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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中医院

护士到家解民忧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抓实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南阳艾地方标准发布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刘 超 韩 雪）5 月 12 日，
记 者 从 第 六 届 中 国 艾 产 业 发
展大会上获悉，《南阳艾种植
技术规范》《南阳艾》《南阳艾
艾绒》《社会艾灸馆建设规范》

《南阳艾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规范》等 5 项南阳艾地方标准
发布。

近年来，为了加速推动艾
草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南
阳市委、市政府把制定完善艾

草产业地方标准作为“标准南
阳”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标准
引领，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监管
职能，发挥技术优势，积极构建
推 动 艾 草 高 质 量 发 展 标 准 体
系；结合产业链企业发展需求，
加强南阳艾地方标准制定，规
范艾草种植、加工、生产、仓储、
服务技术标准，保障艾草产业
链标准供给，破解产业发展瓶
颈，不断促进艾草产业高质量
发展。经过艾草产业地方标准

评估立项、起草研制、征求意
见、专家审查、审核批准等标准
制定程序，这 5 项南阳市地方
标准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批准备案。

这 5 项 地 方 标 准 发 布 实
施，为规范南阳市艾草产业发
展提供了标准依据，进一步促
进南阳艾草种植加工、原材料、
艾产品及艾灸服务等产业链健
康发展，不断提升艾产品质量
档次和转型升级，为南阳艾草

产业做大做强、打响“南阳艾”
品牌、打造“世界艾乡”提供标
准支撑。

截至目前，南阳艾产业标
准 体 系 已 拥 有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2 项、南阳市地方标准 5 项、
团体标准 9 项、企业标准 6644
项，推动南阳艾草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标准体系已基本形成，
必将有力助推“南阳百亿级艾
草产业”焕发新活力、增创新
优势。

本报讯 （记者刘 旸）在日
前 召 开 的 2023 年 全 省 中 医 工
作会议上，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高位谋划、医教协
同、引育并举，形成全链条中
医 药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的 具 体 做
法，受到与会人员关注。

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健 全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机
制，先后出台了《优秀中青年
传 承 型 中 医 药 人 才 和 优 秀 医
疗 技 术 人 才 培 养 实 施 方 案》

《 引 进 高 层 次 人 才 暂 行 办
法》《博 士 引 进 办 法》《博 士
后 研 究 人 员 管 理 办 法》《区
域 诊 疗 中 心 专 职 科 研 岗 位 设
置及管理暂行办法》《博士后
导师遴选及管理办法》等一系
列文件。

同时，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 属 医 院 依 托 中 西 医 结 合
学院、儿科医学院、康复医学
院 、护 理 学 院 等 4 个 教 学 院
系，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康复技术
4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以及
1 个 一 级 学 科 博 士 授 予 点 、3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予点、29 个
国 家 命 名 的 全 国 名 老 中 医 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国家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重点专业基地、国家
中 医 临 床 教 学 培 训 示 范 中 心
等育人平台，建立了医、教、研
深度融合的育人机制，形成了

“本-硕-博、博士后、师承、规

培、继续教育”全链条中医药
人才培养体系。

长期以来，河南中医药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还 坚 持 引 进
与 培 养 相 结 合 、重 点 培 养 与
普 遍 提 高 相 结 合 的 原 则 ，依
托 国 家 、省 内 高 层 次 人 才 计
划，着力引进培养中医药高层
次人才。

目前，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 属 医 院 已 自 主 培 养 国 医
大师 2 名、全国中医药高等学

校 教 学 名 师 2 名 、长 江 学 者 1
名、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 1 名、“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 2 名、国家青年拔尖
人才 1 名、全国名中医 4 名、岐
黄工程首席科学家 1 名、岐黄
学者 5 名、青年岐黄学者 3 名；
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2 个，全
职引进特聘教授 4 人，柔性引
进 特 聘 教 授 40 人 ，逐 步 形 成
了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的“蓄水
池”和“成才摇篮”。

↑5月9日，叶县中医院医务人员为村民进行艾灸。当
天，该院组织治未病科的中医专家及护理人员到常村镇杨
令庄开展中医药文化进基层活动。此次义诊宣教活动是该
院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进单位、进社区”活动中的一项内
容。该院通过健康宣教和义诊，将中医药适宜技术延伸到
院外，提高群众的健康素养，做到未病先防。

王 平 常静谭/摄

本报讯 （记者丁宏
伟 通讯员王现超 许永
彦）记者 5 月 15 日从平舆
县中医院获悉，该院深化

“互联网+医疗健康”，不
断提升优质护理服务内
涵，在做好住院患者医疗
服务的同时，借助网络平
台，为居家行动不便的患
者提供“线上预约、线下
上门”护理服务。

平舆县中医院遴选
180余名专业技术过硬的

护 理 骨 干 ，组 建“ 互 联
网+护士到家”专业服务
团队，为患者提供基础护
理、母婴护理、专科护理、
中医护理、检查检验等五
大类共 83 项服务项目，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 便 捷 的 优 质 医 疗 服
务。居民在家打开手机，
按照预约流程操作，护士
就会提供上门服务，真正
实现“人在家中坐，护理
上门来”。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朱晓晴）记者从漯河市中
医院获悉，该院举办“中药叶
画”创意大赛活动，弘扬中医药
文化，加强中医护理内涵建设，
丰富全院护理人员的文化生
活，提升护理团队的凝聚力。
全院共有 19 个科室的 37 件作
品参加比赛。

5 月 9 日下午，漯河市中医
院在门诊大厅开展现场评比。
该院副院长程华东、楚中亚，以
及护理部、医务科、药学部、制
剂室等科室专家担任评委。

连日来，漯河市中医院护
理人员积极开展团队协作，用
多种中药材创作出一幅幅精美
的画作。这些作品将传统文化
很好地展现到群众面前，有蕴
含经典的中医方剂，有饱满的
爱国热情，也有抗疫中的感人
瞬间，让现场评委和群众眼前
一亮。

根据现场评比和前期的网
络投票结果，漯河市中医院共评
出一等奖2个、二等奖4个、三等
奖6个、优秀奖作品8个。

此次“中药叶画”创意大
赛弘扬了中医药文化，提升了
中医护理内涵。

漯河市中医院将坚持把中
医药特色优势应用于临床护
理，服务群众健康。 ↑近日，信阳市中医院医务人员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5月8日~12日，该院护理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继

承南丁格尔精神，弘扬中医药文化。在活动现场，该院医务人员免费为前来咨询的群众测量血压、血糖、血氧饱和度，发放
健康宣教资料，现场演示八段锦。其中，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备受群众喜爱。在活动现场，肩颈痛、腰酸背痛、慢性关节炎等
疾病患者排队体验耳穴压豆、火龙罐、刮痧、针灸等服务项目。

王明杰 王晓薇 周晶晶/摄

本报讯 （记 者 李 志 刚
通讯员苏 静）近日，荥阳市
中医院举办护理创新大赛，
以创新带动护理管理和护理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层层筛选，入围本
次护理创新大赛决赛的创
新项目共有 13 个。这些项
目有对护理技巧和护理器
械的改进，也有对护理方法
和护理技术的创新，还有节
约护理成本、提高护理效率
的小窍门。护理创新小能
手们积极改进护理方法、改
良 护 理 用 具 、优 化 护 理 流
程、规范护理管理等，保障
了患者安全，提升了护理质
量和效率。

决赛现场气氛热烈，13

位 选 手 逐 一 登 台 ，激 情 演
讲，清晰而生动地演绎每件
作 品 的 创 作 目 的 、创 作 过
程、用途等。评委们从创新
性、改进度、科学性、实用性
等方面对每件创新作品进
行现场打分，最终评出了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此次创新大赛不仅展示
了荥阳市中医院护理人员在
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体
现了该院护理人员理论联系
实际、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
时代精神。该院护理人员将
护理创新成果积极应用于临
床，让创新的种子发芽、开
花、结果，推动该院护理学科
快速发展，以便为群众提供
优质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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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中医院

评选护理创新小能手

近年来，洛阳市孟津区会盟镇中心
卫生院在中医药工作中坚持守正创新，
让中医药服务接地气、成规模，谱写了
中医药“姓中为民”的历史新篇章。近
日，记者专程来到这里，针对该院的中
医药工作进行了深入采访。

中医门诊人次大幅提升

这里宽敞明亮、布局合理、古朴典
雅、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这是记
者对会盟镇中心卫生院中医馆的第一
印象。

会盟镇中心卫生院中医馆是今年
1 月正式通过验收、命名的“河南省示
范中医馆”，总面积470余平方米，设置
了中医诊室、运动治疗室、传统康复治
疗室、针灸室、熏蒸室、健康宣教室、中
药房等区域。该中医馆现有 6 名中医
师，其中中高级职称 4 人，副主任中药
师 1 人，3 名康复治疗师，3 名按摩师。
在2022年洛阳市首届中医药名医名术
名方榜单上，该院石松超、李书良榜上
有名，被授予“乡村名中医”荣誉。

“除了传统康复治疗、运动治疗、作
业治疗外，我们还开展中医类诊疗技术
40 余项；中药房有中药饮片 350 种，中
成 药 132 种 ，占 全 院 药 品 总 量 的
66.4%！”会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秦智成
说。2022年，该院累计门诊量64317人
次，其中，中医门诊人次占全院门诊人

次的 41％；在 55822 张处方中，中药饮
片处方 3272 张，中成药处方 16755 张，
中医处方占比35.88%；中医非药物治疗
门诊18270人次，占门诊总人次28.4%。

多途径、全方位传播中医药文化

去年11月，会盟镇中心卫生院“中
医药文化知识角”正式建成并对外开
放，现场设置了阅读区、视听区、实物陈
列区、养生保健体验区等功能区域，同
时结合讲座、义诊等活动，多途径、全方
位向群众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传播
中医药文化。

不仅如此，会盟镇中心卫生院还在
门诊大厅、住院部、中医馆等位置设置
中医药展板，悬挂中医养生知识条幅，
在门诊大厅电子显示屏上定期播放中
医健康知识，营造了良好的中医药文化
氛围。在“孟津区第四届中医药健康养
生文化节——会盟分会场活动”中，该
院还通过义诊、中药材展示、免费发放
中药茶饮、中医药文化宣传手册等，为
群众提供中医
药服务，开展
中医药文化健
康 宣 教 。 自
2022 年 至 今 ，
该院已开展健
康教育讲座 5
场次，为群众

讲解中医药知识和中医养生知识。
会盟镇中心卫生院大力推广中医

药适宜技术，让群众“眼睛看得见、治疗
感受深”。自2022年至今，该院共开展
针灸412人次、磁疗508人次、拔罐330
人次、牵引 346 人次、微波治疗 141 人
次、艾灸421人次、熏洗280人次、刮痧
196人次、推拿3455人次、贴敷3532人
次、穴位注射106人次。卓有成效的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备受当地群众好评，
就连周边地区的患者也慕名而来，体验
这里的中医药服务。

此外，会盟镇中心卫生院大力创
建中医特色村卫生室。目前，会盟镇
辖区内的21所村卫生室均能开展中医
药服务。这些村卫生室配备针灸、火
罐、刮痧等设备，可开展针刺、艾灸、刮
痧、拔罐、按摩、穴位注射、熏洗等中医
药服务。

秦智成说，会盟镇中心卫生院将继
续把中医药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吕言睿
王 惠）5 月 13 日，河南省中医院“杏林名家·
返乡送医”帮扶活动启动仪式在濮阳市中医
医院濮阳县医院举行，着力提升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

在启动仪式上，濮阳市副市长蔡洪峰为
河南省中医院院长崔应麟颁发濮阳市中医医
院首席专家聘书，为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勤生
颁发濮阳市中医医院首席专家聘书。濮阳县
委副书记、县长刘锐为孙自学颁发濮阳市中
医医院濮阳县医院首席专家聘书，为蔡纪
堂、郭伟胜、郑永智、卢长青颁发濮阳市中医
医院濮阳县医院名誉科主任聘书。

濮阳市卫生健康委主任李豫秋说，“杏
林名家·返乡送医”帮扶活动旨在积极落实
国家强基层的战略部署，实行对口精准帮
扶，充分发挥省级医院中医专家及人才密集
型优势，也为基层中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
的专家队伍。县中医院要珍惜这次难得的
机会，借助河南省中医院的资源优势和品牌
效应，用好公立医院改革和政府支持医院发
展的政策，虚心向各位专家学习，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强化医院内涵建设，以患者需求
为导向，大胆探索创新，不断提高濮阳县的
中医药服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中
医药服务。

据濮阳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赵来法介
绍，自托管濮阳县中医院成立濮阳市中医医
院濮阳县医院以来，濮阳市中医医院采取

“三派三带三管”的管理模式，将先进技术和
管理理念成功移植到濮阳县中医院，特别是
在新院区启用后，业务发展步入快车道，综
合实力得到极大提升。河南省中医院在濮阳
县举行“杏林名家·返乡送医”帮扶活动，是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具体行动。希望
省中医院建立长效机制，多来濮阳“传经送
宝”，促进基层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为龙乡
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崔应麟说，省中医院与濮阳县中医院此
前就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此次组织开展的

“杏林名家·返乡送医”活动，就是为了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人才互通、医疗互
通”，让濮阳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省级
专家的服务。作为濮阳人，能够借此机会回
到故乡、回报家乡，是所有在外工作的老乡
们共同的心愿。省中医院专家要以此为契
机，将先进知识、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带回
家乡，以实际行动为父老乡亲的健康保驾
护航。

启动仪式后，河南省中医院的专家教授
为濮阳县人民进行义诊，并开展学术讲座及
带教查房活动。

↑5月13日，武陟县中医师为群众义诊。为了弘
扬南丁格尔精神，更好地服务群众健康，武陟县卫生
健康委组织开展大型义诊活动。在活动现场，志愿者
为群众进行血压、血糖、心电图等常规检查，并对慢性
病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王正勋 侯林峰 宁计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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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中医药服务接地气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郭彩艳 李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