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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政办函〔2022〕10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省中医药大会精神，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现将《全省中医药大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各地、有关部门请于每季度末将贯彻落实情况反馈省卫生健

康委，由省卫生健康委梳理汇总后报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 3月 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全省中医药大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一、在产业发展上有大突破 

（一）做优基地 

在稳定种植面积基础上，大力实施道地中药材提升工程，依

托中药材优质种质资源，建立 50个道地优势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加快 100个规模化种植养殖基地、100个良种中药材保障性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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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加快推进“云药之乡”提质增效，到 2025年标准化

基地突破 300万亩。（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林草局、省

药监局，各州、市人民政府负责。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

同） 

（二）做强企业 

实施中医药企业梯次培育计划，突出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

导云南白药集团聚焦主业，逐步向国内顶尖、世界一流大集团迈

进，带动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大力促进中型企业成长为大企业，

推动昆药集团、植物药业、贝泰妮等企业向 50亿元—100亿元大

企业迈进，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发展壮大一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瞪羚”企业、“单项冠军”企业，让企业迅速多起

来、活起来、大起来、强起来，到 2025年规模以上中医药企业

达到 200家以上，新增 10家营业收入达 10亿元以上的企业。聚

焦招大引强，以市场化为手段，以延链补链强链为方向，大力实

施精准招商，推进“筑巢引凤”向“引凤入巢”转变，对接好一

批链主企业，到 2025年新引进中医药企业 10家以上。强化服务

意识，推动“策划包装—招引落地—项目建设—审批认证—投产

运营”全流程革命性再造，让企业花最少的钱、跑最少的路、交

最少的材料，获得最好的服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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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投资促进局，各州、市人民政府负责） 

（三）做精产品 

鼓励以民间单方、验方等为基础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开发，

加大调剂使用力度，到 2025年力争注册 5个医疗机构中药制剂

新品种。加快对已有较好基础的傣药、藏药、彝药等民族药的研

究和推广应用。支持中药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中

药复方制剂、同名同方药申报，大力加强大品种二次开发。研发

药食两用、保健食品、植物提取物和化妆品等产品，通过扩大优

势产能，提升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各州、市人民政府负责） 

（四）做大集群 

加快中医药产业聚集、集约发展，推动一批专业化园区建设，

重点打造以现代中药和健康产品等为主的昆明高新区现代化中医

药产业园、以中药配方颗粒为主的楚雄高新区中药产业园、以三

七为主的文山三七产业园、以传统中药为主的腾药生物医药产业

园，到 2025年形成 2个以上千亿级产业集群、2个以上 5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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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业集群。（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

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有关州、市人民政府负责） 

（五）做响品牌 

以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品牌为方向，鼓励和支持省内中

医药龙头企业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制定，持续加强省级标准制修订，

让“云药”品牌更响亮。（省药监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

技厅、省商务厅负责）强化中药材质量控制与监管，加强生产、

加工、流通等环节溯源体系建设，确保中药材质量安全可控，到

2025 年中药材追溯覆盖率达 80%以上。（省商务厅、省药监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负责）

出台支持“云药”大品种大品牌培育政策措施，加快“十大云药”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升“十大名药材”产品品牌知名度。（省

药监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

局、省医保局负责）创新业态，推进中医药产业与乡村振兴、养

生养老、健康旅游等融合发展。到 2025年力争中医药健康服务

业销售收入占全省服务业的比重达 5%以上。（省卫生健康委、省

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乡村振兴局，各州、

市人民政府负责） 

二、在服务供给上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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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服务体系 

大力实施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建设好云南省民族医

医院，加大州市、县两级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力度，推进 6所州市

级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和 30所县级中医医院改扩建，补齐“硬

件”短板。强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药科室建

设，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全覆盖。大力支

持社会办中医。（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各州、市人民

政府负责） 

（二）增强服务能力 

建好一批中医临床医学中心，加强重大疾病中西医协同协作，

推进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和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做优做强骨伤、

肛肠、儿科等中医传统优势专科和傣、藏、彝等民族医药重点学

科。加强县级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到 2025年 90%以上

的县级中医医院达到国家县级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基本标

准、50%以上达到推荐标准。加快推进中医医院晋级达标，到

2025年州市级中医医院全部达到三级标准，不少于 15家县级中

医医院达到三级标准。（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各州、市人

民政府负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