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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洛阳正骨医院互联网医院获批

值班主任 王保立 责编 安笑妍

中医日间病房破解“住院难”
□王正勋 侯林峰 李艳朋

一位77岁老人的“专车情缘”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慕国兴

“现在的政策真好。我这肩
周炎一直没时间治疗，受了很
多罪；现在中医院有了日间病
房，诊疗时间可以提前预约，我
能合理安排时间进行系统治疗
了。”4月27日，在济源市中医院
里，刘某对记者说。

据了解，刘某是一名初中教
师，前段时间肩周炎疼痛加剧，
因为不愿耽误学生们的课程，他
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医院做治疗，
但不太方便。刘某听说济源市
中医院有中医日间病房，不用住
院，还可以随治随走，又能享受
医保报销待遇。“中医日间病房，
让我既能得到系统治疗，又能享

受医保住院报销待遇，真好！”刘
某称赞道。

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医
疗服务，从 2024 年 2 月开始，济
源市中医院推出了中医日间病
房服务，只要患者符合住院条
件，即可办理住院手续，以中医
药适宜技术治疗为主，且在非
治疗期间无须持续住院观察，
治疗结束就可离院。济源市中
医院中医日间病房以传统中医
特色治疗为主，突出了中医整
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不使用西
药、静脉用药。

中医日间病房医生王秦英
介绍说：“中医日间病房属于住

院不过夜的一种新型诊疗模
式，患者每天抽出两小时左右
的时间来医院做中医治疗，具
体时间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跟主
治医生预约，如果实在忙，也可
以预约中午下班或者晚上下班
后的时间治疗。中医日间病房
具有治疗时间更加灵活多变、
患者治疗结束后即可回家、减
轻患者经济压力等优势。”

49 岁的王某因腰部疼痛伴
双下肢冰凉症状已两年之久，
但因工作繁忙，没办法住院系
统治疗，“只好诊所开点儿药、
医院做个门诊理疗，症状缓解
就不再治疗了”。近日，疼痛难

忍的王某不得不请假来济源市
中医院就诊。经医生检查，王
某被诊断为第三腰椎横突综合
征。在与王某的交流中，王秦
英为王某详细介绍了中医日间
病房的优势，建议王某办理相
关手续，安排系统治疗。王某
与王秦英提前约好时间后，按
时来到医院做康复治疗，针刺、
督灸、牵引、熏蒸、穴位按摩等
中医药疗法成为她的主要治疗
手段。经过一周的积极治疗，
王某的腰痛、双下肢冰凉、腰椎
横突等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
最终身体康复办理了出院手
续。

王某治疗结束后，欣喜地逢
人就说：“白天我抽时间来医院
治疗，不耽误工作；晚上还可以
在家里好好休息，身体也得到了
系统治疗。出院时，医保还报销
了不少费用，太方便了！”

济源市中医院医保科科长
李红介绍，中医日间病房与普
通住院相比，患者一个结算周
期内，不再收取床位费，护理费
按普通住院的50%收取，同病种
可让患者节省930余元，减轻了
就诊患者的经济压力。开诊一
年多来，济源市中医院中医日
间病房已接诊250余人，受到了
患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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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苏伟
伟）4 月 26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
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中医运动医学中心
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朱立
国赴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南阳医院
（南阳市中医院）指导国家中医（骨伤）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

2022 年，南阳市中医院联合望京医
院派驻专家开展“三平移”工作，国家中
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在医疗业务、学
科建设、科研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该院获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
集体”。朱立国一行实地参观了中医骨
伤特色门诊、非药物疗法中心、康复中
心、实训中心等部门，重点询问了国家中
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自建设以来，围
绕医疗业务、骨伤专科建设、科研平台构
建、人才培养、中医药文化发展等方面的
情况。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骨
伤科疾病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
代的作用，骨健康已经纳入‘中医药健康
促进行动’，未来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发展
的理念，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结合人工
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服务水平。”朱
立国院士对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
心在中医药传承创新、专科建设、学术科
研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要求要提
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圆满完成国
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任务。

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崔书克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
医药发展战略，认真落实朱立国院士指
导意见，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断
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推动医
院高质量发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
院南阳医院（南阳市中医院）执行院长魏戌说，下一步，国家中医
（骨伤）区域医疗中心要对标对表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考
核指标，实现“三平移”目标，推动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十大功能定位，进一步发挥好区域范围的辐射
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品牌效应与优质
资源，培养优秀团队，培养领军人才，推进新院区工程建设等重
点工作；聚焦三大核心任务，加速推进河南省骨伤重点学科、骨
伤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的实体化运作，确保年内完成省科技厅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验收，并力争创建国家级科研平台，加强学
科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其在中医骨伤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力。

漯河市召陵区中医院

健康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骆 观）近日，漯河市召陵
区中医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召
陵区姬石镇双语小学，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

讲座伊始，该院医务人员
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围绕春季常见
病预防，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
的健康知识之旅。

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家长
和老师们纷纷就自己关心的问
题踊跃提问，医务人员一一为
大家解答，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四维驱动构建人才生态圈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吕贵德

“我是一个爱说爱笑、爱说实话
的老婆子，我腿痛有30年了，王瑞院
长用中医药适宜技术为我治疗后，陪
伴我30年的三轮‘专用车’就光荣下
岗啦！”近日，正在河南亚太骨病医院
接受治疗的患者张某伸出拇指向记
者说。

“我在走廊里已经走了好几个来
回，双腿没有一点儿疼痛感，只有髋
关节和脚腕隐隐约约有些酸困，其他
没有什么不适。”张某向记者展示着
已经治好的腿。

张某，女性，77岁，家住郑州市高

新区，30年前，她患上了膝关节骨性
关节病，长年遭受疼痛的折磨。多年
来，她骑着三轮车辗转去医院和诊所
求医问药，治疗的办法就是依靠贴膏
药、打针、口服药物来缓解症状。三
轮车成了她四处求医治病的代步工
具，路也没少跑，钱也没少花，但疼痛
依然没有减轻。

今年4月，张某的邻居在河南亚
太骨病医院做过疼痛治疗，而且治疗
效果相当不错。当邻居得知张某腿
痛得厉害，便向张某介绍了医院的治
疗方法。张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

到了河南亚太骨病医院就诊。
河南亚太骨病医院院长王瑞说：

“张女士患的是双侧膝关节骨性关节
病，病情比较严重，我采用中华新九
针技术，配合艾灸、中药外敷等中医
药适宜技术，为她进行了 3 次治疗。
目前，张女士的疼痛症状基本消失。
我们的医院与其他大医院相比没有
人家的名气大，但是在治疗各类疼痛
性疾病以及骨病方面的疾病，我们有
自己的专科优势。中华新九针技术
是我们医院的‘法宝’，给疼痛患者带
来希望。”

→4月29日，在三门峡市中医院内分泌科，
医务人员为肥胖患者进行穴位埋线和针灸。三
门峡市中医院内分泌科是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
设单位。该科的肥胖门诊作为豫西地区较早开
展肥胖症中西医结合诊疗的专科门诊，采用“筛
查、干预、管理”三位一体的创新诊疗模式，为肥
胖人群提供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方案。目前，已
有数百名肥胖症患者实现健康减重目标。

朱晓娟 张 晓/摄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邓江河）4 月 24 日，河南省洛
阳 正 骨 医 院（河 南 省 骨 科 医
院）经前期审核通过，其医疗
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增加“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互联网医院”第二名
称和“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

此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河南省骨科医院）经前期
积极筹建、申报，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组织专家组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按照《河南省互联
网医院执业评审细则（试行）》
对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进行现场核查，
认为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
南省骨科医院）符合《互联网

医院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在
人员配置、系统对接、信息安
全、设备设施、执业规则和管
理制度等方面达到设置和执
业登记要求。

此次获批互联网医院牌
照，标志着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河南省骨科医院）互联网
医 院 正 式 开 启“ 互 联 网 + 医

疗”新篇章。接下来，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将严格按照互联网医院管
理 的 有 关 要 求 ，借 助“ 互 联
网+”技术，不断优化互联网
医院各项服务，为群众提供更
加及时、便捷、高效的线上诊
疗 服 务 ，助 力 医 院 高 质 量 发
展。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许敬生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的
杰出教授，是誉满杏林的中医
药文化大家，在中医药文化研
究、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出版、
国际传播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贡
献。”近日，在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仲景学院）主办的

“许敬生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暨诗歌朗诵会”上，河南中医
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建光说。

今年 81 岁的全国著名医
古文专家、河南中医药大学教
授许敬生，现任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儒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儒医
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
文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
药学会医古文分会主任委员，
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
首届“医古文资深名师”，是全
国“中医典籍与语言文化研究
专家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首
批专家。

许敬生从教半个世纪以
来，始终躬耕于中医文献研究
与教育一线，曾主编出版全国
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和本
科教材《古代汉语》《医古文》

《大学语文》等教学用书；主持
整理了《中原历代医家名著·
古代卷》等40余部中医古籍。
其退休后，仍以“为中原医学
立言”为己任，完成《医林掌
故》《中医药文化寻源》等影响
深远的中医药文化著作。其
新近出版的《中原医学概论》
更填补学术空白，被学界誉为

“中原医学研究的里程碑”。
“许敬生是埋头耕耘的古

汉语专家，为古汉语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是精心雕琢
的文献学先生，参与国家和地方多个层面文献学著作的
整理和校释工作；是奋力呐喊的大文化学者，献身传统
文化挖掘、整理，为中医药文化特别是中原中医药文化
传承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
名誉副会长温长路说。

活动现场，学者们深度解析了许敬生的学术思想体
系，专业朗诵者倾情演绎了《河南中医药大学赋》《在仲
景像前》《在比萨斜塔前沉思》等许敬生创作的诗篇。“回
顾50余年的从教生涯，在河南中医药大学领导、各科专
家及文化界朋友的帮助下，我主要做成了以文说医，讲
好中医故事和为中原医学立言这两件事。”许敬生说。
他将继续用手中的笔为中医药文化、为中原医学写一些
文字，贡献了力量。

近年来，安阳市中医院深入实
施“人才强院”战略，“引才、育才、
留才、用才”四维驱动，构建多层
次、全方位的人才体系。

靶向引才
“跟着秦贵军教授查房，就像解

锁中医‘高端局’！”安阳市中医院糖
尿病科青年医师提到的，是该院“中
原学者工作室”的一次查房。2024
年该院引进“中原学者”秦贵军，成
立工作室开展糖尿病专业学科共
建，让年轻医生直呼“赚到了”。该
院通过“全职+柔性+返聘”组合策
略，形成“外引内培”的良性循环，全

职引进填补学科短板的34名硕士、7
名高职称专家；柔性引入国医大师、
河南省名中医等专家，开展技术带
教；聘经验丰富的退休专家，建立

“老、中、青”“传、帮、带”机制，实现
技术经验双传承。

系统育才
安阳市中医院创新构建了“院

校+师承+实践”三维育才体系。院
校合作方面，安阳市中医院与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共建
高水平护理专科，选派业务骨干赴
广东省中医院进修；师承教育方
面，依托名医工作室开展经典传

承，培养“精经典、强临床”的中医
新锐力量；实践方面，通过“西学
中”培训、技能竞赛等提升实战能
力。2024 年该院成功申报省级课
题15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43篇，
煎药机质量标准研究入选全国药
学服务青年课题榜单。

生态留才
安阳市中医院深化人事制度

改革，建立以中医药特色服务为导
向的绩效考核体系，重点向临床一
线、高风险岗位和关键人才倾斜，
对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和科研攻关
的团队给予激励。此外，安阳市中

医院还推行“名医工作室”绩效捆
绑机制，将专家个人业绩与团队整
体绩效挂钩，形成“传、帮、带”良性
循环。骨伤科医师表示：“职称晋
升与绩效改革双轮驱动，让临床、
科研双肩挑成为新常态。”制度创
新下，医务人员参与新技术研发和
教学工作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平台用才
安阳市中医院打破传统用人

模式，专门为年轻干部开设了“晋
升快车道”，46名入库骨干享受“定
制化培养套餐”；建成 18 个专病诊
疗中心及特色门诊，牵头成立了安

阳市中医药学会、紧密型中医医联
体，同时以医院 3 个全国知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 个省级区
域诊疗中心、糖尿病科国家标准化
代谢管理中心（MMC）、肺病专业
PCCM（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河
南省中医介入质控中心为依托，提
升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为人才
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人才兴，则医院兴。安阳市中
医院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构建了

“引育留用”全链条管理体系，不仅
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也为医院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鹤壁市中医院

青苗人才结业考核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

讯员邢改霞）4月27日，河南省
第二批中医药青苗人才培养项
目鹤壁市青苗人才结业考核在
鹤壁市中医院南海路院区顺利
举行。

此次考核采取多维度综合
评价，内容包括日常继承表现、
继承实绩、实践技能、结业论
文。在经典考核环节，专家组
重点考查学员对中医经典的掌

握程度；在临床考核环节，通过
真实病例检验学员的辨证论治
能力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操作水
平；在论文环节，学员们逐一向
评审专家组汇报了结业论文研
究成果。

据介绍，鹤壁市中医院已经
启动第三批青苗人才培养计划，
未来将不断扩大培养规模，持续
健全传承创新体系，为中医药事
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