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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出

台政策，引领 1200 所研究型本科

院校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伴

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

造业转型升级等重大经济发展战

略布局，高等职业教育在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文化传承、服务经

济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

功用日益凸显。

职业教育自身具备的特点，

需要专业与产业和职业岗位、专

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相对接。

“五个对接”不约而同地直指

“职业教育的实践实训教学”，彰

显了“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

然而，各高职院校在开展校

企合作、推进校外实践教学中，均

不同程度遭遇学校热、企业冷“一

冷一热”的尴尬，“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在大多数高职院校

中流于形式。

2015 年全国人大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进行了调

研修订，国家相关部门应及时跟

进，对企业在高职教育中应积极

承担的社会责任分类予以再明

确、再细化，既有具体政策要求，

又有细化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

国家对职业教育中为推进校

企合作，在实现高职教育“五个对

接”方面积极作为的各类企业，在

财税、金融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扶持

政策，切实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推进校企双方“合则两利”，

共同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陈智林：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满

足人民群众对“简、便、廉、验”的

中医药服务需求，迫切需要政府

加大对以广元市为代表的秦巴山

区中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以此

推动中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促

进产业提质升级。

作为全国中药主产区之一，

川陕甘结合部区域医疗中心，广

元市政府提出着力打造国家生态

康养旅游名市。市委市政府决

定，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在

中医药标准化、中医药健康养老、

中医药健康旅游和中医药健康产

品创制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发

展中医药产业。

产业优势明显
广元区位独特，市场辐射能

力强。广元位于川陕甘结合部，

素有“千里嘉陵第一城”之称。居

成都、西安、兰州、重庆四大省会

城市和直辖市的交汇中心，是连

接成渝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

区的纽带。

广元市南北交汇特定的地理

位置，造就了其药材资源较强的

区域性、广泛性分布特征。药材

资源十分丰富，是家种药材的适

宜地带。广元市已被科技部、工

信部认定为国家柴胡道地主产

区。另外，广元市中医药工作基

础较好，是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单位。

专业园区形成，产业基础完

善。近年来，广元市根据国家西

部大开发产业政策和国际国内市

场需求，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市

重点培育的特色支柱产业，予以

大力扶持和发展。现已建成特色

医药园区 3 个。广元经开区盘龙

医药工业园占地面积 2200 亩，基

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基本完成。已

有新中方制药、亿明药业等 13 家

企业。

发展面临困难
发展滞后是主要问题。广元

发展基础差、底子薄、经济总量

小、财政收入不足，发展水平与全

国全省相比差距较大。地方推动

中医药产业发展心有余而力不

足，亟须国家层面给予更多资金、

项目等方面的支持。

品种不少但重磅名牌太少。

广元有很多诸如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认证产品等好的中药材，但一

直没有打造成名气响亮的名牌品

种，缺少能够带动全产业链发展、

在国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品

种、大品牌。

企业不少但领军龙头太少。

市内中药种植、加工企业较为分

散，规模普遍较小，既不好做到规

范管理，又不好做到充分整合资

源，缺乏龙头企业标杆带头，极大

制约了产业的良性、快速发展。

技术水平偏低，科技创新较

弱。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程度

较低，种植产出低，由于缺乏高级

专业技术人才、设备，精深加工及

综合开发利用能力薄弱，全产业

链品牌产品建设乏力，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能力不强。

三条发展思路
要建设“秦巴药乡”。建立秦

巴山区标准化中药种养殖集中区

和现代中药仓储物流交易中心。

以广元为中心，辐射陕西汉中、甘

肃陇南、四川巴中等地，以科技支

撑，以品牌为引领，以中药道地

性、标准化和质量溯源为侧重，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养殖业。力争用

5—10 年时间，实现 30—50 个秦

巴山区地道品种规模化种养殖，

培育 10—15 个品质一流、产量占

全国市场份额50%以上的知名品

种；国际性现代中药仓储物流交

易中心基本建成，使川陕革命根

据地、连片贫困地区的秦巴山区

成为全国的优质药材集中供应

地。

培育现代中医药健康产品研

制高地。以秦巴山区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特别是大量药食同源

资源为依托，以广元经开区盘龙

医药工业园和现有医药企业为

基础，以现代中药、传统饮片膏

方、药膳食疗、保健食品、功能食

品、中医保健器械和美容、养颜、

美体等养生产品研发制造为重

点，通过建立秦巴山区中医药健

康产业技术研究院、药食同源研

究院和秦巴山区中医药健康产

业技术联盟等形式，整合社会智

力资源，打造“没有围墙的研究

院”，破解人才、技术匮乏难题。

强力招引各地知名中医药企业，

实现中医药产业的集聚、集约和

链式发展。力争到 2020 年秦巴

山区中医药产业全产业链产值

达 1000 亿元，广元市产值超 200

亿元。

建设秦巴山区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区和示范带。以广元打

造全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为契

机，联合陕西汉中、甘肃陇南和

四川巴中等秦巴山地区城市，统

筹规划、各有侧重，共同打造秦

巴 山 区 中 医 药 健 康 旅 游 示 范

区。中药材种养殖业在搞好标

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建设的同

时，有意规划建设成带观光、科

普、学研以及休闲、娱乐、体验性

的农场式、庄园式基地；把有条

件的中药工业企业打造成旅游

观光企业；在主城区或旅游小镇

有意规划建设一批中医药特色

街区，引进、打造一批中医传承

工作室和中药加工炮制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建设一批中医药文

化博览馆或展示中心，围绕特色

产品和服务开发一批中医药文

化创意产品。依托科技创新、集

中力量打造秦巴山区中医药服

务品牌，要用高品质的“中医药

治疑难杂症”“中医药治未病”

“中医药康复”“中医药养生”和

“特色中医药健康产品”吸引和

留住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世界

知名的中医药文化旅游目的地。

广元中医药发展建言
将广元列为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试验区，并在中医药健康服

务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建设上给予

大力支持和帮助。广元将立足服

务振兴中医药事业发展和健康中

国建设，探索符合医改要求的中

医药发展新模式，以体制机制创

新为核心，挖掘改革潜力，破解发

展难题。

支持广元建设秦巴山区中医

药批发市场或物流中心。充分利

用广元自身的综合交通优势以及

区域内的资源优势，在广元建设

道地药材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

和可追溯的秦巴山区初加工与仓

储物流中心。同时，依托该中心

大力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满足

川陕甘结合部中药市场乃至全国

的市场需求。

支持广元中药材品种纳入国

家道地药材目录。依托贫困地区

中药材产业推进行动，重点将广

元市内大力发展的天麻、柴胡、川

明参、杜仲、茯苓、前胡、葛根、灵

芝等优势品种，以及山葵、僵蚕、

花椒、百合、重楼、金银花、麝香等

特色品种纳入国家道地药材目

录。在广元大力建设道地药材繁

育基地、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开

展规范化临床试验，培育一批名

方大药。

支持广元中医药健康旅游发

展。依托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项目）、医养结合示范

基地和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体建

设，推动广元中医药健康服务与

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大力发展以

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

融中药材种植、加工、中医疗养、

康复、养生、文化传播、商务会展、

中药材科考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医

药健康旅游，支持广元举办“中国

中医药健康旅游年”。

指导广元做好中医药资源保

护和利用。充分挖掘中医药传统

技术，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指导

广元开展对中医药民间特色诊疗

技术的调查、挖掘整理、研究评价

及推广应用，加强对传统制药、鉴

定、炮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的继

承。支持广元建立中药材科技

园、博物馆和药用植物园等保育

基地。

支持广元中医药人才队伍建

设及开展中医药创新工作。建议

支持由高校或科研院所牵头，组

建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等构成的秦巴地区中医药产业战

略联盟。夯实企业作为技术创新

的主体地位，推进中药种植基地、

中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相

关专家结成稳定的帮扶关系，支

持国家下派中医药方面相关专

家、技术人员来广元挂职，引导国

内知名医药企业到广元投资建

厂、基地等，更好发挥专家、企业

的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和产业引

导示范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广元市委书记王菲:

支持秦巴山区中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加强职教实践实训的政策保障力度

本报记者 龚友国

陈智林

王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