制使用的中药饮片、配制的中药制剂实行自主定

价。对允许调剂使用的治疗性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按规定及

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区医保分局牵头，区卫生健康局（区

中医药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配合〕

（八）推进中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总额预算

的科学性、合理性，重点向以中医药诊疗收入为主的中医医

疗机构倾斜。遴选优势明显、治疗路径清晰、费用明确的病

种纳入中医优势病种，实行按病种收付费，合理确定收付费

标准，探索实行中西医同病同效同价。扩大中医日间诊疗结

算试点中医医疗机构范围，对治疗周期长、风险可控、需持

续治疗的中医病种，逐步纳入中医日间诊疗医保结算试点，

符合规定的中医诊疗费用参照住院政策支付结算。按病种分

值付费（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向中医倾斜,适当提高中医

医疗机构、中医优势病种的系数和分值，探索建立中医医疗

服务占比与医保支付挂钩的正向激励机制，充分体现中医医

疗服务特点和优势，引导医疗机构开展中医优势病种诊疗服

务。〔区医保分局牵头，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药管理局）



配合〕

三、实施步骤

（一）改革试点阶段（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做好试点建设工作,鼓励各有关部门围绕改革任务先行先试。

（二）全面推广阶段（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5 月）。

总结提炼各有关部门改革经验,开展工作中期评估,进一步完

善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形成中医药改革发展有效路径。

（三）总结评估阶段（2025 年 6 月-12 月）。全面总结

评估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为实现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提供

临淄经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将推进示范区建设

纳入重点工作，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抓好工作统筹、细化推

进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层层抓好落实。

（二）强化督导指导。区卫生健康局要强化方案实施的

全过程监管，定期对关键指标和重点任务进行监督检查，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落细落地见效。

（三）营造良好氛围。加大对中医药工作和推进示范区

建设的宣传力度，大力宣传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的重要

作用。强化市场监管，严厉查处危害人民群众健康、损害中

医药声誉的违法行为，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医药发展

的良好氛围。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区政协、区纪委监委、区人武部办公

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2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