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中医函〔2023〕805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开展第二批（2022 年）省级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
评估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化和旅游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

事业局，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省中医药科学院：

为贯彻《福建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福建省

“十四五”中医药健康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建设一批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省卫健委、省文旅厅于 2022 年确定了第二批

16 家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见附件 1，以下简

称“基地建设单位”）。经研究，决定开展相关评估认定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时间

2023 年 5 月-6 月。

二、评估范围

第二批（2022 年）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全

部参与评估。

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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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安排

（一）基地自评（2023 年 5月 10 日-25 日）

1.各基地建设单位对照《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基

本标准（2017 版）》（附件 2），从内涵建设、场地设施、开放接待、

经费投入、工作队伍、宣传教育活动等方面进行全面自评，填写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自评表》（附件 3）；

2.各基地建设单位精选报送 1个中医药文化活动案例，活动

形式不限，文字材料不超过 1500 字，可附图片、视频等材料。

（二）市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核（2023年5月26日-30日）

各市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各基地建设单位自评情况

进行审核，在自评表上填写审核意见和建议评估结果，并形成本

地区基地建设工作报告，研究分析有益做法、经验、存在不足等，

提出意见建议。

（三）实地评估（2023 年 6月）

省卫健委、省文旅厅依据各地自评结果，抽调专家开展实地

评估。

四、评估结果

根据对各申报单位材料审核情况和实地检查情况，经评估确

认合格的，确定为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并给授予牌。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鼓励其继续完善、规范，再申请评估。

五、其他事宜



— 3 —

（一）各基地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做好

评估认定准备工作。

（二）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社会事业局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将工作报告、各基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自

评表》（包括盖章扫描版）和活动案例以电子版形式报送我办。

联系人：李艳

联系电话：0591-87816295

电子邮箱：fjswstzyc@126.com

附件：1.第二批（2022 年）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建设单位名单

2.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标准（2017

版）

3.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自评表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3 年 5月 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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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批（2022年）福建省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

壶山林氏中医药文化园(主管单位：福州壶山医学研究所)

修园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福建修园堂康养集

团有限公司)

福建永同惠中医药非遗文化创意园(主管单位：福建永同惠中医

药发展有限公司)

鑫美园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闽特农（厦门）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沙县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三明市沙县区中医院)

泰宁县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泰宁县中医院)

明溪县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明溪县中医院)

泉州中医流派文化宣传基地(主管单位：泉州市中医院)

泉秀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晋江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晋江市中医院)

南安中医药文化园(主管单位：南安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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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泰翁婆峰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漳州市长泰区

岩溪镇石铭村村民委员会)

上杭蛟洋红军医院文化园(主管单位：上杭县蛟洋镇人民政府)

龙岩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主管单位：龙岩市中医院)

建阳宋慈纪念园(主管单位：南平市建阳区崇雒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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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标准

一、范围

《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标准》（以下简称

《标准》）适用于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二、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建设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发〔2005〕33号）《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等有关文件要求，制

定本标准。

三、功能

中医药文化基地是传承、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平台，是宣传

中医药文化的阵地，是中医药工作者、院校学生接受中医药传

统文化和医德医风教育的课堂，是向人民群众普及中医药知识、

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的窗口。

四、形式

中医药文化基地以各类中医药资源为依托，以多种形式为

载体，紧密围绕中医药文化主题和特色开展工作。凡符合基地

标准和要求、具备成熟完善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功能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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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医药文化显著特色、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医药相

关机构，均可开展基地建设，例如，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历

史遗迹遗址、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的中医药文化展

馆、中药企业（包括生产、种植、养殖、加工等企业）、中医药

养生体验馆等。

鼓励和支持具有创新价值的机构形式开展基地建设，不断

拓展中医药文化基地的内涵，丰富基地展示的形式和手段，扩

大中医药文化基地的社会影响力。

五、标准

（一）具备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涵，具有与本基地相关并

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典故、传说、事迹等，具有对其进行深入

挖掘、整理和研究的能力；

（二）以展示中医药文化为主题，要突出本基地的特色和

优势，开展有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服务；具备专门的中医药

文化专题展示场所，场所面积须适应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中医

药文化科普需求，一般不少于 300平米；

（三）具备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所需的配套设施

和外围环境，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完善、更新；

（四）面向社会开放，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

响力，具有相应的接待能力，每年接待参观不少于 8000人次，

每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200天；

（五）能够结合本基地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具有一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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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力的中医药文化宣传和学术交流活动，每年不少于 4次；

（六）具备专业的宣教队伍，宣教人员应具备中医药类专

业学历或接受过专门的中医药知识培训；

（七）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或网页，内容丰

富，制作精美，形式生动活泼，更新及时；

（八）具有与本基地相关的文化产品，产品（如研究论著、

科普读物、综合画册、音像制品、导游图和导游材料等）中医

药特色突出，内容丰富，适时更新，有本基地的特色；

（九）设有专门的中医药文化基地管理部门，配有专职管

理人员，能够对基地建设、运行、维护开展日常管理；

（十）具备健全规范的中医药文化基地管理制度，每年度

均制定基地工作计划，按时上报年度自查自评报告；

（十一）具备保护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基地的经费和保障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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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自评表

基地名称 基地类别

自 评

情 况

（从内涵建设、场地设施、开放接待、经费投入、工作队

伍、宣传教育活动等方面逐项填写）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可另附页）

省级中医

药主管部

门审核意

见和建议

评估结果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