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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名老中医成为杏林盛会主角

让中医药特色技术在基层扎根
——新蔡县顿岗乡卫生院借助对口帮扶提升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张 强 闫 涛 宋伟功 文/图

每周关注

“醒脑开窍针刺法、水针刀、
筋骨针等中医特色技术治疗偏
瘫后遗症效果非常好，这些独特
的中医药技术是我们中医馆的

‘法宝’，不仅吸引来周边多个乡
镇的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减轻了
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缩短了康
复治疗时间、减少了患者的病
痛。因此，‘简、便、验、廉’的中
医药技术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
在基层深深地扎下了根、结出了
果……”

近日，记者在驻马店市新蔡
县顿岗乡卫生院采访时，提起中

医药技术在临床中的运用，顿岗
乡卫生院中医馆主任翁昆鹏感
慨颇深。

“2016 年，我们开始组建中
医馆。在组建中医馆之前，医疗
设备简单、开展的业务不够全
面、每天来院就诊的患者寥寥无
几，稍微复杂的疾病，患者都去
外地治疗了。”该院院长徐道飞
说，为彻底扭转“被动”局面，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打造中医特色专科优势，2018
年，驻马店市中医院与顿岗乡卫
生院进行深度合作，对顿岗乡卫

生院的管理、技术、运行等实施
全面“托管”。根据当地患者的
需求，驻马店市中医院选派康复
科、急诊科、内科、外科、儿科等
科室的主治医师以上技术骨干
人员，到顿岗乡卫生院坐诊、查
房、带教、手术、技术指导，实行
每周一至周五全天值班，方便患
者就医，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技术
水平。

徐道飞说，自从上级医院对
顿岗乡卫生院进行技术帮扶后，
顿岗乡卫生院的发展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变化，中医馆建筑面积
达到了1000多平方米，业务用房
达20余间，设置了艾灸室、针灸
室、儿科治疗室、中药熏蒸室、煎
药室、疼痛治疗室、康复大厅等
科室，为患者提供了优质的医疗
服务。徐道飞说，目前，该院开
展的醒脑开窍针刺法、水针刀、
筋骨针等中医药特色技术，治疗
偏瘫后遗症及颈肩腰腿痛效果
相当好，而这些特色中医药技术
更是医院中医馆发展、患者康复
的“宝贝”。但更值得他们骄傲
的是，翁昆鹏先后拜师于中国工
程院院士、现代中国针灸奠基人
石学敏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临
床岐黄导师、中华水针刀筋骨三
针法创始人吴汉卿教授。由于
技术独特、服务热情，治疗偏瘫
后遗症及各类疼痛疾病效果好，

患者慕名而来。
“我给您讲述几个患者案

例。在这里，通过醒脑开窍针刺
法等疗法治愈的偏瘫后遗症患
者不计其数，治疗效果真的太好
了！”翁昆鹏说，顿岗乡平楼村的
村民张某，长期居住省外，因患
椎间盘突出症伴神经根病等疾
病走不成路，出门靠坐轮椅行
走，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欠
佳。有一次，张某遇到本村一位
打工的邻居介绍，该乡卫生院有
独特的中医技术，能够治疗好他
的疾病。于是，张某在家属的帮
助下，经过长途跋涉回到老家在
顿岗乡卫生院进行治疗。翁昆
鹏接诊后，经过认真检查，发现
张某患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椎
管狭窄。确诊之后，翁昆鹏凭借
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患者张某采
取了针灸、中医定向透化技术、
水针刀技术、骶管冲击治疗、体
外冲击波治疗及口服中药等中
医治疗方法，经过医生的15天精
心治疗，张某竟奇迹般地离开了
与他“日夜相伴”的轮椅。

“像张某一样治愈且离开轮
椅，甚至能够丢掉拐杖独自行走
的患者举不胜举。”翁昆鹏说，来
自遂平县的患者许某，20年前就
患有颈肩部疼痛伴头晕、身体僵
硬等不适症状，严重影响正常生
活。张某四处求医问药，但治疗

效果总是未能如愿。就在张某
几乎失去治疗信心时，村里一位
曾被治愈的患者告诉他，翁昆鹏
治疗这方面的疾病有“绝招”，于
是，张某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由家属开车至顿岗乡卫生院就
诊。

根据患者的病情，翁昆鹏采
用醒脑开窍针刺法、放血疗法、
刮痧、中药溻渍、口服中药等技
术，经过10多天的住院治疗，患
者达到了临床治愈。为了表示
感谢，患者带着家属将写有“仁
心仁术，医德双馨”的锦旗送到
了该院医务人员的手中。目
前，该院中医馆的锦旗挂满了
墙壁，每一面锦旗都代表着患
者对医生技术和服务态度的认
可。

“如今，我们卫生院的规范
化管理水平、整体医疗服务能力
均得到了提升，这些成果得益于
上级医院专家的技术帮扶。”徐
道飞说，与通过驻马店市中医院
进行深度合作之后，顿岗乡卫生
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技
术不断引进，新业务不断拓展，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已经辐射到
周边的涧头乡、杨庄乡、化庄乡、
宋岗乡、关津乡、练村镇等乡镇，
吸 引 来 众 多 群 众 慕 名 求 医 。
2020年，顿岗乡卫生院被评为省
级示范中医馆。

医生正在为患者做疾病治疗

漯河市源汇区中医院

开展重阳节系列活动

开设疼痛学校 造福疼痛患者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通

讯员 夏喜梅）近日，由灵宝市
中医院院长段宏涛倡导、疼痛
三科主任董文波牵头的疼痛学
校公益项目顺利开展。项目结
合国内外先进经验，目的是进
一步增强群众对疼痛疾病的认
知与防治能力，提高群众生活
质量、工作质量。

据统计，目前因慢性疼痛在
医院就诊患者超过3亿人，每个

人一生中都会承受或轻或重的
疼痛困扰。对现代人来说，工作
和生活要求我们必须长时间保
持坐姿（站姿）、弯腰、低头、过量
劳作，久而久之，慢性颈肩腰膝
疼痛发病率越来越高。

疼痛学校秉持“让健康少
走弯路，让疼痛控制回归自我，
让康复观念贯穿生活的各个细
节”的理念，每周一至周五晚上
开课，向学员讲解疼痛相关知

识，现场演示康复训练动作，指
导学员进行康复训练。针对学
员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专家
提供科学有效的诊疗建议。

“住院以来，我参加了三次
疼痛学校的训练课程，让我彻
底改变了对疼痛的固有观念，
意识到及时就医、科学治疗的
重要性。并且这个项目完全免
费，中医院真的是为患者谋求
实实在在的福利！”众多参与者

表示受益匪浅，对疼痛有了全
新的认识和理解，对疼痛学校
的开设更是赞不绝口。

疼痛学校的开设，不仅为
疼痛患者搭建了学习疼痛知识
和康复训练的平台，更引起了
患者对自我健康管理的重视。
段宏涛表示，灵宝市中医院将
持续开设疼痛学校，为广大疼
痛患者提供更全面疼痛知识和
更专业的康复指导。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郑治明 向晶玉）金秋重阳
日，杏林雅集时；群贤毕至论岐
黄，共话中医岁月长；名老中医
齐聚首，传承医道绽光芒。10 月
11 日，在洛宁县首届名老中医座
谈会上，师卿杰、李鹏耀、祁虎
林、贠民宗等名老中医成为这场
杏林盛会的主角。

当日，在洛宁县中医院举行
的首届名老中医座谈会上，洛宁
县政府副县长张新说，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为中医药
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
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传承发扬名老中医的经验，将这

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惠及于
民的中医药技术，为全县中医药
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洛宁县中医院党总支书记
马清涛说，名老中医的经方验方
是无数临床实践的结晶，是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洛宁
县中医院将促成更多年轻中医
师向名老中医拜师，让名老中医
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得以进
一步传承和发扬，让中医药在新
的 时 代 焕 发 出 更 加 璀 璨 的 光
芒。洛宁县中医院副院长王亚
辉围绕洛宁县地道中药材品种、
种植、发展现状详细阐述了本县
中药材相关情况。

杏林座谈会，名家唱主角。
师卿杰、李鹏耀、祁虎林、贠民宗
四位名老中医则分别以《经方治
疗咳喘临床举隅》《脾胃病的中
医治疗》《中医临床点滴》《中医
病案分享》为题，将自身多年积
累的深厚学识与独特见解倾囊
相授。从经典理论的深度剖析
到临床经验的无私分享，为全县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中医药工
作者带来一场中医药学术交流
盛宴。据悉，本次座谈会上授课
的 4 位名老中医都是业内大家。
其中，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的师卿杰，系洛宁籍
医学博士，第三批全国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仲景学术传承人，河
南省名中医师承教育项目(青苗
人才)导师；供职于河南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的李鹏耀，系洛宁籍
河南省跨世纪人才培养“112 计
划”重点培养对象，首届国医大
师李振华学术继承人，获科技成
果 4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
编著 8 部；祁虎林系洛宁县中医
院返聘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60 年，多次被评为全县卫生健康
系统先进工作者，在群众中享有
较高威望；贠民宗系洛宁县中医
世家第三代传人，先后获洛宁县

“十佳医生”“优秀医师”“中医工
作先进个人”、河南省“基层优秀

医师”等荣誉。
当日下午，师卿杰、李鹏耀、

祁虎林、杜虎山、韦京梅 5 位德
高望重的名老中医在洛宁县中
医院门诊楼二楼国医堂开展义
诊健康咨询活动，为患者带来专
业的医疗服务与温暖的健康关
怀。专家们以其丰富的经验和
精湛的医术，为患者进行咨询诊
疗。他们耐心地聆听患者的病
情 描 述 ，认 真 查 看 病 历 ，通 过

“望、闻、问、切”等传统中医诊断
方法，为患者们精准剖析病因，
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
于患者们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
专家们给予详细的解答。

当中药遇到流行茶饮、中医遇到潮流
文创，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连日来，记
者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
简称河南中医一附院）多个院区，发现“藏”
在中医院里的中药茶饮店和文创礼品销售
区，成了患者及家属争相打卡的潮流地。

这两天，河南中医一附院人民院区儿
科楼后的杏林雪芽中药茶饮店试营业，9.9
元一杯的草本现煮茶引来许多患儿家长排
队购买、品尝。

“无花果雪梨汤有股淡淡的中药香、甜
甜的果香，孩子挺爱喝的。我们是来医院
给孩子看咳嗽的，看到这个中药茶饮有润
肺效果，就来买了。给孩子喝这个比喝奶
茶健康。”患儿家长陆先生说。

据河南中医一附院中药茶饮店的工作
人员介绍，店铺现在开发了包括草本现煮
茶、中药茶、中药饮品等多个系列的饮品，
根据不同体质、不同季节的特质，以中药熬
煮加鲜果、果汁、乳酸菌等辅助而成。

“天气转凉，这两天无花果雪梨汤、黑
糖桂圆姜枣茶、紫葚养颜茶等热饮的销量
挺大，一些秋季润燥的产品特别受欢迎。
这些中药茶饮的方子，多是由古方、经方发
展而来。开这间店铺，也是为了更好地弘
扬中医药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接触、感受
药膳的魅力。”河南中一医疗健康管理集团
总经理石歆说。

在刚开诊10天的河南中医一附院东院
区，一家把传统中医药元素与现代设计相
融合的杏林健康用品超市，成为患者院内
购物的首选。这家超市，除了为来院患者、
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体验区、医疗辅助用具展
示区、生活用品销售区以外，还特别设置了
一个文创礼品销售区。“这个区域主要销售
的是我们研发的中医药文创、保健、养生产
品等。这家店开在全新开诊的东院区主连
廊上，目的是改善患者、家属体验。”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家销售文创礼
品的超市，已经是该院探索中医药文创产品研发的升级版。近年
来，该院依托河南中一医疗健康管理集团，由专业营养师和产品
研发团队，结合院内临床专家的临证经验，上市了养生茶礼、药
膳、养生糕点、中药零食等多个系列的产品。

研发团队负责人说：“上市以来，药食同源的产品特别受欢
迎。因为我们的产品从创意、到研发、再到上市，全程由产品研发
团队进行质量把控，品质得到了保障。回头客特别多。”

目前，河南中医一附院杏林健康用品超市已经上市销售了40
多种院内文创礼品，形成了草本茶饮、中医香囊3个系列。酸梅
汤、鸡内金棒棒糖、八珍饼干成为复购率较高的特色商品，满足了
不同季节患者、家属的多样化需求。

“中医院里卖文创产品，这感觉挺潮的。希望这种跨界、创新
可以延续下去，能让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学习中医药文化。”正
在为父母选购养生茶饮的年轻患者齐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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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徐 晓）10月11日，漯河市
源汇区中医院组织医疗志愿服
务队，开展“九九重阳节，浓浓
家医情”健康义诊活动。

在义诊活动中，医务人员
为前来就诊的老年人答疑解
惑，耐心地讲解卫生和防病常
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健康
观念，提升健康意识。

新医一附院中医院院区

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甘立振）10 月 10 日，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
医院院区开展世界精神卫生
日宣传活动。

医务人员向过往群众发

放心理健康手册，讲解心理
健康知识，免费检测血压、血
糖等。这次宣传活动，主要
目的是普及精神卫生知识，
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和预防意识。

正阳县第二人民医院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马宏

伟）近日，驻马店市正阳县
第二人民医院健康科普团
队走进正阳县职业中专，开
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科普
教育活动。

在活动现场，药剂科主
任黄起向师生们介绍了中
医药的悠久历史、基本理论
和独特疗法，让师生们深入
地了解中医、感受中医、学
习中医、认同中医。

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

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刘 超）近年来，南阳
市持续开展以专家义诊、科
普讲座、养生手册发放、中医
养生操表演为主的仲景中医
药文化夜市活动。

活动由南阳市中医药管
理局牵头，全市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参与，每年5月~10月在
社区广场上，每周至少举办三
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草药香融
入夜市的“烟火气”，吸引了一
拨又一拨市民前来打卡。

在夜市上，一个个摊位

整齐排列，针灸、推拿、艾灸
等中医传统技艺体验吸引不
少市民。在中医义诊区更是
人头攒动，经验丰富的中医
师们免费为市民把脉问诊，
通过“望、闻、问、切”准确判
断身体状况，并给出个性化
的养生建议。

3 年来，南阳市已累计
举办活动 800 余场次，惠及
100余万人。中医药文化夜
市活动为市民带来便捷的
医疗服务，也促进了仲景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10月11日，在郑州“2024重阳节中医药文化健康行”
活动现场，中药师正在为群众分发刚刚熬制好的二冬膏。据
悉，河南省中医院在重阳节当天开展了“2024重阳节中医药
文化健康行”活动。由老年医学科、肺病科等科室知名专家
在现场义诊，推出了中医特色疗法体验、中医药文化展示、中
医养生茶饮与药膳体验、中医养生功法与急救技能演示与宣
教等8项活动，受到群众欢迎。此次活动传播了中医四季养
生理念，提高群众中医药文化健康素养，加强中医药文化的
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医药文化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许冬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