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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医带动中药 以中药促进发展

中医药为啥成了沂源经济发展突破口
9月1日上午，一场以中医药

为主题的大会，在淄博市沂源县
举行。

其中一项主要议程，是为三
个项目集中揭牌——— 中医日间
诊疗中心、颈肩腰腿痛诊疗康复
中心、颈肩腰腿痛诊疗师彬工作
室。沂源县颈肩腰腿痛诊疗电
子地图也同时启动。

可以看到，会议目的，既着
眼于增加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
供给，让百姓享受到更加便捷、
经济实惠的中医药服务，也展现
了沂源县强化中医药传承保护，
健全中医药产业链，做大做强中
医药产业的决心。

以中医带动中药，以中药促
进发展。显然，在沂源，中医药
正成为改善民生品质，促进经济
发展的突破口。

这不仅缘于沂源县具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更缘于当地
政府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医、中
药不仅是一种治病的手段，更是
一种融入民族基因的生活方式。
中医强调“治未病”，因其在治疗
慢性病、调整亚健康、养生保健
等方面的优势作用，在当今越来
越受到国人的重视。

毋庸置疑，基层是中医药服
务群众的主阵地。中医药服务，
必须让基层群众“触手可及”。

全县乡村医生中，“能中会
西”人员达到80%以上；在非中
医类医疗机构，全部设置中医
科、国医堂；全县能够提供包括
中药饮片、艾灸、熏蒸在内的10
类、26项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全
部社区卫生服务站和85%的村
卫生室，能够提供4类以上中医
药适宜技术……

近年来，沂源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不断强化
组织保障，完善中医药三级网络
服务体系，统筹推进中医药诊
疗、学科、人才、产业协调发展，
创新沂源特色服务模式，全县中
医药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2019年，沂源县被评为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
务，沂源县成立了中医药专科联
盟医联体，实现了3家县直医疗
机构、12家卫生院和98家村卫生
室的三级联动和有机整合，在全
县15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建立
扁鹊国医堂。今年以来，全县各
级国医堂已累计服务群众达21
万余人次。

为充分发挥县级医院的县
域龙头和城乡纽带作用，沂源县
创新建设县颈肩腰腿痛诊疗康
复中心，着力打造以县中医院为

诊疗中心、12家镇卫生院国医堂
为服务站点、100处中心村卫生
室网点的“1+12+100+N”的服
务体系，在全县开展颈肩腰腿痛
患者筛查和诊疗康复行动，着力
解决了严重影响山区群众生活
质量这一“缓”情。

将传统中医诊疗技术与现
代医学手段充分融合，率先在全
市区县级中医院中开设中医日
间诊疗中心，采用针灸、推拿、理
疗等中医特色诊疗技术进行施
治。住院患者非治疗期间可离
院，并享受住院医保报销政策，
为患者灵活就诊提供了极大
便利。

淄博是中医药学的主要起
源地，发展中医药产业，沂源县
更是独具优势。

沂源地处“齐鲁之心”，位于
“山东屋脊”，拥有独特的地形地
貌和良好的生态资源，县域内药
用动植物556种，其中，药用植物
521种，具备中医药发展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

近年来，在政府部门扶持推
动下，全县中药材种植规模不断
扩大，面积达到1万余亩，30多个
中药材种植村达到200亩以上规
模，有13家中药材种植销售专业
合作社及企业，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列为国家中药材种植示范基
地。中药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现
有中成药生产企业4家，可生产原
料药、粉针剂、颗粒剂等十几个剂

型，近400个品种规格的产品和丹
参、黄芩、桔梗等286个中药饮片
注册备案生产品种。中药材产业
成为继水果、畜牧、蔬菜之后的第
四大农业主导产业。

很少有哪个产业，像中医药
产业这样，能与当地经济和社会
各个方面高度融合。结合全域
旅游，在神农药谷建成省级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与高校
建立中医药产业合作关系，加快
中医药产品研发注册，反过来促
进了中药材的种植规模……沂
源县的实践证明，通过发展中药
产业带动制药产业，促进种植产
业，推动科技进步，而种植产业
又提高了生态水准，这无疑是值
得大力倡导的绿色发展之路。

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给沂源
人民带来的是健康，是财富，是
高品质的生活。发展中医药产
业，不仅是提升民生品质的着力
点，也成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
传承中医促发展，创新突破开新
局。在沂源，通过夯实中医药服
务阵地，筑牢基层医疗机构根
基，中医药正彰显其时代价值。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晓明 孙玲玲 王超
通讯员 王刚

淄博公布2021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

通过审计移送重大问题线索48件

淄博9月1日讯 9月1日，淄
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

“走在前 开新局”主题系列新闻
发布会第十三场，邀请淄博市审
计局负责人向社会发布了淄博
市2021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

据介绍，淄博全面落实减税
降费政策，全市全年新增减负
41.89亿元，市级整合设立高质
量发展资金25.71亿元，推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四强”产业加

快壮大、新经济加速崛起。免收
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2021年
新增政府性融资担保费，较年初
增长3.07倍。在全国地市级层
面首创推出“技改专项贷”，向
168个技改项目发放贷款21.66
亿元。全市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80.9%，27项民生实事顺利实
施。落实教育支出107.32亿元、
新冠疫情防控资金9.07亿元，整
合设立乡村振兴重大专项45.4
亿元。

审计中发现，部分上级转移
支付资金未及时分配使用，如
市级2020年以前结转的上级转
移支付资金还余1462.85万元
未分配使用；部分财政存量资

金未及时统筹使用，8个部门单
位上级补助、项目支出等结转
结余资金未上缴财政793.28万
元。审计中聚焦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关注一般性支出压减、

“三公”经费支出等情况。审计
发现4个部门单位基本支出挤
占项目支出、无预算支出宣传
费等88.11万元；13个部门单位
公务接待费、会议费未严格执
行“一次一结”制度，共计86次，
涉及资金16.29万元；6个部门
单位存在超标准支付车辆租赁
费、未严格执行公务用车定点
社会化租赁制度等问题。

在市级预算执行审计方面，
主要反映了财政资源统筹能力

有待提高、个别部门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不到位、全面预算绩效管
理仍需加强等问题。重大政策
措施落实及专项审计方面，主要
反映了部分项目进展缓慢、资金
效益有待提升、节水工程部分标
段未按设计方案施工等问题。
高品质民生建设审计方面，主要
反映了部分项目目标未全部按
期完成、项目绩效未达预期等问
题。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方面，主
要反映了国有企业部分重点改
革事项推进缓慢，行政事业单位
部分国有资产登记、处置不规
范，土地、水资源管理不到位等
问题。政府重点投资项目审计
方面，4个已竣工交付使用项目

复审审减工程造价1.44亿元，5
个在建工程项目查出应缴未缴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未进行竣
工财务决算等问题。对审计查
出的问题，审计机关依法出具审
计报告，下达审计决定，并移送
重大问题线索48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见习记者 王
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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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领导调研基层中医诊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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