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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论文以中医药文化蔚然成风为研究背景，紧扣丽水市域中医药文化的大众传播与品牌效应主题，从丽水中医

药文化的传播现状、丽水特色中医药文化品牌发展史、党建引领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品牌效应双提升三大方

面进行研究，致力于为市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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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全

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

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从市中医院对市域中医药文化传

播的带动作用、丽水特色中医药文化品牌发展史、党建

引领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品牌效应双提升三大方面全

面研究丽水市域中医药文化的大众传播与品牌效应，致

力于加强和创新中医药服务能力，为丽水市中医药大健

康产业发展献策献力。

1  丽水中医药文化传播现状分析

1.1  龙头引领：市中医院对市域中医药文化传播带

动作用

（1）市中医院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特色鲜明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中医药

的核心要素。2014年10月17日，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丽

水市中医院“全国中医药科普宣教基地”称号，丽水市

中医院作为全国中医药科普宣教基地，丽水市中医院承

担着区域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医院建有微信公

众号、网站、院报三大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

（2）市中医院加强中医药文化融媒体建设

在新媒体宣传上，切实落实省中医药管理局提出的

“互联网+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要求，紧扣节气养生科

普等主题，着力提升短视频拍摄的“质”和“效”；在

院报编排上，要注重院报的时政性、科普性和可读性；

在网站平台上，将各级卫生健康政策和新闻及时传递给

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

（3）持续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医院与《中国中医药报》《健康报》《浙江中医

药》等国家、省市级新闻媒体平台和市新闻传媒中心、

区融媒体、健康丽水平台等信息媒体平台保持着稳固的

工作协作关系，不断提升全方位、全矩阵、多渠道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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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传播路径，持续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辐射面和影

响力。

1.2  全域传播：中医医联体的共同发展对市域中医

药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

丽水市中医院着力发挥中医医联体的引领作用，不

断提升市域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共同合力，具体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内容。

（1）加强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指导

丽水市中医院作为国家基础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

宜技术推广基地和第三批省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丽水示

范基地，在莲都区卫健局的指导和支持下，2024年开展

分片分季度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对适宜技术的掌握

度和覆盖度。2024年，全年共开展培训20场，培训1100

余人次，发放合格证书756份。通过充分利用中医药的特

色和优势，发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医疗中的作用，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2）中医药适宜技术技能竞赛

2025年1月，由莲都区卫生健康局、莲都区总工会

主办，丽水市中医院、莲都区中医院承办的2024年莲都

区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应用技能竞赛在丽水市中医院举

办。竞赛不仅激发了基层中医药工作者的学习热情，促

进了区域内中医药事业的交流与发展，还形成了爱中

医、学中医、用中医的良好风尚，对提升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3）加强中医药健康科普

由院部牵头组建中医药文化传播讲师团，统一制定

宣讲内容，通过中医药文化进礼堂、绿谷养生大讲堂、

义诊宣教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中医慢病防治、适宜技

术推广（家庭版）、治未病应用及常规中医药科普宣教

等活动。通过深入传播中医药文化，逐步形成群众信中

医、用中医、爱中医的氛围。

1.3  法治保障：《中医药法》《浙江省中医药条例》

对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指引

丽水市中医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根据省、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结合医院

“八·五”普法规划，积极开展《中医药法》《浙江省

中医药条例》宣传贯彻活动，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1）理论学习走深走实

医院通过召开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医药法》《浙

江省中医药条例》宣传贯彻专题会议，全员在线学习浙

江大学翁国民教授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讲座，扎实深

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2）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法宣传氛围

在医院门诊综合楼、行政楼、急诊住院楼等区域采

用电子屏、宣传栏、宣传架、横幅等多样化形式向干部

职工和患者群众开展《中医药法》《浙江省中医药》宣

传，营造了浓郁的法治宣传氛围。

（3）在医院刊物上刊登中医药法宣传海报

每年在医院刊物《丽水市中医院》上刊登《中医

药法》《浙江省中医药》实施宣传海报，院报发行量为

3000份，在卫健系统和业内同行中发放赠阅，产生了一

定的宣传影响力。

（4）开展互联网+中医药普法

发布宣传微信《〈中医药法〉要点解读》，要求全

院人员阅读转发；在院网发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宣传视

频《我们的中医药》，并在在医院门诊综合楼电梯厅滚

动屏播放宣传视频。 

（5）开展中医药法线上学习竞答活动

在钉钉云课堂推出《丽水市中医院〈中医药法〉

实施七周年学习竞答》，并对全体人员均达到优秀分数

的科室授予“中医药法学习之星”，激发医务人员学法

积极性。每年在院规培中心开展《中医药法》专题培

训课，参加培训的规培学员共计1200余人，取得了良好

效果。

（6）开展义诊普法活动

先后通过纳爱斯广场大型义诊普法、“挥洒创意 

舞动中医”中医药画作普法、“健康促共富，惠民暖人

心”大型公益巡回、“浙里中医 养生市集”等义诊普法

活动，宣传《中医药法》《浙江省中医药条例》。

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系统化的宣传贯彻活动，

《中医药法》和《浙江省中医药条例》在丽中医得到了

充分宣传弘扬，进而为丽水中医药事业发展和健康丽水

建设赋能助力。［1］

2  丽水特色中医药文化品牌发展史

2.1  杏林留芳：浙丽中医源远流长

浙派中医，是发源于浙江一带，具有显著浙派文化

特征的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完善

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浙派中医历史的发掘情况

据《浙江历代医林人物》统计截至1980年逝世的

医家达1800余人，《浙派医籍考》载，截止1911年古籍

2039种。有丹溪学派，永嘉学派，绍派伤寒，钱塘医派

等流派。

2019年初，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将打造“浙派中医”品牌列

入《浙江省中医药文化推进行动计划（2019—2025）》；

《浙江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提出全力

打造“浙派中医”文化品牌等四个发展定位；2022年1月1

日，《浙江省中医药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强调：要推

进“浙派中医”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发挥“浙派中医”

在临床应用、科学研究、学术推广、人才培养、文化建设

和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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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州中医名家与浙丽中医的内在联系

陈言（约1131—1189年），字无择，青田人，宋代

著名医学家。陈无择主要著作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即《三因方》）成书于淳熙元年（1174）年，创立的

“三因学说”是中医病因学史上的一座重要分水岭和里

程碑，奠定了中医病因辨证论治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中

医文献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成熟的专门论述病因分类及

病因辨证论治方法的病因学专著，因此宋朝国医陈无择

对中医学贡献巨大，自此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养生是根据生命发展的规律，采取能够保养身

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手段所进行的

保健活动。中医养生内容非常丰富，总结历代养生理

论，中医日常养生包括：趋安避险、顺应四时、饮食

有节、起居有常、精神恬淡、小劳无极、养老哺幼

等七方面内容。陈言的“三因论”《三因方·三因

论》：“六淫者，为外所因；七情，为内所因；其如饮

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

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悖

常理，为不内外因。”［2］

2.2  “三名”战略：树名医、建名科、创名院

为全面贯彻人才强院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

用好人才，为将医院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省内先进、

浙西南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甲中医名

院”发展目标提供人才支撑，切实落实《丽水市人才科

技发展“十四五”规划》《丽水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关于加强高层次卫生健康人才队伍

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人才战略。

2.2.1  现实基础

（1）人才队伍和结构不断优化

“十三五”期间，医院在岗人员从初期的651人增

加到期末873人，增长34.1%。卫计人员从563人增加到

746人，增长32.5%。执业（助理）医师数从218人增长

到282人，同比增长29.4%。注册护士数从236人增加

到328人，增长39.0%。人才队伍总量不断扩大，为医

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全院职工本科以上学历人员

由“十三五”初期391人增加到期末的651人，其中硕

士及以上人员从49人增加到92人，增幅均超过60%。

高级职称人数从73人增加到146人，人才队伍结构不断

优化。

（2）人才培养成果逐步显现

“十三五”期间新增浙江省名中医2人，全国中医护

理骨干人才2人，全国岐黄工程培养对象5人，省医坛新

秀2人，省杏林工程培养对象8人，省中医护理骨干人才2

人，丽水市首席专家2人，丽水市绿谷特级名医6人、绿

谷名医12人、绿谷名护10人。丽水市138人才工程第一层

次培养对象2人，第二层次培养对象4人。绿谷医坛新秀

及绿谷新秀10人。

（3）人才培养制度不断完善

“十三五”期间，医院先后出台《丽水市中医院在

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历学位管理规定》《丽水市

中医院院领导联系高层次人才制度》，修订了《丽水市

中医院员工奖惩条例》，完善科研论文、科研项目、学

科专科建设等的奖励方案，对取得成绩的优秀人才进行

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激励，为医院人才队伍建设提供

制度保障。

2.2.2  主要措施和做法

（1）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牢固坚持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继续坚持

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遵循人才科学发展的成长规律，

搭好平台、出好政策、创好环境，形成“事业有平台、

发展有空间、成长有环境”的人才政治生态，营造“引

得进、留得住、干得好”的人才发展氛围，为持续推进

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2）主要原则

①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党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发

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对人才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增人数”与“得人心”相统

一，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团结引导，为一

切有志成才的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引才、育

才、留才机制和政策完善，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重视人才的开发和培养，把充分发挥各类人才作用作为

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坚持用其所能、任其所宜、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积极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实现价值

提供机会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人才的创新、

创造和创业活力。

③坚持服务发展。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人才工

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医院发展建设和学

科发展目标，有计划引进和培养重点发展学科人才，做

到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确定人

才队伍建设任务，制定人才政策措施，检验人才工作

成效。

（3）发展目标

①人才储备稳步增长。到2025年，全院在岗人数力

争达到1100人，卫计人员总数达到900人，培养和引进硕

士研究生80~100名、博士3~5名，培养和引进学科带头人

3-5名。

②人才结构优化提升。到2025年，人才在各专业、

各科室间分布趋于合理，人才学历和职称结构趋于合

理。其中，中医、中药人才明显增多；全院硕士及以上

学历占比从现在的10.5%提升至12%；初、中、高级职称

尽量向10%、50%、40%的最优占比靠拢。

③人才管理创新突破。更加注重人才政策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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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从制度机制上拓宽渠道、改进流程、优化方

法。人才评价机制、激励机制、服务机制、科创机制等

更加完善。

表1  “十四五”时期人才发展主要指标

Table 1 Main indicators of talent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2020 年 2025 年

人才总量

1 中医师数 人 163 200

2 医师数 人 119 150

3 护士数 人 328 380

人才结构

4 硕士占比 % 10.5 12

5 本科占比 % 65.5 75

6 高级职称占比 % 15.1 20

7
省级以上人才项

目培养对象
个 27 50

8
市级人才项目培

养对象
个 52 80

2.3  绿谷飘香：“丽九味”中畲医药的品牌效应

为进一步加快丽水中药材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不断巩固和扩大丽产中药材的影响力，推进丽产道地药

材的资源保护和开发，我市开展处州本草丽九味培育品

种评选工作。前期，各地有关部门和市民进行了推荐申

报，并经初评，共有18个品种进入候选名单，最终评选

出处州本草丽九味培育品种。2025年4月，“丽九味”

区域公用品牌发布，汇聚了灵芝、铁皮石斛、三叶青、

黄精、覆盆子、处州白莲、食凉茶、薏苡仁、皇菊这九

味处州本草，其中的三叶青和食凉茶是畲医药本草典型

代表。

（1）畲医药的发展繁衍史

畲族医药是畲族人民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

的地理环境中，为求生存与繁衍，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

的过程中，运用许多适合当时环境、气候地理特点和生

产、生活习惯总结出来医疗方法。畲医药与中医药学渊

源相通，关系密切，以六神学说、疳积理论、痧证理论

等以及独特的疾病分类方法为特色，治病以青草药为

主，擅长外治、痧症、正骨、食物等疗法，对某些疾病

治疗有手到病除之功。畲医药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区

域性，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

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畲族地区

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丽水市中医院的畲医药研究现状

近年来，医院始终坚持传承创新畲医药的理念，

医院雷后兴名誉院长的带领的团队，取得了多项重要成

果。总结出12种畲药完成相关标准制定后，入编浙江省

中药炮制规范。其中食凉茶列为国家药食两用品种。获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分课题）立项2项、省级项目6项，

地厅级项目40多项，其中重点项目10多项。已获各级科

学技术进步奖10项，其中省部级4项，地厅级12多项。共

在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

录的国际刊物10多篇。主编出版《中国畲药图谱》《特

色畲药精选》《丽水特色中药第二辑》和《实用畲族药

膳学》畲医药相关专著10多部，获畲药开发应用国家发

明专利的近3项。建立了我国首个“畲医药研究与开发应

用数据库”。首次制订出《畲医痧症常用外治疗法规范

与标准》。

丽水市中医院畲医药科研助力中医药事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畲医药科研创新是医院的一张“金名片”，

医院为做好传承畲族医药工作，积极开展畲医药传承创

新和开发应用工作。近年来，医院始终坚持传承创新畲

医药的理念，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总结出12种畲药完

成相关标准制定后，入编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其中食

凉茶列为国家药食两用品种。

（3）畲医药的文化传播

同时，我们充分运用院微信公众号、院报、院网等

院级媒体平台宣传畲医药科研创新工作，2023年9月以来

刊登了《畲医药人才科技创新大会和省级中医药继教项

目成功举办》《丽水市中医院又一款中药制剂正式投入

临床使用》等系列畲医药主题信息，扩大了畲医药在医

药行业内和市民群众中的品牌影响力。今后，我们还将

持续深入宣传畲医药文化，当好畲医药这朵“在苦难中

绽放的山花”的护花使者。

畲医药科研创新是医院的一张“金名片”，医院为

做好传承畲族医药工作，2018年10月，成立了“畲医药

传承创新和开发应用专家工作室”，同年成立了浙江省

中医药研究院畲医药研究所；2022年10月，申报“浙江

省畲医药传承创新和开发应用中医药重点实验室”获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批准成立；2022年12月，申报“丽水市

畲医药传承创新和开发应用中医药重点实验室”获丽水

市科技局批准成立。积极开展畲医药传承创新和开发应

用工作。

3  党建引领：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与
品牌效应双提升

3.1  中医药特色党建品牌

品牌名称：“三好”中医·“七一”同行，又称七

叶一枝花”，品牌内涵：“三好”中医意为继承好、发

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愿景，“七一”同行蕴意党建引

领，推进中层干部队伍、党员干部队伍、医护人才队伍

等“三支”队伍建设，实现“医德仁心厚朴、医术匠心

远志、医务贴心百合、医风清心雪莲”的目标，切实植

深“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之根。

（1）党建领航，坚持强本固基浇灌中医药之花

坚持“党建引领业务、业务促进党建”原则，紧

紧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中心任务，大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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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医院党的建设，着重弹好“党委统领全局、支部示范

引领、群团同心合力”三部曲。深入推进“一二三四”

支部管理法，推进党支部“B（标准）+T（特色）

+N（若干任务）”体系建设，切实夯实支部战斗堡

垒。坚持“党建带群建，群建服务党建”原则，做好

“带”“建”“促”三字文章，加强工会、团委、妇委

等组织建设，凝聚群团共识、形成群团合力。

（2）服务为要，“四心”驱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中心任务，聚焦

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四心”建设强化医德、

医术、医务、医风，提升医疗服务满意度与群众就医获

得感。

①医德仁心厚朴。认真贯彻落实“十四五”中医药

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神内涵

和时代价值，深耕优秀中医药传统文化厚植“仁爱、厚

德、传承、创新”院训精神。

②医术匠心远志。深入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工程，

借助国家、省、市级重点学科平台，力促学科建设提档

升级。

③医务贴心百合。紧紧围绕“爱心、责任心、将心

比心”服务理念，坚持把优质医疗服务作为医院高质量

发展支撑点，引导全院党员干部职工树立“一切以病人

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创新医疗服务。

④医风清心雪莲。积极推进“五廉处方、杏林清

风”清廉医院品牌建设工作，以《浙江省推进清廉医院

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为指导，坚持中医

“防重于治、不治已病治未病”理念，精准把脉、对症

下药不断探索医院清廉处方。以党建领航引廉（扶正祛

邪方）、文化教育渗廉（益气固表方）、健全制度筑廉

（健脾固本方）、优质服务行廉（活血通络方）、加强

监督护廉（调和营卫方）为抓手，凝聚起建设清廉医院

的强大力量。

（3）党建品牌保障措施

①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医院党委高度重

视党建品牌创建工作，把开展党建品牌建设作为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摆上重要日程、制定切实可行方案，并将

党建品牌创建工作纳入干部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②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品牌影响。党建品牌创建工

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院各党支部、各科室要通过多种

形式发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积极投入到党建品牌建设工

作中。

③分类开展创建，形成发展合力。在党建品牌建设

创建过程中，要有所侧重地抓好人才培养、中医药文化

传播、清廉医院建设等不同领域子品牌创建，不断促进

医院各项工作持续健康发展。［3］

3.2  千方百剂：院内中药制剂服务丽水地方百姓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

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着的五行思

想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对于当今的经济管理和

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2.1  工作背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指出，研究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支持企业、医疗

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创新，以产业链、服

务链布局创新链，完善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模式。

《卫生健康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家加强中药保护和

发展，充分体现中药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其在预防、保

健、医疗、康复中的作用。

丽水市中医院拥有全市唯一的院内制剂中心，经

过丽中医人多年来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较

大、较为先进的院内制剂中心，该制剂中心共持有制剂

批准文号13个，备案文号2个，充分利用本院名老中医

师的临床验方，开发了一批具有较大临床价值的中药制

剂，目前生产5种剂型、15种制剂。

3.2.2  主要做法

（1）抢抓机遇守正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浙江省中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丽水市中

医药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丽水市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丽政办发〔2022〕47号）等法律

法规和政府政策都为扶持中药制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

度环境。

在中药制剂发展的大好政策形势下，医院抢抓机

遇、守正创新，打造省内领先的中药制剂研发、生产机

构，医院制剂中心面积1000余平方米，目前是丽水市医

疗机构中唯一一家保留制剂许可证的制剂室，2018年又

投资改造了微生物实验室，2020年顺利通过了GPP标准验

收，被市药监局授予AA企业的等级评定。

（2）内功“千方百剂”。凝结了医院经验丰富的

中医专家心血的临床验方是中药制剂的“源泉”，如

本院制剂室“拳头”产品——化痰止咳合剂即来源于

临床验方，主要用于支气管炎、咳嗽、痰出不爽等。

临床使用期间因其疗效明显、未见不良反应而广受患

者好评。在这个“拳头”产品的背后，是医院始终如

一对肺病科等相关学科的扶持和建设以及广大医技科

研人员的夙兴夜寐，通过不懈努力才锻造出了丽中医

人乃至丽水百姓引以为傲的富有丽水地域特色的药中

精品。

（3）医联体协同，同舟共“剂”

凝聚医联体单位的合力，2018年初，丽水市中医院

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联盟（医联体）暨丽水市结核

病专科联盟成立。联盟由丽水市中医院牵头发起，与丽

水9个县（市、区）中医院及乡镇卫生院联合成立。随着

该联盟的成立和运营，丽水市中医院研发的各类中药制

剂将在更为广阔的平台和空间里发挥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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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推进成效

（1）获得省级以上荣誉表彰。2022年8月30日，

丽水市中医院获得“2022年浙江省‘千方百剂’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成果路演会”三项十佳。医院的院内制

剂之一化痰止咳合剂荣登2021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最受

欢迎十佳榜单，同时医院还入选2021医疗机构中药制

剂最佳服务力十佳榜单和2021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最强

创新力十佳榜单。是唯一一家荣登三大十佳榜单的浙

西南地区医院。

（2）赢得广大患者良好口碑。目前，丽水市中医院

的化痰止咳合剂、清火退热合剂、生脉利咽合剂、降脂

轻身茶、妇炎愈合剂、扶正解毒合剂等6款院内制剂已是

丽水家喻户晓的明星产品，临床适用广泛，得到了百姓

的认可和高度赞誉。

（3）助力浙西南中医药产业发展。医院的中药制

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该院中药制剂中的“明

星”——化痰止咳合剂，在2017—2021年，年产量超6万

瓶，年均产值达150万元。为促进中药制剂的院际流通，

从2021年5月开始至2022年9月底，丽水市中医院制剂中

心已调拨出5个品种的中药制剂，合计数量2万余瓶，全

力打造浙西南山区中药制剂“金名片”，助力区域中医

药产业蓬勃发展。

3.3  传承创新：打造丽水中医药文化新地标

丽水市中医院中医传承创新楼项目是浙江省重点项

目，2020年市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头则2.14亿元。工程

位于医院现院区东北侧。含新建的中医传承创新楼以及

现有门诊综合楼的加层改造。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934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32441平方米。目前建成投入并使用

的门诊综合楼建设规模为地上十三层和地下两层，门诊

综合楼设有门诊区域和病区等，目前可承担日均5000人

次的门诊服务，病房可容纳200张床位，为医院的发展

增加了新的空间；二期工程医技综合楼也于2025年5月

正式启用。

（1）对标设计，建设精品工程

医院中医传承创新楼项目是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

的里程碑。为了做好传承创新楼的文化标识系统项目工

作，全力打造丽水中医药文化的“新地标”。调研组深

入市中心医院新内科大楼、市人民医院东城院区、市人

民医院府前院区开展调研。

（2）以人为本打造中医药服务地标式建筑

在原有基础上，优化院区各幢楼的楼标，强化总

平图等标识的指引功能，同时在院区标志性标识的设置

上，充分体现中医特色；在传承创新楼文化标识系统建

设中，积极借鉴吸收上级医院、兄弟医院的经验做法，

科学合理做好大楼的文化标识系统落地，因地制宜做好

院区文化标识系统的整体规划，着力打造我市中医药文

化地标。

（3）持续改进优化服务水平

随着医技综合楼的投入使用，医院实现了所有检查

检验功能在同一幢楼内的集中化运营。通过科学合理的

功能分区与资源配置，将进一步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

和效率，充分彰显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推动医

疗服务水平迈向新高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后，将通过

PDCA持续改进的方式，不断优化医院文化标识系统，我

们一方面优化院区和大楼内部的引导标识，另一方面通

过门诊导医问询引导的方式来帮助老年患者找到就诊地

点，为患者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导引服务，致力于实

现医院文化建设水平质的提升。

本课题研究虽然落下帷幕，但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发展却一直在路上，我们将秉持守正创新、精益求精的

科研精神，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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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port of  Study on th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Brand Effect of TCM Culture in Lishui City

Wu Bin Wu Xiaohe Zheng Wei Zhang Mengmei Zhang Nana Qian Weibin Zou Linzhen

Lishui TCM Hospital, Lishu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trend of TCM culture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closely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brand effect of TCM culture in Lishui city. It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in Lishui,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ishui’s characteristic TCM culture 
brand,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dual enhancement of TCM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brand effe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CM  culture in other 
cities.
Key words: TCM culture; Transmission;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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