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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妇孺国医堂节后应诊忙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何剑烁

“1月21日开诊，2月3日春节
后恢复应诊，10多个工作日里来
就诊的患者增长了近7倍，他们大
多是冲着体验中医药治疗来的。”
2月7日，说起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开诊
的妇孺国医堂，负责人王亮用“没
有想到患者短时间内增长这么
多”来形容。

这间妇孺国医堂开设在郑州
市康复中街和康复后街交叉口，
位于城区中心位置，一排大红古
建筑装饰的临街诊室里满是中医
药文化符号。这里分为东、西两

区，开设了中医妇科门诊、中医儿
科门诊、中医特色治疗区等。

据王亮介绍，妇孺国医堂是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依据“中医进
妇幼”相关政策要求打造的高标
准国医堂，旨在进一步发挥中医
药在妇幼保健领域的独特优势，
为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专业、全面
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这里依托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61位中医师的技
术力量，针对妇科、儿科、老年病
科的常见疾病，开展了针灸、穴位
贴敷、中药熏蒸等特色治疗服务。

“节后来就诊的积食、反复咳

嗽患儿较多，占总接诊患者的一
半。我们接诊这些患者后，采取
了对症的针刺放血、穴位贴敷等
中医药治疗。患者一般在2天~3
天就有明显的症状改善，患者及
其家属都很满意。他们也相互
介绍着，带来了更多类似症状的
患者。”王亮说。

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
的特点，结合妇女和儿童患者群
体特征，中医特色疗法更能提供
绿色、安全的诊疗服务。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张勇说，
开设妇孺国医堂，可以进一步发

挥中医药在妇女和儿童常见病、
多发病，以及孕产期调理、产后康
复、儿童保健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让患者受益，同时提升妇幼保健
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拓展妇幼
健康服务内涵。他说：“妇孺国医
堂已经开展了中药内服外用、针
灸、推拿、拔罐、熏蒸、铜砭刮痧等
数十种中医特色治疗技术，能够
基本满足妇女和儿童常见病的诊
治需求。”

“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供药膳
服务。已经开发出助消化解腻的
酸梅汤，适用于肥胖患者的减脂

茶，呵护嗓子的清咽利嗓茶，还有
助眠安神茶、清肝明目茶等。来
就诊的患者可根据医生的辨证结
果，服用对应的茶饮调理即可。”
王亮补充道。

接下来，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妇孺国医堂还将重点针对体质较
弱、食欲缺乏、脾胃虚寒的患儿，
开展脾胃调理等特色中医药治
疗。此外，妇孺国医堂还将依托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优质资源，
深度融合中医儿科、中医妇科，为
妇女和儿童量身打造个性化的健
康指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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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将打造
世界（中国）中医针灸中心

本报讯（记者王 平 通讯员
肖银普）近日，鹤壁市中医院显微
外科为一位 99 岁的患者顺利完
成股骨转子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为老人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该患者因居家活动时不慎摔
倒，导致髋部肿痛伴活动受限，被
家人送到鹤壁市中医院就诊。经
医生检查，患者被确诊为“股骨转
子间骨折”。在临床上，通常 80
岁以上的高龄患者会由于心肺功
能差、代偿能力弱、新陈代谢功能
衰弱等原因，倾向于选择保守治
疗，以规避手术治疗的风险。但
综合考虑到该患者平素身体状况
良好，且手术意愿强烈，同时为了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主治医生
肖银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进行
手术治疗。

术前，显微外科邀请麻醉科、
脑病科、综合内科等科室专家对
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全面评估
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为老人

“量身定制”手术方案和应急预
案。术中，主刀医生魏树超、第一
助手肖银普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
验和精湛的外科技术实施手术，
麻醉医师刘花龙严格控制药物剂
量，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确
保麻醉效果安全平稳，医疗团队
紧密协作。经过两小时的努力，
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在医务人
员的精心照护下，患者恢复良好，
各项指标逐步稳定。

此次手术的顺利实施，不仅
依赖于医疗团队的技术和经验，

更有赖于患者家属的充分理解和信任。未来，鹤壁市中
医院将继续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升
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为
更多家庭带来希望。

栾川县中医院

强化中医药健康文化建设

康复科医生正在为患者做康复锻炼

←2月10日，在新野县中医院，医务人员正在进行拔河
比赛。据悉，新野县中医院行管、临床、医技科室、药房等部
门组成20余支队伍，参加元宵节职工拔河比赛。受现场热
烈气氛的感染，众多的患者家属也前来助阵。本次拔河比
赛，充分展现了新野县中医院干部职工团结协作的精神风
貌。

乔晓娜 胡丰旺 乔 欣/摄

叶县昆阳镇卫生院位于叶县
县城内，与县直医疗卫生机构存在
技术差距。为扭转被动局面，提供
优质中医药服务，近年来，昆阳镇
卫生院持续加强专科建设，设立中
医馆，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为疼
痛患者提供针灸、推拿、按摩、拔罐
等中医药服务。该院通过热情服
务和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特
色的中医药发展之路，为疼痛患者
解除病痛，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我们医院的位置很特殊，周
边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县级医院，
只有走专科特色之路，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疼痛科就是我们医
院的‘王牌’科室。”昆阳镇卫生院
院长王志军说。针灸、按摩、推拿
等传统的中医药技术，治疗各种疼
痛疾病的效果好。

2024年10月，73岁的王某在照
顾孙子期间，腰疼得坐立难安，后
经别人介绍来到叶县昆阳镇卫生

院找到疼痛科王艳辉医生就诊。
经过检查，王艳辉发现患者的各种
不适症状是由腰椎间盘突出引起
的。于是，王艳辉给患者采用了针
灸、手法复位、熏蒸、牵引等疗法，
经过10多天的住院治疗，患者疼痛
明显缓解，经过巩固治疗后康复出
院。

“我的病能在这里治好，很感
谢我的老乡王某，是他在这里痊愈
后介绍我到这家医院进行治疗
的。”叶县孟南村70岁村民吴某说，
他的膝盖疼痛了好多年，后来严重
到坐下站不起来，上不了楼梯，严
重影响日常生活，后来经老乡介
绍，找到了王艳辉医生，经过浮髌
试验等一系列检查，王艳辉发现患
者膝关节腔变窄，确诊为膝关节滑
膜炎。王艳辉采用针灸、中药注
射、中药热敷等疗法治疗 10 天左
右，患者吴某的膝关节内积液消
失，不再疼痛。为了表达谢意，吴
某将一面写有“技术精湛 医德高
尚”的锦旗送到了王艳辉及科室人
员手中。

“中医妇科、疼痛科、肛肠科、
妇产科都是我们医院的‘拳头科
室’，尤其是中医妇科被患者称为

‘送子观音’科室。”昆阳镇卫生院
中医妇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毛新红
说，前几年，叶县城关乡 28 岁的李

某，婚后9年未能生育，曾四处求医
未果，怀孕生子成为她的梦想。之
后，李某经过别人介绍，来到医院
找到毛新红求治。“要个孩子太难
了，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没少折
腾，检查结果说我是多囊卵巢综合
征，听说您采用中医方法调理这方
面疾病有独到之处。”毛新红为李
某把脉问诊，诊断李某为肝肾亏虚
型不孕症。根据李某的病情，毛新
红利用中医疗法，开具补益肝肾、
调经促孕的中药汤剂，治疗两个疗
程后，李某怀孕了。为了表示感
谢，李某及其家属将喜糖和一面写
有“送子观音”的锦旗送到了毛新
红和科室人员手中。“像李某一样
通过中医疗法成功怀孕的患者不
胜枚举。目前，来院治疗不孕不育
症的患者络绎不绝，月门诊量达到
了 600 余人次。因此，我们科室被
称为‘孕育希望的摇篮’。”毛新红
说。

“精医术、研医理、正医风、修
医德。”王志军说，面对身边强大的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昆阳镇卫生院
破解“困局”，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的方式培养人才，并选派业务
骨干到平顶山市、郑州市等地的医
院进修学习，然后组建医疗服务团
队开展新技术。

目前，昆阳镇卫生院以中医
科、疼痛科、中医妇科、肛肠科为重
点发展科室。疼痛科已创造出自
己“品牌”，采用针灸、推拿等传统
的中医技术，在治疗颈肩腰腿痛等
各类疼痛性疾病方面发挥出了独
特作用，其“简、便、验、廉”的中医
疗法深受患者的信赖。

王志军说，下一步，昆阳镇卫
生院进一步加强专科建设、突出专
业特色，努力把中医馆打造成治疗
环境优美、中医技术独特，为疼痛
患者提供一个服务优质的“中医药
健康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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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 王保立 责编 安笑妍

本报讯（记者丁 玲）2 月 6
日，记者从 2025 年郑州市卫生
健康工作会获悉，郑州将全力
推进国家医学中心（中医类）建
设，依托郑州市中医院打造世
界（中国）中医针灸中心。

按照“一年出新出彩、三年
基本建成”的目标，世界（中国）
中医针灸中心致力于成为国际
化的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

推广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在河南省委省政

府建设中医药强省的战略布局
下，郑州市顺势而为，积极推动
针灸事业迈向新高峰。在临床
实践方面，郑州市中医院针灸
科 是 传 统 优 势 学 科 ，成 立 于
1958 年，是郑州市成立最早、规
模最大的临床科室。针灸科的
技术力量雄厚，以“飞针”闻名

省内外，不仅开展多种传统针
灸治疗方法，还引进浮针、穴位
埋线等新项目，在治疗面瘫、中
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等疾病
上疗效显著。

同时，郑州市加快实施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
点项目，推动建设“1+6”开放式
智慧共享中药房，打造郑州市
中医药数智服务平台；持续推

进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和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推
动国医大师等中医药高层次人
才引进工作，培养郑州市中医
药学科领军人才 10 人，中医骨
干 人 才 100 名 ，青 苗 人 才 200
名；建成符合标准的中医馆 60
个、中医阁 300 个；加强中医药
文化弘扬传播，提升市民的中
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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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刘 永
胜 通讯员尤占松）怎样强
化中医药健康文化建设？
栾川县中医院的做法是，
建平台、抓重点、出成效，
一系列中医药健康文化活
动让群众受益。

在 深 化 医 防 融 合 方
面，栾川县中医院常态化
深入学校、机关、乡村等单
位开展中医健康科普活
动，并充分利用微信、抖音
等新媒体平台，向公众普
及中医药养生保健理念、
知识和方法。2024 年，该
院微信公众号发文309篇，
视频号、抖音号推出科普
视频 28 个，制作《中医有
约》栏目12期。

栾川县中医院推动中
医药赋能旅游产业发展，
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
为主题，在重渡沟景区、老
君山景区开展“老中医义
诊”“八段锦展演”“中药材
辨识”等中医药活动，并将
中医养生文化融入洛阳市
颐和伏牛山居温泉规划管

理，打造20余个药浴汤池，
开发 30 余种养生膳食，逐
步建立“旅游+医疗”多元
融合发展新模式。

栾 川 县 中 医 院 深 化
“栾川县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中心”建设，建立15个
乡镇“一对一”对接工作机
制，目前已全部完成 15 个
乡镇卫生院培训工作，累
计培训 17 次 900 余人次；
常态化推进“全县非中医
类别医师‘西学中’培训”
工作，两批次累计培训125
人，完成 2024 年度“西学
中”培训结业考核初试。

栾川县中医院组织实
施县域糖尿病并发症筛查
工作，组建筛查工作组，对
糖尿病患者进行并发症风
险评估、建档管理，并定期
随访，持续强化糖尿病高
危人群加强自我管理和控
制。目前，该院已完成全
县 15 个乡镇 2100 余人次
的集中筛查，进入院内常
态化筛查317人，回访1780
人。

建设专科 突出特色 优化服务
——叶县昆阳镇卫生院“中医药健康家园”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程小可 文/图

“今年元宵节非常有意义！”2 月
12日10时，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龙泉
湖公园北门广场，前来游玩的该县圪
垱店镇汤王堤村村民郭某深有感触地
说，“县里举办的元宵节会演节目丰富
精彩，看中医、品茶饮更受喜欢，不仅
体会到了浓郁的节日气氛，更品味到
了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大餐’。”

“为了让群众就近体验传统中医
药在疾病治疗、养生保健方面的独特
优势，我们在龙泉湖公园广场、嘉应观
景区、西陶镇西陶村文化广场、小董乡
初心馆设置了 4 个集中活动场地，30
多个健康服务队、百余名中医药专家
现场献艺，让人们了解中医、认识中
医、弘扬中医药文化，参与中医药事业
发展。”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黄国洲说。

活动中，来自武陟县各医疗卫生
机构的健康志愿者充分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有的为群众推拿按摩，有的为
群众拔罐、艾灸，有的为群众把脉问
诊，有的为群众穴位压豆，有的为群众
测量血糖，有的为群众普及中医药知
识，有的为群众发放中药浴疗包……
让过往群众体验到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

在怀庆铺子药膳茶饮展示区，近
10个茶饮壶一字形摆开，集中医药理
念与美食烹饪于一体的特色药膳备受
欢迎。群众不仅争相品尝着香气四
溢、热气腾腾的暖茶饮，更了解到中医
药在饮食养生方面的独特功效。在中
医药文化宣传长廊，群众拿起手机拍
摄中医药趣味传说、中医名家传奇故
事和四季防病小口诀等内容。在小董
乡初心馆内，谢氏拔毒膏、张氏正骨等
中医药“非遗”技术传承人设置摊位向
群众进行展示。此外，声情并茂的董
永传说，中医药防癌知识讲解，中医药
灯谜竞猜、名家戏曲联唱，更是吸引着
群众参与其中。

据了解，武陟县元宵节中医药文
化宣传暨义诊活动，让群众体验中医
药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地促进中医
药文化融入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武
陟县将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进
机关、乡村、学校、企业、养老中心活
动，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中
医药服务，让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果
惠及更多的群众。

（王正勋 侯林峰 任永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