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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艾草产业的提案

提案人.•金荣伟
J  "

单 位 ：市场局 

电 话 ：13608457358

南阳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中医祖庭医圣祠所在地/也 

是中医药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方城处于北亚热带与南暖温带， 

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和华北地台与秦岭地槽的自然分界线 

上，是南阳艾草极佳生长地。宋 代 《尔雅翼》艾草古为医家 

常用之药。“惟艾可用灸百病，故名医草”

南阳又是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南阳有中药材2436 

种，第四次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调查到野生重点品种934个、 

中药材种楦品种7 9个。其中，艾草和山茱萸、辛夷、桐桔 

梗、裕丹参、唐栀子、金银花、夏枯草被确定为新的“八大 

宛药”。艾草产业是南阳中药材的亮点之一。南阳艾草种植 

面积近3 0万亩，全市野生艾草年开发利用12万吨，艾芦业 

市场份额占全国的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艾产品生产基地。 

方城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又是艾草质量和种植在南阳艾 

草中占绝对优势。2021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调研时， 

详细了解当地依托艾草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 

就业等情况。目前方城有生产企业18家，经营企业8 6家，

服务企业200多家。方城县这些企业规模小，产值低，技术 

含量不高。“酒香也怕巷子深”，在艾草收购环节掺杂、艾制



品生产环节制彳暖、非标生产，艾制品销售环节虚假宣传、违

法广告等时有发生。影响了我县艾草制品的发展壮大。要落
•\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阳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确立打造“全球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医药名都” 

的战略目标，开启中医药强县建设新征程。

建议：

我县成立艾草行业协会（指导站、办公室)。出台种植、 

加工等各个环节优惠政策，引导广大农民走经济作物发展之 

路，力 争 3 年左右使我县艾草规模种植达到全国第一。同时， 

利用新闻媒体、网格等现代宣传载体，大力宣传方城艾草独 

特疗效和优良的品质，扩大方城艾草影响力，力争摘取我县 

“艾草之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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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

T

丨

f
.
w
l

m

F
f

frwi
t

h

^
f

 
t

—T

d
丨

屢

賃

F

w
 
 ̂

^
 
 ̂
s

吟

嫁

t 

f
e
l
M
、

w

v

硌̂

^

吸̂
叫

^
«
>
含：令今嘐

货

;

i

^
z

《
^̂
l
l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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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社区医疗服务的提案

提案者：乔印涛

界别：医药卫生界 i

电话：13937716183 

职务：方城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地址：方城县城关镇释之路786号 。

提案者：冯颖

界别：医药卫生界  ̂ ^

电话.• 19838636768

职务：方城县人民医院医生 

地址：方城县城关镇释之路786号 

提案者:姬建林 

界别：医药卫生界 

电话：1 3937758138

职务：方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地址：方城县城关镇文化路东延方城县卫健委 

提案者：马.千里 

界别：医药卫生界 

电话：18736551111

职务：方城县人民医院医生 ‘

地址：方城县城关镇释之路786号



社区医疗服务是改进医疗服务质量、缓解和破解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途径。加强社区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能力，不仅有利于医疗资源 

的优化配置，’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升县域内社区 

医疗服务能力，需引起足够重视。近年来我县社区医疗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现总结如下:

(一 )  社区医院医疗服务功能不健全。

(二） 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足。

(三） 社区医院首诊率较低。

(四） 设备更新不及时，使许多检查项目难以在社区医

院完成。

(五） 社区医院药品种类不全。

(六） 人才队伍质量不高，且稳定性较差。

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 改善社区医院的办院条件。适当增加社区医院建 

筑面积，完善科室设置，更新陈旧设备，配备专业人才， 

配足硬件设施，为社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二） 提高社区医‘院诊治能力。社区医院应强化基H  

和基本医疗服务并重的思想理念，必须坚持公共卫

生与基本医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诊疗能力方面根据

医院特点发展特色专科，培育特色人才，着力提升医院竞 _ —-

I 力，吸引更多的患者就医诊治。 .

(三） t g j土区医院人才队伍建设，因地制宜制定人才 

激励政策。 才引进工作，促进医疗人才资



源下沉，协调人事、编办、财政、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研 

究制定解决优秀人才引进所涉及的编制、待遇等方面的政 

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特长突出的业务骨干。同时畅 

通社区医院职称评聘机制，提高基层人才的薪资水平，激 

励人才成长。 ’

(四） 完善社区医院药品种类，尽可能使之满足慢性病 

患 者 用 讀 群 常 见 病 用 药 需 求 。

(五） 落实^;分级诊疗，’急馒分治”的就声政策。进 

一步加强医共体管理，建立医共体内合理的利益分成机制， 

鼓励龙头医院的知名医生在医共体内社区医院巡回坐诊， 

进行合理分流，有序推动建立人、财、物统一管理的紧密 

型医共体，提高社区首诊的报销比例，减少看病费用，畅 

通社区医院与上级医院远程诊疗渠道，提高社区医疗水平。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意识到社区医疗资源的提升， 

愿意就近就医，保障社区首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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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

提案者：张 书 立 贾 晓 冬 吴 海 泉 贺 成 志 金 荣 伟  

案由：

中医药作为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 

同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己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的显 

著特征和巨大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 

疗效有了新的认识，中医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医药机 

构、中医药队伍不断壮大，各医疗机构均设立有中医科和中 

药房，利用中医药开展诊疗活动逐步增加。虽然从人数上看 

中医药人员队伍具有一定规模，但高技术 V 好中医人才资源 

仍然缺乏。

一、现状问题

1、中医药专业队伍人才不足。虽然目前我县中医药从业 

部分人员具备一定的中医服务能力，但整体人员队伍建设仍 

与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还存在差距。就那县中医院来说， 

专业的医院缺少专业的人才队伍，一些知名的中医大多己经 

七十岁左右，早己退休。年轻的中医很难担当中医院中医科 

大梁。

2、中医医师成才的时间长，限制了中医医师的职业发展



3、 人才引进较为困难。中医药拔尖人才仍存在缺口，在 

目前中医药从业人员结构中，想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还有困 

难。

4、 中医药技术治疗，费时费力，而且相应项目收费较低。 

没有西医西药效益髙。’

5、 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认可率不高，缺乏有效的宣传 

手段。

二、建议 、

1、 加大宣传力度，使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知识深入人心， 

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徤的需求。

2、 不断加强对乡村和社区医生的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的培 

训,更好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和社区医疗服务中的作用，提高 

基层中医药队伍的整体素质。

3、 加大投入，招才引智。加强我县各医疗机构中医工作 

硬件建设，重点是县中医院，尽量提高中医药从业人员待遇， 

吸引广大中医药从业人员到我县工作。

4、 研究制定切合我县实际的中医药服务发展规划及实施 

细则。进一步强化中医药人才培育，全力为我县的中医药事 

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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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城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促进儿童 

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提案者：冯颖

界别：医药卫生界

电话：19838636768

职务：方城县人民医院医生

地址：方城县城关镇释之路786号

提案者：任礼飞

界别:医药卫生界 •

电话：13949328663

职务：方城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地址：方城县城关镇释之路786号

曰前，囯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等 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强化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 

创新、管理创新，加快儿科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 

衡布局，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健康中面建设。儿童时 

期的健康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成年乃至老年肘期的健 

康状况，儿童健康管理不仅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对全 

人群健康也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我县儿童医疗资源配 

置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但 儿 科 “看病难”现象依然 

存在。究其根源，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 县域儿科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硬件及软件 

设施有待更新完善。

二、 高峰期应急储备机制不完善，儿科疾病高发期 

儿科门诊人满为患，住院病房一床难求。

三、 儿科医务人员数量不足，由于儿科人口比例增 

力P，现有儿科医务人员与其他科室相比更显紧缺

•四、儿童就医体验有待优化 Y

五、 社区儿童保健工作尚需.落实完善

六、 儿科中医药优势发挥不够

为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 统筹考虑县域儿童人口数量，投入更多资金， 

增加医疗机构儿科疾病诊疗区域建筑面积，扩大儿科门 

诊及病房规模，增加儿科医务人员数量。扩充儿科医疗 

资源配置，引进更多针对儿童诊疗的先进设备，使县域 

内儿童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二、 制订儿科疾病高峰期应急预案，建立高峰期病 

源分流机制，做好医疗资源储备，争取让每一个患儿在 

最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

三、 引进更多儿科专业人才，壮大儿科诊疗团队。 

给予儿科专业人才适当的政策和待遇支持，引进培养不 

同层次、不同二级学科的儿科医疗成员，加强专业培训， 

提高儿童疾病诊疗服务能力。引进儿科骨千人才，提升 

急危重症儿童救治能力。



四、 建设儿童友好型医院，在儿i科病房改造儿童卫 

生间，设置亲子洗手池，完善母婴室，增设儿童小型游 

乐园和儿童专用座椅等，营造适宜、趣味、温馨就医环 

境，提升广大儿童就医安全感、幸福感。

五、 加强社区儿童保健工作。儿童保健是孩子成长 

发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医疗服务，这项工作对全县 

儿童成长意义重大，甚至影响全生命周期。建议加强0-6 

岁社区免费体检政策宣传，并落实到位，做好排查铳计 

工作，让每一位儿童享受到定期体检，对社区内儿童建 

档立卡，发放儿保手册，将儿保手册列入儿童上学如园 

必备资料。做好对儿童家长的科学养育指导，使科学合 

理的育儿知识普及城乡千家万户。

六、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保障儿童健康中的特色优 

势。发挥中医儿科推拿、针灸和中药的优势，建议在各 

级医疗机构增设中医儿科门诊，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 

设儿科中医诊疗区域，在有条件的社区医院增设中医儿 

科治疗室，使更多的城乡儿童享受到中医药的防病、治 

病优势。

城乡儿童医疗卫生事业任重而道远^涉及千家万户， 

关系全生命周期，做好城乡儿童健康服务工作，力争实 

现儿童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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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 , ' .

. , . ' , 4

提 案 者 : 刘 琼  

界 别：党外麵 

电 话：13262026969

职 务：商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为中医药发展指 

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Y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优势

(一） 中医文化底磕深厚。南_阳是中医药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孕育了一批以医圣张仲景为首的中医药大家，人 

才荟萃，名医辈出，使得中原腹地中医药事业持续焕发出勃 

勃的生机和活力。

(二） 盛产道地药材。南阳地区植物种类繁多，据第四 

次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资料，区域内野生药用资源9 3 4种， 

形成了以西峡山莱英、南召辛夷 v 方城裕丹参、唐河梔予、 

半夏、桐柏桔梗、•宛艾、金银花等”八大宛药”为代表的中 

药材道地品种。

(三） 总书为南阳市中医药发展指明方向。2021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南阳考察医圣祠时指出：要做好守 

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 

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 

相结合、相促进 1 隹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t

二、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一）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龙头企业囿于自身实力

限制，示范带动效果有限。比如方城，以河南省芝元堂药业 

有限公苛以裕丹参、艾草、中药配方颗粒等为主打产业，规 

模、产值、科技创新等在逐步提升，但难以带动周边中医葯 

产业链有效提升。 .

(二） 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水平不高。中药材种植环节质 

量标准不完善、种植过程缺乏监管，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 

不高。对中药材的浇水（喷药、施肥仍以人工管理为主，设 

施投入不足，种植户自繁自育现象较为普遍。

(三） 品牌培育力度不强。南阳区域内野生药用资源 

9 3 4种，培育由南阳艾、裕丹参、唐半夏、桐桔梗等国家地 

理产品标志，'但只是在区域内做了品牌培育，在全省、全国 

叫得响的品牌不多，道地中药资源优势没有凸显。

(四）  中医药产业链不健全中医药的产业链运行复杂， 

贯穿农业、医疗、服务业及工业等领域，运行过程冗余绵长，

包栝中药材种植、加工与炮制，中药产品的生产、销售、流| 

通，及诊疗服务等，涉及部门复杂，环节众多对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起重大影响。 ' s

三、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国家对企业在税收 

减免、贷款融资、科研创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龙头企 

业加强中药新药研发，可以学习调研河南省中医院、江苏省



5 中医院筹知名中医院，把推动经典名方、中药配方颗粒、中 

成药二次开发、院内制剂、中葯新型饮片等相关创新产品发 

展，依法开展趁鲜加工，打造为方城的新名片。

(二） 建设规范化药材种植基地。以“五星”支部创建， 

建设“产业兴旺村”为抓手，发展寻找科学的种植和合作模 

式，科学倾斜，适当奖补，釆用租赁运营、组建生产等合作 

方式，将分散种植的土地进行集中，建立大规模、大面积、

'机械化的种植基地。加强对种植人员的技术指导，注重人员、 

设施和质量的管理，重视种子的培育、育苗、移植、米收、 

加工等过程。强化种质资源保护，探索建立相应监管机制， 

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

(三） 大力培育道地药材品牌。积极培育“宛美名品”

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做强一批在全国影响 

力大、市场占有率高的地道药材品牌。积极开展农产品地理 

标志、地理标志•商标（含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开展道地药材绿色食 

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 —

(四） 建立健全中医药产业链。中医药的一、二、三产 

业需联动，无缝对接，集中药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智能制 

造、智慧服务于一体，顺应社会发展，服务大众民生。要通

.过加强中医药全产业链顶层设计，促进中医药一、二、三产 

'业的联动发展，构建上下游企业或单位主体间互利共赢的合 

作机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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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中医药资源整合的建议

目前，我县县域内建成三级中医医院1家 （县中医靡)、一 

级公立中医医院1 家 （县卫校附属中医院），民营中医医院3家 

(七峰中医院、益民中医院、康益德中医院)，省级示范中医馆5 

家 （赵河、杨集、广阳、独树、二郎庙)。建成县A 民医院、县 

第二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仲景苑，在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开设 

中医门诊，县人民医院的中医康复科被评为市级中医特色专科， 

并组建中西医会诊专家队伍，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极大提高了 

县级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能力。

全县16个乡镇卫生院中医堂均争取了囯家“中医馆服务能 

力提升建设项目”进行了升级改造，均能蔡开展中医诊疗、针灸、 

中药贴敷、火罐、推拿、刮痧等六类以上中医适宜技术服务，中 

药饮片300种以上，中医药服务量达到35%以上。

我县中医院分为两个院区，现处的老院区和部分投入使用的 

新院区（滨河院区），和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结成联 

盟医院，每年派驻2 - 3个专家到我县中医院常年坐诊，指导中 

医药诊治工作。医 院 “中医骨伤科”“糖尿病专病” “针灸理疗康 

复科”分别于2007年、2012年被南阳市中医管理局命名为•市级 

特色专科（专病）。“脑病科”“心病科”分别于2012年、2014 年



被确定为省级特色中医专科。

我县中药企业，中医药产业近几年发展也比较迅速。但中医 

医疗服务单位，中医药企业之间合作较少，没有形成合力!民营 

医院与公立医院发展不平衡，县、乡、村中医适宜技术参差不齐。 

因此，我建议：

一是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鼓励中医药企A 与各医疗单位治 

疗建立长效共赢合作机制。在中药的产出3 加工，使用，•科研， 

再深加工，再产出方面形成良性循环，使企业和医院都发挥出各 

自优势，提高我县科研成果的产出和快速转化！

二是设立中医药财政专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建立持续 

稳定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入机制。

三是整合，培育出我县中医医疗优势专业和优势中药产业， 

共同制定发展方向，打造优势品牌！在我县百姓优先得到优质便 

捷的中医药服务的同时，我县的优势产业成果得到我县人民的认 

可，并可向域外快速推广！ .

四是逐步建立中医药县.乡.村三缴服务体系，达到人才共享: 

成果共享，技术共享。鼓励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合作发展。为基 

层中医药服务人员提供便利条件！



申国人民政■协商会谈方城县委员



关于加强医德医风整治的提案
提 案者: 司诲宾
界 别: 经济
电 if ：15236069888
职 秦: 政协委员
ik i ：
著名的孙思邈先生曾讲：“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德这是行医者最基本的道德素养，治 
病救人、挽救生命，是医务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面对现在部 
分医院的不良风气、部分医务人员的卡、拿、收、要、严 
重破坏医德医风建设、拉低医疗质量。我认为整肃行动刻不 
容缓、应加大对医生和医疗体系的监督管理，提升医务人员 
的医德修养。把病人健康放在首要位置，千方百计为病人解 
备病痛实行人道主X 。个刼“小病大治”“小成方贵無#” 
的现象，为了所谓的严谨而不顾病人的实际情况，多检查多 
开药开贵药的过度治疗、过度诊断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 
坚决纠正行业不良之风。彻底根除个别医务人员的不良作 
风，加强惩戒红线标准，对于现在仍存在的“提成制”问题, 
更是要彻底清除。医德和利益牵扯是要出大问题的。清廉医 
院的口号，本不应该彳i倡导/它本应如此，本应便是清风正 
气的存忐。崩 .在 I 委县咸府的颌导下，能够更进一步的解 
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好更便捷更放 
心更高效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