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青 卫健宣

昨天，我市发布《常州市推
动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
施方案》。

中医药服务体系
日臻完善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中
医医疗机构达317家，其中有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2家、二级
中医类医院6家，形成一张覆
盖全域的网络体系。“十四
五”以来，全市中医医疗机构
数、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和
中医类别医师数分别增长
47.9%、33.7%和 26.3%，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均
设置中医科，公立中医医院
均建有治未病科、老年病科
和康复科。

另一方面，中医药服务深
入基层，更加方便可及。全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实现中医馆全覆盖，设立基
层名中医工作站38个，积极推
广中医适宜技术。目前所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均能
提供8项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

中医药产业发展
蓬勃向上

近年来，我市已形成了

包括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
制作、中药材商贸物流、中
药品销售及中医药信息咨
询在内的产业链协同发展
模式。

目前，全市有2家中药饮
片生产企业、5家在产中药制
剂药品生产企业。其中，江
苏聚荣中药制剂产品2022年
产值在 2亿元以上。我市将
在此基础上，加强中药种植
养殖、生产、使用全过程管
理，提升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质量，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
化、产业化，促成多元化、多
层次的中医药产业格局。

此外，我市还将大力推进
“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发
展“中医药+旅游”“中医药+
养老”等新业态、新模式，支
持二级以上中医医院与养老
机构合作共建医养联合体，
强化中医药与养老服务衔
接；开发一批“中医药+”温
泉、森林、户外、民宿、旅游等
精品康养线路和旅游产品；
孟河镇以小黄山郊野公园资
源为切入点，以“健康+”生活
中心为核心，融合孟河医派
的中医养生文化，打造小黄
山生态健康生活小镇及中医
康养目的地；传播药膳文化，
鼓励药膳配方、药妆等与中
医适宜技术相关健康产品生
产，推广养生宴项目，促进产
业链进一步延伸。

中医药文化影响
力与日俱增

对内，我市加大中医药健康
科普，全面开展中医药六进工
程，常态化开展“中医药科普宣
传月”“岐黄校园行”“中医家长
课堂”等活动，每年各类义诊、讲
座超百场；创新中医药文化传播
方式，连续多年举办“中医文化
节”等活动，协助拍摄孟河医派
相关纪录片《孟河医派》《本草中
国》和锡剧《一代宗医》等，修建
孟河医派四大家故居、孟河医派
博物馆、王肯堂纪念馆等，开发
中医药文创产品10多种，13项
传统医药类特色技艺创成省、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外，我市加大合作交流，
组织外国友人中医药文化旅
游、参观2000余人次；成立世
界孟河医派发展联盟，举办孟
河医派国际高峰论坛，医派国
内学术交流讲座近百场；在欧
洲、北美挂牌孟河医派海外中
医馆，在法国、英国召开孟河医
派海外发展研讨会，赴巴黎、吉
隆坡举办中医药文化展；承办
发展中国家基层医务人员中医
药国际培训班和欧洲针灸学院
常州研修班；独立组建援马耳
他中医医疗队；签约海外孟河
医派传承人培养基地3个、中
外合作医院2个、战略合作伙
伴1个。

我市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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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洁 夏晨希 图文
报道）6月8日是2024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围绕今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保护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谱写时代华章”
的主题，10日，我市在武进淹城
举行“非比寻常·‘遗’熠生辉”
2024常州非遗消费体验日活
动。活动汇集非遗展示、展演、
展销和儿童体验市集等多种形
式，邀请游客品非遗之味、感非
遗之乐、观非遗之美，共同度过
了一个非遗“联名款”端午节。
当天，全市全域开展了一系列精
彩活动。

16时，阳光不再炙热，夏日
微风渐起。淹城仰淹阙广场上，
少儿街舞《非常·非遗》将活动大
幕拉开。现场发布了新晋常州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武进
区非遗卡通形象，6所非遗特色
学校与非遗项目结对。茅山号
子、调犟牛、儒林威风锣鼓、抖空
竹、遥观鹞灯等非遗民俗表演，
让现场观众大开眼界。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阳湖拳演出时，台
下喝彩不断，不少人直呼过瘾。

园外活动缤纷。16时到20
时，以“非遗好物荟”“非遗DIY
荟”“少年拾‘遗’荟”“非遗里的
花火淹城”四大板块，将超50项
动静结合的非遗汇集在淹城仰

淹阙广场。值得一提的是，“少
年拾‘遗’荟”的国风摊主都是
全市各非遗特色学校的学生。
据悉，非遗特色学校将非遗纳
入课程体系，邀请传承人开设
专门课程，让学生们深度体验
非遗魅力。一个个摊位上，留
青竹刻、烙画、剪纸、飘漆、漆
扇、堆花糕团、提面人、蓝染扎
染等非遗作品琳琅满目。龙锦
学校的小摊主指着自己做的扎
染布艺告诉记者：“我学过扎
染、竹刻，课程非常有趣，既能
了解历史，又能动手制作。我
希望学校可以一直开设非遗课
程。”

园内同样精彩。19时30

分，淹城春秋乐园全新原创史诗
级《屈原颂》首度亮相，在重现盛
楚乐章的同时，令观众感怀屈原
赤子情怀。19时50分，一场璀
璨夺目的“打铁花”将活动推至
高潮。全新升级的“打铁花”在
2层错落的高低舞台上，以每分
钟10次的击打频率，持续泼洒
出璀璨耀目的花火。在火花节
目之前，醒狮、变脸、喷火等表
演轮番上阵，打造出难得一见
的非遗同框，场面恢宏，美不胜
收。

据悉，目前我市已有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1个、
国家级项目14个、省级项目92
个、市级项目190个。

品非遗之味，感非遗之乐，观非遗之美

2024常州非遗消费体验日在淹城举行

本报讯（常人社 秋冰）记
者昨日获悉，我市全面启动“赋
能新质生产力 彰显人就新作
为”专项行动，着重从优化人力
资源供给、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营造良好
发展氛围四个方面发力，推出
了12项创新举措，让优秀人才
在常州遇见和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在优化人力资源供给上，
我市持续拓宽多元招聘渠道，
依托“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
平台、“苏心聘”小程序，采集发
布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线下招
聘求职活动，定期举办新能源、
合成生物、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等行业专场招聘等活动，为新
质生产力企业与求职者之间搭
建沟通桥梁。深化青年就业见
习合作，计划全年新增新质生
产力领域就业见习基地20家
以上，开发新质生产力领域企
业见习岗位2500个以上，组织
不少于1500名青年到新质生
产力领域企业参加见习。围绕
我市“名城名校合作行、创新创
业赢未来”系列活动，开展“校
地、校企”对接，深入实施“名校
优才引进计划”校园巡回引才
活动和“青春留常”计划。同
时，整合各方数据资源，建设涵
盖人力资源总览图、流动图、行
业图、补贴图、供需图、监测图
等“六位一体”的全市人力资源
大地图，实时分析监测全市人
力资源、企业用工、人才引留等
情况，为新质生产力数字赋能。

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上，
我市将持续落实减负纾困政
策，对新质生产力领域企业延
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政策，全面落实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深化落实“苏岗
贷”项目，优先向合作银行推荐
吸纳就业多、稳岗效果好且用
工规范的新质生产力企业，协
助合作银行精准投放信用贷
款，助推企业生产运营能力。

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
我市全面支持创业基地优先吸
纳新质生产力领域相关创业项
目，强化新赛道创业服务队伍
建设，在政策落实、人才引进、
技术对接、金融支持等方面全
力做好全周期服务，打造优质
创新创业生态。聚焦专精特
新、合成生物、新能源和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领域，精选400家
重点企业，以用工需求调查为
抓手，以用工服务专员队伍为
主体，为重点企业提供“一对
一”“面对面”的定制化用工服
务。同时，推动更多人就服务
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最多跑一次”等场景应用，减
少办事环节、申请材料、办理
时间和跑动次数，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聚焦“加快锻造新质
生产力、催生发展新动能”新
形势新要求，共建“人就红盟”
党建联盟，持续擦亮“常爱人
才、幸福就业”人就党建品牌，
放大党建联盟联动效应，写好
党建赋能的“大文章”，助力新
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我市启动专项行动——

赋能新质生产力，彰显人就新作为

本报讯（宛新 图文报道）6
月8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常
州系列重要活动之一，天艺艺术
馆暨狄静乱针绣大庙弄馆在大
庙弄·青年里焕新亮相。

乱针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常州的城市文化
名片。1999年，乱针绣省级非
遗传承人狄静在大庙弄创立了
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乱针

绣工作室。
2021年，大庙弄片区启动

改造，狄静乱针绣工作室暂时
搬离。随着街区改造完成，工
作室回归大庙弄。新的工作室
将乱针绣文化与改造后的大庙
弄·青年里街区资源、相关业
态、周边产业相结合，将艺术馆
打造成为集乱针绣展示、游艺、
集市、文创、生产等于一体的文
旅新业态。

狄静乱针绣工作室回归大庙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