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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曾龙晖）昨天，第六
届中国-东盟传统医药论坛在桂林举
办，120多名来自老挝、柬埔寨、马来
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俄罗斯等
国家传统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代表出
席，交流分享传统医药发展及其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达，
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桂林市市长秦春
成出席会议并致辞。

老挝卫生部部长本贡·西哈冯、柬
埔寨卫生部副国务秘书尹·严、马来西
亚卫生部传统与辅助医药局局长吴清
顺、泰国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司长
安邦·本杰蓬皮塔克等东盟各国代表通
过视频致辞，对论坛成功举办表示祝
贺。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及
国内有关专家学者；泰国、菲律宾、俄
罗斯等国专家代表分别以视频或现场演
讲等形式发表了主旨演讲。

孙达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历来重视
中医药事业发展，近年来把中医药工作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中医药事业取
得显著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

国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全力救治
患者、拯救生命，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
病例的占比达到92%。习近平总书记对
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
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生动实践”。本次论坛邀请中国-东盟
传统医药领域官员及专家学者进行研
讨，对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传统医药
合作，携手应对后疫情时期卫生领域挑
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希望与会嘉宾
以此次论坛为平台，进一步发挥传统医
药优势，助力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推动
传统医药发展，提升民众健康福祉；深
化传统医药合作，推动传统医药积极参
与全球卫生治理，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黄俊华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
贺。他说，广西是中医药的资源宝库，
历来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今年10月，
广西召开全区中医药大会，部署推进广
西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广西
与东盟各国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疾病
谱相似，形成了相近的用药习惯，在传
统医药领域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合作源远

流长。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
完善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机制，以
开放包容精神促进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
融合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中医药蕴
含的健康养生文化，打造“中医药文化
+”创新特色平台，在传统医药领域与
东盟各国开展产、学、研、销各方面全
方位合作，推动传统医药在传承创新中
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传统医疗在国际
合作中的医疗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
值，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秦春成代表桂林对与会嘉宾表示热
烈欢迎。他说，近年来，桂林着力打造
一流的中医诊疗高地，建成了以市中医
医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为龙头，各县
级中医医院为骨干，乡镇卫生院中医科
为依托，村级卫生室为端点，辐射城乡
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俞梦孙院士在桂
林设立院士工作站，韦贵康等4位国医
大师和汤一新等3位全国名中医在桂林
开设国医大师馆、名医馆，培养了一批
学术传承人。桂林不断提高中药材种植
标准化、规模化水平，罗汉果、金槐等
药材产量全国领先。桂林着力打造一流

的中医康养基地，积极发展“医养游结
合”模式，推进传统医药与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本届论坛为桂林提供了难得的
学习机会，希望与会嘉宾以论坛为桥
梁，进一步增进友谊、深化交流、加强
合作，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作为“健康丝绸之路”建
设暨第三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六
个分论坛之一，第六届中国-东盟传统
医药论坛以“传统医药发展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为主题，重点围绕传统医
药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传统医药与健
康产业等主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尤其是
传统医药在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
挥的独特作用，探寻中国与东盟传统医
药领域合作发展新途径，加强传统医药
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参加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还参观考
察了桂林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和取得的
成果。

桂林市领导沈威虎、兰燕，市政府
秘书长丁东弟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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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国医大师、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
医院韦贵康教授接受记者采访，就如何让中医
在与东盟国家交往中发挥作用发表了看法。

韦贵康表示，他曾多次对东盟各国进行访
问，发现当地的传统医药与中医在历史上有着
深厚的渊源，彼此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使

用习惯和风俗，共同构成了传统医药绚丽盛开
的百花园。

韦贵康认为，广西中医药振兴有条件、有优
势，发展潜力巨大。在我国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
的背景下，广西中医药也迎来了新的春天。下一
步，我们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传承创新

并举、中医西医结合、事业发展和产业提升联
动，深化中医药医改工作，提高中医药疗效和防
病治病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对外交流
合作，助推中医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曾龙晖/文 李凯/摄

广西中医药迎来发展春天
——— 访国医大师、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韦贵康教授

“搜罗天下植物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药物植物里面快速寻找抗击疫
情的新药物。”缪剑华希望通过此次论坛，让
广西药用植物园与东盟各国建立长期稳定的交
流关系，推动广西中医药事业国际化发展。

缪剑华介绍，近年来，广西药用植物园立

足广西，全面开启全球药用植物收集保存、科
学研究以及产业布局的综合发展工作。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广西药用植物园保存药用植
物 1 1 1 6 1 种，约占我国药用植物总量的
90% ，占全世界药用植物的 1/3 。

缪剑华表示，广西药用植物园依托外交部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复成立的中国-东盟传
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有效地对接和利用国际
科技创新资源，推进科技项目合作和人才交流
培养，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优势互补、
合作发展”的方式，促进“世界一流药用植物
园”建设。 记者曾龙晖/文 李凯/摄

建立长期交流 巩固合作成果
——— 访自治区卫健委党组成员、广西药用植物园党委书记缪剑华

对于此次论坛的举办，汤一新认为“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说，中医药历来和东盟
有着广泛的联系，加强中医药与东盟的联系，
加强中医药和世界的联系，对中医药的发展有
积极作用。

汤一新盛赞桂林崇华中医街和恭城瑶汉养

寿城，认为桂林的宏伟规划已经让桂林成为了
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榜样和推手。

近年来，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国家、自治区的统一部
署和要求，主动将中医药发展融入到全市发展
的战略中，紧紧围绕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大力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全力打造
一流的中医诊疗高地、一流的中医康养基地、
一流的中医药强市，加快中医药事业复兴；围
绕项目建设、品牌培育和产业集聚发展，成功
打造了一批高端项目和企业品牌。

记者曾龙晖/文 李凯/摄

桂林成为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榜样
——— 访全国名老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汤一新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王凯华说，今年3月
他作为中国赴柬埔寨抗疫医疗专家组中唯一一
位中医专家，在柬埔寨指导疫情防控期间，分
享了我国的中医民族医药方案，贡献了中医药
人的智慧和力量。

“广西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有先天优
势。”王凯华表示，广西有众多少数民族，其
中壮、瑶、侗3个少数民族的医药资源十分丰
富，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独特诊疗技术和方法。
而且，广西具有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
药资源丰富，有着“天然药库”的美誉，为大

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在打造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国际创新合作圈

上，广西更是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王凯华认
为，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通过广西
来获取更多的药用植物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

记者曾龙晖/文 李凯/摄

广西发展中医药有先天优势
——— 访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大内科副主任、脑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凯华

第六届中国-东盟传统医药论坛·专访

缪剑华

韦贵康

汤一新

王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