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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中医药产业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医疗价值的资源,正在

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中医药产业可以助农增收致富,弘扬中医药文

化,促进农村文明建设与和谐发展。赓续中医药血脉,传承传统文化基因,赋能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本文从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与意义、面临挑战、实施途径 3 个方面进

行研究,探索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以期为中医药与现代农业优势互补、 跨界融合、相互

协调,协同发展,形成新形势下农业发展新业态,为实现国家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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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as a resource with 

deep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ique medical valu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armer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can help farmers to increase and become rich, promote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Continuing the blo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genes,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to help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acing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channel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to help rural 

rejuvenation and development. ,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ming a new business format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villages in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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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增强中医药发展动

力、提高中医药发展效益、营造中医药发展良好环境等战略部

署,指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要加强乡村中医药服务[1]。中医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拥有悠久的历史,承载了中华优秀文

化传统,不仅在医疗保健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促进经济发

展、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中

医药产业来源于自然、成熟于乡野的天然禀赋注定其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大有可为,可以充当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在保健、疾病

预防和治疗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随着国家对中医药振

兴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中医药产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多元

化、提升农民健康水平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 

将中医药产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实施中医药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直接对接国家2050年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战略目标大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本文将在此

背景下挖掘和发挥中医药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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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与意义、面临挑战、实

施途径3个角度进行阐述,以期实现融合中医药产业资源优势,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对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与意义 

中医药源于民间是我国特色的卫生资源、文化资源、经济

资源、科技资源和生态资源,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药具有

重视整体、强调个体化、使用简便等特点,是农村基本医疗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中医药更应发挥具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的优势。[2]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乡村振兴战略内

涵丰富,涉及乡村发展的经济、文化及组织等领域,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医药特色产业

有利于优化农村经济产业结构,促进扶贫方式的转变,增加农民

收入。中医药有利于指导农民治病祛疾、养生保健,促进身心健

康,其疗法是人们调和身心和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恶化的概率且副作用小[3]。中医药产业能促进乡村文

明建设与和谐,在助力乡村振兴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绿水青山

和巩固脱贫成果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见,中医药产业是助力

农业兴旺、农村文明和农民富裕等方面的重要抓手,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切实用中医药产业的服务模式来助力乡村

振兴,既能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也能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4] 

2 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 

中医药产业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时体现了一定的地方性

与独特性,将二者融合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探

索和挖掘。中医药产业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存在

一定程度上的落后[6],一定程度存在高质量供给不够、人才总量

不足、发展特色不突出等问题。中医药服务体系不健全,高层次

中医药人才不足,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较低,严重制约中医药特

色优势发挥。同时,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储备条件等方面缺乏专

业性的指导、论证与统筹规划。此外,中医药文化供给和群众性

活动多样性较差,服务群众健康需要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

方法获得途径不够便捷,社会认知度有待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承

不足,文化作品数量少,与现代技术结合度不高,传播途径和范

围有限。乡村地区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芳草之间必有良药,可见

中药材的种类较为丰富,尤其是一些“冷背药材”需要大力挖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种植,

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跟风。 

3 中医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3.1整合中医药资源,强化人才队伍培养 

整合中医药资源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升农村经济水平

的关键。人才供给是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建设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是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保障。农村地区技术人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是医养结合可持

续实施的基础,是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主体。中医药医疗技术人才

培养途径多样,可以通过深化高校的中医药教育改革,不断完善

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养体系,打造专业化中医药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适宜技术人才培养中心；可以加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进

驻,组建科研团队,构建合理的中医药人才梯队；还可以通过校

企合作、政企合作、高校与乡村帮扶等多种形式发展职业教育、

“互联网+”继续教育,多途径提升中医药从业人员能力和技术

水平。高校作为智力支持系统为乡村培育新型技能农民[7],提供

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开展送医送药下乡活动,促进产学研医协

同发展,还可大力支持在岗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

规划其职业晋升空间,培养职业归属感。[8] 

3.2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农村文明建设与和谐 

中医药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其“天人合

一”、“阴阳平衡”等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加大中

医药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力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健康意识,

更能引导农民树立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深入挖掘并传承中医药

文化的时代价值,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可以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资源,有利于促进乡风文

明的建设与和谐,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坚持把中医药文化全方位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扎实开展中医

药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

“六进”活动,通过普及中医药知识,充分挖掘中医药在养生、

保健、防病、治病等方面的价值,让人民群众了解并认同中医

药文化,积极弘扬中医药文化,有利于与挖掘地方性“道地药材”

形成产业品牌资源优势,同时还可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

药的健康需求和精神需求,遵循自然规律,从而推动农村文明

建设。 

3.3发展中医药农业,助农增收致富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9]。”农业

是乡村地区最主要的产业,然而中医药产业与农业又有着不可

分割的密切关系,传统的中医药农业不容易让农民致富,因此必

须发展新型的中医药产业。中医药种植是助农增收的重要途径

之一,将中医药理论技术结合区域特色,形成地域特色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中医药的生产基地。农村产业融合要符合产业发

展的规律,体现现代农业多重效益,培育多元融合主体,发展

多类型融合机制,完善多渠道融合服务,基于不同区域的独特

资源禀赋条件,利用特色产品引领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在

合理种植中药材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地方属性与品质的道地药

材。协同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中医药研学、中药材博览园,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等产业,立足资源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

产业,将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和一、

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催生集聚效应和行业合力,奋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核心增长极,加快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多模式农业新业

态[10]。 

4 结语 



中医药研究前沿 
第 6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374(P) / 2705-1382(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3 

Frontiers of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中医中药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独特的学科,蕴藏着巨大的

发展潜力,作为朝阳产业之一,正以独特的优势较快的发展。在

“乡村振兴”背景趋势下,中医药产业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传

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在“大健康”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多元融合,

跨学科、多行业领域广泛开展交流与合作、创新与发展,以创新

驱动作为指导战略,增强产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引

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推动

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对于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和助力乡村振兴,

具有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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