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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与11所中小学
共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实践基地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梁 楠）日前，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第 11 所“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共建实践基地”，在
郑州市郑东新区春华学校教育
集团（华水校区）揭牌。这也是
该院培育“仲景育苗”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品牌的又一次实践。

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一 附 院
2020 年启动“仲景育苗”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项目，依托该院的

“延泰先锋”志愿服务队开展。4
年来，该院已与 11 所中小学签
订“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共建实践
基地”，开设知识讲堂、中药种植
等 23 种不同形式的教育课程，
开发了 2 套校本课程，其中《神
奇的中医药》荣获郑州市校本课
程设计二等奖；累计开展宣教活
动 180 余次，受众达 1.5 万人次，
在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同时，也提
升了中小学师生的中医药文化

素养。
目前，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

院面向 11 所中小学“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共建实践基地”，开展
内容丰富的文化体验项目，组织
中医药专家现场授课，定期进入
中小学校园开展宣讲，设计富有
趣味性和互动性的中医药体验
活动；捐赠中医药图书、中药种
子等物资2000余件，打造特色鲜
明的中医药文化课程，形成“中

医+中药”课程体系；推广中医药
文化传播新模式，拓宽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的服务范围和载体。

当天的揭牌仪式后，河南中
医药大学一附院“延泰先锋”中医
药文化宣讲队带领春华学校教育
集团（华水校区）的学生们一起制
作中药香囊、中药漆扇和中药标
本，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认识中医，
了解中药的性味和功效，近距离
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奥妙。

2023 年 10 月，在鹤壁市淇
县高村镇中心卫生院，建筑面积
达1万多平方米、集门诊与病房
为一体的灾后重建项目正式投
入使用，就诊环境优美，病房走
廊宽敞明亮，在这里看病不比县
城医院差多少。凡来就诊的患
者，无不对高村镇中心卫生院前
所未有的变化赞不绝口。

高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常
连雨说：“患者的满意和认可就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2022 年 5
月，高村镇中心卫生院被评为省
级‘示范中医馆’。2024年7月，
创建‘优质服务基层行’达到了
推荐单位标准……这些来之不
易的成果得益于淇县中医院的
对口支援、技术帮扶，以及高村
镇中心卫生院干部职工的共同
努力。我们要把中医药适宜技
术在基层广泛传播，为群众提供
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我们重点加强中医专科建
设，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把疼
痛及康复技术作为带动业务发

展的‘排头兵’。”常连雨说，2022
年，淇县中医院对高村镇中心卫
生院进行了对口支援，选派中医
科的主治医师来到镇卫生院开
展技术帮扶，坐诊、查房、培训，
实施“传、帮、带”，帮助基层医生
提升诊治水平。在上级医院专
家指导下，高村镇中心卫生院先
后开展了针灸疗法、推拿按摩、
拔罐艾灸、中药内服、中药炮制、
物理治疗、养生保健等项目，还
购置了药物导入热疗仪、磁振热
治疗仪、全自动中药熏蒸器、智
能扶阳透灸净烟仪等医疗设备
30 余台。目前，随着业务范围
不断拓展、新技术不断引进，服
务功能不断完善，来高村镇中心
卫生院就诊的患者数量逐渐增
加。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高村
镇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宽敞明
亮，设置有中医内科、中医外科、
中医疼痛科、熏蒸室、推拿室、煎
药室、康复大厅等科室齐全。而
每个治疗室都已人满为患，患者

送来的各种锦旗也都挂满了诊
室。“妙手银针治百病，医德高尚
暖人心。”该院中医馆主治医师
杨学强指着墙壁上的一面锦旗
对记者说，送锦旗的患者陈某，
患的疾病有些特殊。早在 3 年
前，陈某因患颈椎病引起头晕、
失眠、颈部疼痛难受，曾去过多
家医院和诊所，但治疗效果时轻
时重，其疾病已严重影响到了她
的正常生活。有一天，她在家人
的陪伴下来到了镇卫生院进行
治疗。经过检查，确诊为神经根
压迫型混合颈形颈椎病。根据
患者病情，杨学强采用推拿、艾
灸、针刺、中药贴敷等综合疗法，
经过半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症状
完全消失。

今年49岁的患者李某，家住
鹤壁市示范区，因患腰椎管狭窄
导致他右腿抬不起来，走不成
路。李某在某医院就诊时，医生
建议手术，被李某拒绝了。一次
偶然机会，在高村镇中心卫生院
组织下乡义诊活动时，李某从其

他人的口中得知，高村镇中心卫
生院中医药治疗疼痛疾病效果
好，于是，李某来到高村镇中心
卫生院中医馆求医问药。经过
检查，杨学强确诊李某患的是腰
椎间盘突出症。针对李某的病
情，杨学强采用针灸、艾灸、推拿
等传统治疗方法，经过一段时间
的保守治疗后，患者李某的疼痛
疾病基本康复，为表示感谢，李
某将写有“妙手神针医百病、德
艺双馨传四方”的锦旗送到了杨
学强等医务人员手中。

“高村镇共有心血管疾病后
遗症患者90余人。对年纪大、孩
子不在身边、行动不便的老人，
我们进村入户提供便捷的医疗
服务，指导他们进行康复训练。”
近日，杨学强携带着检查设备，
随同乡村医生刘乘羽来到脑梗
死后遗症患者常某家里，进行健
康随访。“过去，我在市面上跑了
一辈子，现在，后半生要坐在轮
椅上度过，我的脸面可是有点挂
不住。”常某看到入户为他做健

康随访的医生等人，他流下了感
激的眼泪。常某说，今年1月，他
与牌友们聚在一起打麻将时，由
于一时激动，出现双眼发黑、头
晕、脚软、意识不清等症状。等
身体稍微好一点儿时，他坚持骑
着三轮车往家里赶。常某的家
人见状立即联系乡村医生刘乘
羽，刘乘羽处理完病情，开着自
己的车将常某送到淇县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经过检查，常某被
确诊为脑梗死。经过医务人员
的抢救，常某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留下了后遗症，高村镇中心卫
生院的医生也成了他康复训练
和健康指导的“贴心医生”。

“我们通过对口支援，技术
帮扶的形式提升了基层医生的
诊治水平。目前，高村镇中心卫
生院的针灸疗法、推拿按摩技
术、拔罐艾灸操作、中药内服法
指导、中药炮制技术、养生保健
方法、物理治疗手段、安全性与
效果评估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得
到了规范化操作。”常连雨说。

“蒲公英计划”走进清丰 造福肿瘤患者

对口帮扶 让群众就近看中医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雁 王勇智 栗 博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齐 洋）11 月14 日，开封市
祥符区中医院组织风湿病科医
务人员前往曲兴镇尚阳社区，
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在义诊过程中，医务人员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中医诊疗，
测量血压血糖，为患者提供健
康咨询服务，科普风湿免疫疾
病常识，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

80多岁的邓先生最近遇见一件烦心事：
被带状疱疹找上门了，刚开始的症状只有前
胸隐痛，邓师傅就没太在意，几天后疼痛症
状加重，前胸及后背开始出现水疱，疼痛剧
烈，难以入眠。“疼起来火烧火燎的，有时候
疼得满床打滚。”邓先生心有余悸地说。

后来，邓先生经熟人介绍到河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河南省职业病医院）中医科找梁
新医生就诊。

梁新结合患者的症状，考虑为带状疱疹
性神经痛，决定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
面根据辨证结果，给予患者中药汤剂，并进
行针灸、刺络放血等治疗；另一方面给予疱
疹皮损区域局部皮下注射及扫散治疗，以及
肌骨超声引导下神经根射频脉冲调节治
疗。由于脉冲射频对神经纤维结构无破坏
作用，能改善疼痛，患者疼痛症状很快得到
缓解。

近年来，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积
极开展可视化肌骨超声引导下介入治疗，精
准安全，对包括疼痛在内的各种病症治疗效
果明显。可视化肌骨超声能够精准呈现肌
肉、肌腱、韧带、周围神经等浅表软组织结构
的细微变化，同时有效捕捉由炎症、肿瘤、损
伤、畸形等导致的结构异常，结合患者的病史
与临床表现，为患者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已
经成为临床医生有力的辅助诊断工具。

“得了带状疱疹不可怕，及时就医很关
键。皮肤疼痛或出皮疹48小时~72小时内服
用抗病毒药物，可预防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保持皮疹清洁干燥，可降低细菌感染风险；
皮疹破损后，患者需要及时就医；不要迷信
民间偏方，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梁新
说，“鉴于目前临床复发患者逐年增多，建议
带状疱疹患者痊愈后3个月接种重组带状疱
疹疫苗，以预防复发。”

据梁新介绍，和邓先生类似，有些带状
疱疹患者在出疱疹期间及疱疹愈合后出现
神经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在带状疱疹皮损愈
合后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因此要积极干
预，早点治疗，避免遗留神经痛。

“一般来说，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发生率
为5%~30%，多见于高龄、免疫功能低下的患
者，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病率、患病率均
有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升高的趋势。60岁以
上的带状疱疹患者约65%会发生，70岁以上
者中则可达75%，30％~50％患者疼痛持续超
过1年，部分甚至达10年或更长。”梁新说，

“预防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最佳方案就是早
期治疗，也可接种疫苗。现在有多种治疗手
段，绝大部分患者在发病一个月内得到科学
治疗，就能够比较彻底的治愈。

开封市祥符区中医院

义诊活动进社区

值班主任 王保立 责编 安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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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吴少静）冬季来临，流感进入高
发季节。洛阳市偃师区妇幼保健
院托育中心秉持“预防为主，健康
至上”的原则，坚持每周为儿童提
供专业的保健推拿，做保健穴位
操，紧跟天气节奏，精心筹备了一
系列药膳及中药茶饮，帮助孩子
们健康成长。

中药茶饮，预防流感。针对
冬季流感高发的特点，该中心特
别推出了预防流感的中药茶饮，
为孩子们的健康再添一道坚实的
屏障。中药茶饮精选大青叶、菊
花、薄荷、陈皮、炒山楂、芦根等具
有抗病毒、增强免疫力的中药，科
学配比，精心熬制，口感清甜。孩
子们在课间或放学后饮用一杯中
药茶饮，不仅能暖身驱寒，更能有
效预防流感。

专业推拿，穴位保健。该中
心每周为孩子们进行专业推拿，
结合保健穴位操，通过精准的手
法刺激穴位，疏通经络，促进气血
循环，从而增强体质，提高免疫
力。这一过程不仅让孩子们感受
到身心的放松与愉悦，更为他们
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食疗药膳，滋养身心。结合
四季变换，该中心精心为孩子们
准备了一系列食疗药膳，这些药
膳食材均经过严格筛选，确保其
安全、有效。该中心在冬季加强
了药膳的运用，如甘草三豆饮、雪
梨莲藕汤等，让孩子们在享受美
食的同时，也可以补充营养，提高
免疫力。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王秀丽）近日，河南省肿瘤
医院“蒲公英计划”清丰站在清
丰县中医院启动，进一步提升了
县域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造福
肿瘤患者。河南省肿瘤医院中
西医结合科专家高启龙、血液科
专家林德全、普外科专家姬社
青、乳腺科专家王培礼参加启动
仪式并进行义诊、手术。

“蒲公英计划”是一件为百
姓谋福利的好事、实事。河南省

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将定期到清
丰县中医院坐诊、手术、查房等，
可以让肿瘤患者不出县就能享
受到省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
务。专家们的到来也将带动该
院中医药技术人才的成长，进一
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科室建
设。同时，该院也为患者提供更
加便捷的“双向转诊”服务，对于
病情复杂、需要进一步检查或治
疗的患者可以快速转诊到河南
省肿瘤医院获得更专业、更全面

的诊疗；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手术
后或者确定好治疗方案的患者，
也能尽快转诊到清丰县中医院
继续治疗。这样，不仅减轻了肿
瘤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为患者家
属提供了便利，切实解决百姓看
病难的问题。

河南省肿瘤医院专家高启
龙说，清丰是他的家乡，清丰县
中医院曾是他20年前工作和生
活的地方，河南省肿瘤医院是现
在工作的地方，他非常乐意做这

个这两个医院之间联通百姓健
康的“桥梁”。

河南省肿瘤医院“蒲公英”
计划是构建全省癌症防治体系
的重要项目。今后，河南省肿瘤
医院和清丰县中医院将共同努
力，进一步提升县域医院的技术
水平，让百姓不出县就能享受到
更好、更专业的诊疗服务。

“一个病人背后都有一个家
庭。诊疗好一位病人，将造福一
个家庭。”清丰县中医院院长孙

立群说，“蒲公英”计划为广大肿
瘤患者送来了福音，也为清丰县
中医院的医务人员搭建了学习
交流的平台、提供了难得的学习
机会。

清丰县中医院将做好各项
工作，进一步为广大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持续
坚持“少花钱、看好病、多服务、
交朋友”的服务理念，加强上下
联动，服务群众健康，造福清丰
百姓。

↑11月13日上午，在荥阳市中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展示葫芦灸。荥阳市第四中学、龙岗路小学、第二小
学等学校的10余名教师代表走进荥阳市中医院，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实地调研。教师代表先后
参观医院的中药房、百草园地等区域，了解中医药文化知识，积极探寻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
的方式方法。

李志刚 杨文燕 苏 静/摄
扶沟县中医院

开展基层医疗技术培训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张宝锦）11月16日下午，由
扶沟县卫生健康委主办、扶沟
县中医院承办的“周口市医学
会疼痛专业委员会2024年研讨
会暨扶沟县基层医疗机构实用

技术培训会”在扶沟县中医院
举行。

在培训环节，专家们进行
了专题授课和现场操作演示，
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对
疼痛实用技术的认识。

淅川县中医院

打造“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黄一聪）近日，淅川县中医
院“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正
式对外开放。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

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相融
合，展示中医药特色、推广中医
药养生保健知识，提供中医药
健康服务，构建了一个全方位、
立体化的学习与体验环境。

舞钢市中医院

膏方节开启养生热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

讯员段泓涛 闫丽娜）11 月 17
日，舞钢市中医院冬季养生膏
方节开幕，在市民中掀起健康
养生热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传统中医
药养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舞
钢市中医院通过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体验与交流，让更多人了
解膏方，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
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