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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中医院

科普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

讯员游 珅）12月3日，原阳县卫
生健康委组织原阳县中医院专
家和志愿者在锦绣社区开展

“千人百场”科普义诊进社区活
动。

在活动现场，原阳县中医院
的医务人员为前来就诊的群众
把脉，通过“望、闻、问、切”，洞察
身体的细微变化，为群众提供个
性化的养生建议，如饮食调理、
穴位按摩等，获得好评。

灵宝市中医院

提升护理服务能力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通

讯员夏喜梅）近日，灵宝市中医
院护养中心开展了护理员能力
技能提升培训，增强职业素养，
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和安全水
平，从而提升护理服务的满意

度。
培训内容主要是协助老年

人选择健侧卧位、床椅转移等
专业护理技能知识。通过此次
培训，中心护理员的专业技能
和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睢县中医院

开展急救能力培训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陈文新）12月2日，睢县中
医院组织急救培训团队，以“走
基层、进科室”的方式，深入匡城
卫生院，组织开展了一场专业的
院前急救培训活动。

在培训中，急救培训团队

就心肺复苏、除颤、海姆立克急
救法、创伤处理等关键急救知
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现场进
行实操演示。提高了匡城卫生
院日常工作中的急救水平，为
保障基层患者生命安全奠定了
更坚实的基础。

镇平县中医院

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赵 玉 温 迪）12月4日，
镇平县中医院走进南阳麦香源
食品有限公司开展中医师家庭
签约服务及义诊。

在活动现场，镇平县中医
院的中医师专家为员工把脉问

诊，向员工耐心讲解冬季养生
健康知识、常见病注意事项等，
部分员工体验了推拿、按摩等
中医药适宜技术。医务人员还
向员工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相关政策和内容，提高企业
员工的健康水平和满意度。

中医故事

每周关注

王亚飞正在引导患儿做检查

12月4日，在沁阳市崇义镇南范村，医务人员为村民检查眼睛。沁阳市中医院专家巡讲团到崇义镇南范村为
村民开展义诊活动。前来就诊的村民早早在现场等待，各科室专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为群众提供“一对一”的诊
疗服务，耐心倾听、详细解答。此次健康义诊活动共为60余名村民送去健康关爱，提高了村民的健康意识。

王正勋 侯林峰 屈文薇/摄

河南首批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进行规划论证

本报讯（记者刘 旸 许冬
冬 通讯员张璐鹏）12月3日，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中医药
管理局）召开全省中医药重点学
科建设项目规划论证会，就全省
首批 55 个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规划的规范性、科学性、合
理性进行论证和反馈。

202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河南省中医药振兴发
展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培育
100 个省级中医药重点学科，建
设形成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培养
平台”。随后，《河南省中医药重
点学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出
台，全面启动省级中医药重点学
科建设工作，经过逐级推荐、专
家评审，首批有55个学科入选建

设项目。
在论证会上，来自中医内科

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中医
妇科学、中医护理学、中医急诊
学、中医养生学、中医康复学、临
床中药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
外科学、推拿学、针灸学领域的
55位学科带头人，对本学科建设
项目规划书进行专题汇报。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按照

《河南省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对学科建设
规划的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
进行充分论证并签署正式反馈
意见。与会代表还参加了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第二期中
医药重点学科建设能力培训。

“大爷，我扶着您，您就放心
大胆地往前走，每天多走一点
儿，很快就能康复了。”近日，在
鲁山县中医院康复科康复大厅
内，医务人员正熟练地为患者张
某做康复训练，中医药特色治疗
让患者家属赞叹不已。

“自创建‘两专科一中心’
（康复医学科、儿科、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中心）项目以来，鲁山
县中医院持续推进中医药特色
专科建设，提高中医优势病种诊
疗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让中医
药技术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满
足群众对中医药‘简、便、验、廉’
的服务需求”，鲁山县中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马帅庭说。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提升基层医疗新效能

“我参加过 3 次鲁山县中医
院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举
办的培训班，不仅系统学习了丰
富的中医药适宜技术理论知识，
更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
们这里老年患者和疼痛患者比
较多，中医药适宜技术很实用，
用药少，见效快，乡亲们都很喜
欢。”鲁山县磙子营乡韩庄村卫
生室乡村医生杨树胤现在每天
要利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开展 4
次~5次治疗。

据鲁山县中医院医务科主
任李转介绍，该院中医药适宜技
术推广中心确定了 9 名培训讲

师，通过举办培训班集中培训，
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演练相结
合的模式，先后开展了5类10项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针刺
类，包括毫针、腕踝针、穴位注射
等；推拿类，包括经穴推拿等；刮
痧类，包括铜砭刮痧等；拔罐类，
包括留罐、闪罐、走罐等；灸类，
包括悬灸、隔物灸等），累计培训
全县乡村医生447人。
中医康复护航 重塑生命之光

“康复治疗介入越早，预后
越好。我们通过跨学科的合作，
让康复治疗与临床治疗同步进
行，贯穿全过程，可以有效减少
并发症，加快患者康复进程。”康
复医学科主任马松雅说。

去年10月，鲁山县露峰街道
叶茂庄村68岁的刘某，在家看电
视时突然右侧肢体麻木无力，说
话含糊不清，家人发现后匆忙把
刘某送到鲁山县中医院。医院
脑病科、康复医学科专家会诊，
查体右侧肢体肌力0级，急查头
颅 CT（计算机层析成像），诊断
为脑梗死。马松雅与患者家属
协商后，决定进行针灸治疗，通
过头针、体针辨证取穴配合行
针，第一针扎完患者便能开口说
话，行针完毕患者右侧肢体已经
可以勉强抬离床面，肢体肌力恢
复到了3级。患者在院康复治疗
期间，经过针灸、推拿等中医特
色疗法配合运动治疗、物理治疗
等康复训练，不到半个月患者就

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身体功
能基本恢复。“医院及时的救治
与精心的康复，让我这位年逾古
稀的老人能自己走路啦。”刘某
出院时感激地说。

马松雅说：“康复治疗就是
修渠补水。刘某能恢复得这么
快、这么好，和持之以恒的康复
训练有很大关系。”

鲁山县中医院康复医学科
于2019年正式启动专科建设，科
室立足于中医药特色差异化发
展，先后开展了针灸、穴位注射、
推拿等中医药适宜技术40余种，
科室平均每日住院人数近150余
人次，床位使用率近100%，社会
知名度与影响力不断扩大。
施仁术用妙方 护佑患儿安康

“真是太感谢王亚飞主任
了！本来都不抱希望了，没想到
经过中药调理，孩子的病不仅好
了，身体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也更
为健康。”一位患儿母亲王某激
动地说。王某的孩子在1岁的时
候频繁出现咳嗽、喘息，多次在
县、市级医院住院治疗，严重的
时候出现呼吸困难、心力衰竭，
医生诊断为闭塞性细支气管
炎。为了给孩子看病，王某走遍
了省内各大医院，前后共花费了
20多万元仍不见好转，每年喘息
都要发作几次，活动耐受力明显
下降，王某的孩子平时在家雾化
治疗，严重时住院治疗。

2021年，王亚飞外出学习回

来后听说了这个情况，就主动联
系王某，建议使用纯中药进行调
理。从一天一剂中药到三天一
剂，再到一周一剂，经过两年时
间的漫长调理，王某的孩子身体
逐渐恢复了健康，不咳也不喘
了，脾胃也好了。

鲁山县中医院儿科是河南
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分中
心，专业细分，涉及有呼吸、消
化、紫癜、生长发育、治未病等方
向。“我们科室非常注重中医药
特色适宜技术在患儿治疗过程
中的运用，对于轻中度患者基本
不做大型检查、不输液。并且随
着人们对中医认识的提高，中医
药在儿科使用率越来越高，门诊
病人中医药使用率在70%以上，
住院病人达到100%。”提起科室
的发展，王亚飞信心满满。

“‘两专科一中心’建设的深
入实施，鲁山县中医院的优势专
科诊疗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升，中医药特色优势
得到了充分发挥。该项目还有
效指导、规范了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高了村卫生室的中医药
服务能力和水平。”马帅庭说，

“接下来，鲁山县中医院将继续
以‘两专科一中心’建设为抓手，
大力推动‘名医、名科、名院’建
设，走好‘突出中医药特色，中西
医并重，精中医、强西医、增强综
合实力’的道路，为群众提供更
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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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医药更好惠及百姓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陆明凯 冯全领 文/图

嵩县中医院举办“浓浓家乡情·健康中医行”系列活动

值班主任 王保立 编辑 安笑妍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
李维娜 王义飞）12月3日，嵩县中医
院走进城关镇，开展“浓浓家乡情·
健康中医行”活动。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
慧，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嵩县中

医院党委书记王宏说。该院之所以
举行“浓浓家乡情·健康中医行”活
动，就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和中医药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弘扬中
医药传统文化，发扬中医药康养优
势，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的

生活。
在活动现场，嵩县中医院康复

科主任田红江讲解《中医体质调理
和六朵金花功效》，脑病科主任张炎
广讲解《高血压病、脑梗死、糖尿病
的防治》，呼吸消化科主任段治伟讲
解《早癌防治及中医调理》，院党委

委员万宇凯介绍科室技术特色。在
中医药疗法体验区，医务人员为群
众提供针灸、拔罐、推拿、耳穴埋豆
等中医药特色服务，让群众近距离
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中医药既是文化，也是生活！”
王宏表示。嵩县中医院将一如既往

地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深入各行政村为百姓
提供中医药康养服务，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中医药
诊疗服务，推动中医药融入康养产
业发展，为建设健康嵩县贡献中医
力量。

日前，在固始县中医院重
症医学科，一位 91 岁抗美援
朝志愿军老兵手写的感谢信
静静地摆放在桌上，字里行间
透露出对医务人员的深深敬
意与感激。这封信，不仅是对
重症医学科全体医务人员工
作的肯定，更是对医者仁心、
救死扶伤精神的最好诠释。

信的作者是一位91岁的
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也是一
位退休教师，用他那略显颤抖
却坚定有力的笔触，表达了对
固始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全体
医务人员的由衷感谢。信中，
荣光特别提到了一件小事——
医务人员共同研究如何护理一
位可能存在压疮风险的病友。
这件在他看来“不起眼的小
事”，却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弦，
让他看到了医务人员对待工
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而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程
松，在与荣光的交谈后，也深
受感动，写下了一篇随笔。在
随笔中，程松记录下了荣光几
度哽咽、多次握住他的手以示
感谢的情景。荣光对固始县
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疗技术
和态度的认可，以及对医务人
员工作不易的理解与感动，都
让程松深感温暖与自豪。

“荣光爷爷，感谢您对我
们工作的认可。”程松在随笔
中写道。的确，对于医务人员
来说，患者的认可与感激最大

的动力与慰藉。而荣光的这封感谢信与程松的随
笔，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医患之间深
厚情感的见证。

在这个11月，固始县中医院的重症医学科里，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荣光慈祥的笑容上，温暖而明
媚。这份温暖，不仅来自阳光，更来自医患之间那
份真挚的情感与信任。

荣光就医的故事，是医患关系的缩影，更是社
会正能量的传递。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去传
承与发扬。而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里，更
需要每一个人都像荣光与程松那样，用心去感受、
去珍惜、去传递这份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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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李超凡）近日，鹤壁市中医院举行第
四十二期“经方沙龙”活动。本期沙
龙主题为“麻黄汤类方的临床应
用”，各临床科室主任、青年医师、规
培生等参加了活动。

鹤壁市中医院副院长宋俊建以
《麻黄汤及类方临床应用》为题，为
大家讲解了麻黄汤的方剂组成结
构、配伍意义、临床禁忌，以及对于
麻黄汤的功效、应用的现代研究情
况，并通过几种麻黄加减方，为大家
进行了知识拓展。

脾胃肝胆科主任牛栋良的《浅
谈麻黄附子细辛汤》，从麻黄、细辛、
附子的功效切入，讲解了该方剂的
临床应用。牛栋良通过麻黄附子细
辛汤与扁桃体、皮肤病等的关系，介
绍了该方剂的独特作用。

儿科主任李振伟为大家讲解了
治疗外感肺热咳喘名方—“麻杏石
甘汤”。李振伟从肺炎的中医辨证，
以及临床表现的有汗无汗、有无大
热等方面，探讨了麻杏石甘汤在清
热、宣肺、平喘三方面的功效。

本次“经方沙龙”围绕麻黄汤及
其类方的临床应用，展开了内容丰
富的讲解和讨论。临床医师们结合
自己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应用经验，
交流心得、现场解疑释惑，圆满完成
了活动的预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