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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擦亮太极拳品牌 致力打造世界太极城

A04 主编：袁芳 责编：刘继忠 校对：崔俊萍 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政经·关注

□大象新闻记者 李桂苹/文图
近年来，焦作市充分利用太极拳

地缘和文化资源优势，坚持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太极拳理论研
究、推广普及、赛事竞技、产业发展等
方面的协调发展，全力打造“世界太
极城”，让这一古老拳术在新时代焕
发更加绚烂的光彩。

◎科学设计谋划
筑牢传承发展基础
2016年，焦作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提出建设“世界太极城 中国养生
地”的目标，随后在 2021 年的市十
二次党代会上进一步提出打造“山
水富城 文武福地”的战略规划，将
太极拳发展深度融入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布局；并出台了我国首
部关于太极拳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焦作市太极拳保护和发展条例》，
制定《加快太极拳发展战略规划》等
文件，每年安排1000万元太极拳发
展专项扶持资金，为太极拳的保护、
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
保障和资金支持。

◎深度挖掘整理
理论研究助力发展创新
挖掘整理历史文献。先后整理

出版《太极拳普及读本》《太极拳系列
丛书》等120余部太极拳书籍，以及
300余套各类音像教材。设立国家级
研究机构。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太
极拳专项委员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太极拳专业委员会、国家
武术研究院太极文化研究中心相继
在焦作挂牌成立。建立数字化实验
室。在河南理工大学建立了国内首
家以太极拳为核心的非遗研究与实
践平台——太极拳实验室，专注于太
极拳健康功能研究。目前，实验室已
通过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重点
实验室验收。

同时，搭建权威发布平台。先
后举办了三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
高峰论坛和 2023 年第三届太极科
学论坛暨世界太极非遗传承人展
演，为全球太极拳爱好者搭建了高
层次对话平台，有效提升了太极拳
的国际影响力。

◎创新传播形式
实现全球联动互融
焦作市在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

阶段推广少儿太极操，四年级至六年
级阶段推广太极拳八法五步，初中阶
段推广陈式26式太极拳。编制《太极
推手十八法》，并配套教材和视频，为
武馆、武校提供统一的专业培训标
准。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太极拳
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
农村、进家庭活动，每年组织县（市、
区）和体育社会组织举办各级各类武
术展示交流活动200余次。目前，全
市习练太极拳人数达到百万余人，为
国家和省级推广普及太极拳运动提
供了丰富的调研样本和实践基础。

2015年发起组织了“共享太极
共享健康”世界百万太极拳爱好者共
同演练活动，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7年组织“世界百城千万人太极拳
集中展演活动”，全球参与人数超
1000万；2019年的“一带一路”太极
行活动吸引国外36个城市、国内200
多个城市超百万名太极拳爱好者参
与；2025年3月21日，成功举办首届

“亚洲太极拳日”展示活动。并借助
互联网优势，打造云端太极拳直播平
台，打破地域限制，为太极拳文化交
流提供广阔空间。

◎完善培养体系
构建多元人才梯队层次
焦作加快拳馆场所建设，并在多

所高校开设太极拳专业。全市现有
太极拳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
家，省市级展示传习展馆7个，规模馆
校30多家，每年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员近万人。加强教练员队伍培养，
壮大太极拳裁判员队伍，推进人才认
定与段位考评，制定出台太极拳人才
管理办法，成立国家太极拳段位考评
点……一系列措施完善培养体系，构
建多元人才梯队层次。

◎精品赛事引领
体旅协同赋能产业融合
两年一届的中国·焦作国际太极

拳大赛自2000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十
一届，荣获“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卓越节事
奖”等多项荣誉。2020年被文化和旅
游部列入深受“一带一路”倡议沿线
国家游客喜爱的十佳精品线路。
2023年，焦作市连续第六次获得“全
国十佳体育旅游目的地”称号，陈家
沟太极拳文化旅游区被评为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

未来，焦作市将持续推动太极拳
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太极拳这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
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河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贡献焦作力量。

创新源头活水来
——省药监局大力培育发展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质生产力观察之二

日前，在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检验医学博物馆内，企业自
主研发的实验室流水线系列产品引来
众人关注。据了解，安图生物已获得
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备案）
证 850 项（其中三类医疗器械 165
项），欧盟CE认证产品640项，成为
业内注册文号最多、产品线最全面的
企业之一。

安图生物实现了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企业到本行业全国龙头的跨越。
这是省药监局创新监管思维，以政务
服务“软实力”构筑产业发展“硬支撑”
取得明显成效的一个缩影。

“我们聚焦省委、省政府和国家药
监局的决策部署，下非常之功服务大
局；聚焦药品监管法定职责，以担当之
举守牢底线；聚焦经营主体关切诉求，
以服务之效助推发展。在此基础上，
我们全面加强要素保障，深化一流营
商环境建设，助推医药企业强化产品
研发，培育知名品牌，不断向产业链、
价值链高端攀升。”省药监局党组书
记、局长田文才说。

悄然之变正在发生，药监部门对
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看得见摸得着：

2023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中，
我省华兰生物、羚锐制药、安图生物3
家企业入选，入榜数量创历史最好纪
录。2024年度，全省114个品规药品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新界定16个
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产品，15个创新
医疗器械产品获准注册。

去年10月17日，国内首个图文
眼科大模型在郑州发布。视微影像
（河南）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两款高端
眼科影像检查仪器与国内外同行相
比，实现了国产医疗器械上市即“领
跑”的历史性超越。作为领先全球的
独家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三
甲医院，美国哈佛医学院、欧盟多国眼
科研究所均有订购。

“产品销售伊始就呈现出‘开门
红’的良好态势，得益于省药监局给
予的全链条指导服务。”视微影像董
事长彭先兆激动地说。视微影像未
来将与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院合
作，在眼科医疗仪器检验检测等国
内空白领域制定行业标准，服务行
业发展。

“我们推出应用于胸外、泌尿、妇
科、普外科等科室的3D（4K）荧光智

能内镜系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
产品注册申报过程中，省药监局对
我们在产品研发、注册申报、上市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都进行了法规
政策解答，给予了专业的指导，让我
们多走‘捷径’，少走弯路。”河南印
何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元
国说。

把创新摆在逻辑的起点，厚植发
展沃土，在医药产业“新”赛道上不断
展现新作为。近年来，省药监局围绕
省委、省政府关于“7+28+N”产业链
群建设这一总体布局，着力培育壮大
生物医药产业链、高端医疗器械及卫
材产业链。

释放政策“红利”，点燃创新“引
擎”。省药监局先后印发《关于促进
我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优化提升审批服务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助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行动方案》《深化“三件事”
办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等
系列政策文件，为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赋能助力。

放眼重点领域，支持全省生物医
药和医疗器械领域新产品、新技术创

新发展，省药监局建立和完善服务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品研发的工
作机制，实行药品、医疗器械“重点
项目跟踪制”，建立品种清单，“一
对一”提供研发、检验检测、临床试
验、注册、生产、上市等全过程服
务。

主动创新服务，优化审评审批机
制，行政许可事项和其他政务服务事
项实行网上申请，对启动创新药物临
床试验的优先办理相关行政许可事
项；将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评工作前
置，“串联”改“并联”，有效缩短医疗器
械注册周期。

一项项服务政策相继出台，一件
件惠企举措扎实有力。

深化改革创新，厚植产业优势。
省药监局一以贯之，不断强化政策供
给，真正让企业体会到“合身”“解渴”

“有感”的服务，积极营造有利于医药
产业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培育研发
更多药械细分领域的拳头产品，让科
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高
品质生活。

侯群华 陆诗秦 王少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