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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中医防病治病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人气指数被中医药提升的不仅有

郏县妇幼保健院儿科治疗中心，还有
其他科室。

在郏县妇幼保健院里走上一遭，
从妇科到儿科，从围保科到儿保科，再
到小儿康复科，随处可见与中医药相
关的宣传展板与标语；走廊里飘着浓
浓的中药香，治疗室里的艾灸、中药熏
蒸等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洗浴中
心开展了药浴治疗新生儿黄疸疗法；
小儿康复科综合运用中医按摩、点穴、
针灸等方法，对神经机能障碍、脑瘫、
脑损伤综合征、感统失调等疾病的患
儿进行个体化治疗；妇科用中药灌肠
疗法治疗慢性盆腔炎、输卵管粘连，用
穴位注射法治疗妊娠呕吐；围保科与
中西医结合科均开展产后中药熏蒸疗
法来预防月子病……

在郏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三四
名婴儿躺在治疗床上，正在接受治疗
师的捏脊、被动操训练等治疗。半岁
多的川宝（化名）正在笑嘻嘻地配合治
疗师许歌歌接受被动操训练，每当治
疗师把他的小手臂轻轻拉到其背后
时，他都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川宝刚来到这里时，可不是这样！”
川宝妈妈说，孩子出生时由于脑部缺氧，
不久前出现肌张力高、交叉步现象，特别
容易激惹，动不动就大哭大闹。如果到
省城为孩子治疗疾病，费用较高。他们
听说郏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治疗效果
比较好，就带孩子在该科接受了被动操
训练、按摩等治疗。治疗3个疗程后，川
宝的交叉步被纠正好了，“脾气”也好
了。如今，每天的治疗时间变成了孩子
的快乐时间。同时，每个疗程的治疗费
为900元左右，正好在其家庭的经济承
受范围之内。

每年有4600多个像川宝这样的轻
症患儿，不但免去了奔波之苦，而且不
用吃药、不用打针，在家门口就能接受

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疗法。
“有很多孩子的病情没有发展到

脑损伤的严重程度，但会出现肌张力
高、腹泻、睡眠质量差、厌食等症状，
这些一直困扰着孩子和家人。以前，
对这类孩子只能用药物治疗。现在，
郏县妇幼保健院引进中医药适宜技
术后，家长比较容易接受这些疗法，
就不再去市级医院、省级医院就诊
了。”郏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高
丽娟说。

中医药适宜技术很受家长们的欢
迎。

在儿科病区的小儿推拿中心，护师
齐真真正在给6岁的女孩儿涵涵（化名）
进行推拿治疗。躺在治疗床上的涵涵
面带微笑，她的妈妈王女士则在一旁慈
爱地看着女儿。

“俺闺女的体质差，动不动就因为
感冒、发热住院治疗。以前，不知道有
中医疗法。经过这次体验后，看着闺
女很喜欢，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我准
备定期带涵涵来这儿做中医保健治
疗，以便增强体质。”王女士说。

在为患者进行手法治疗的同时，
治疗师们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医护人员
的荣耀，医患关系也就更加融洽了。
同时，我们不但感受到群众对中医药
的热衷，而且不断有其他医院的医生
问：“听说你们医院引进了一些中医新
技术，深受患者的欢迎……”对此，院
长王江定深有感触。

“这些信息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医
药适宜技术在基层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但还缺少加大宣传、推广、开发的力
度。”王江定说。

管理篇

一次煞费苦心的中医复兴运动

形成中医药全面参与格局
一年前，当你走进郏县妇幼保健

院，看到的还不是现在这种场景。

郏县妇幼保健院有350张编制床
位，设有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儿
童保健部、综合康复部、医技保障部五
大业务管理部门，共有临床、医技、保
健科（室）50余个，病区（单元）10个，曾
经被卫生管理部门评为“国家卫生计
生委妇幼健康服务先进集体”。可是，
在中医药适宜技术应用方面，该院之
前只设立了儿科门诊，返聘的老专家
谢守祯经常在此坐诊。

王江定是药学出身，平时对中医
药适宜技术比较关注，加上他有卫生
行政管理工作的经历，这让他对医院
的管理和发展有着独特的思路。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医疗服务
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基层妇
幼保健院，应该积极探索发展之路。”
王江定说。

去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医
药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纲 要（2016～
2030）》。王江定认为，这是发展中医
的大好时机。同时，各级卫生管理部
门要求减少输液量和减少抗生素应用
的政策不断出台，并在妇幼保健机构
建设标准中明确要求设置中医妇科、
中医儿科。

遵循中医发展的趋势，郏县妇幼
保健院决定将中医“治未病”理念和妇
幼保健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医
药“简、便、验、廉”的优势。这既能减
轻群众的医疗保健负担，又能树立行
业形象。

说干就干！很快，郏县妇幼保健
院成立了由王江定任组长的中医药领
导小组。该小组成员及时完善了相关
工作制度，并制订了5年发展规划：力
争在两三年内实现儿科门诊输液量下
降 50%，妇科、内科、儿科中医药治疗
参与率达到30%；三五年内实现内科、
儿科门诊输液量下降 40%，妇科、内
科、儿科中医药治疗参与率达到 50%
等指标。

同时，郏县妇幼保健院及时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完善绩效分配制度，提
高中医药应用的绩效比例，促使各个
临床科室自觉地运用中医药适宜技
术。

当然，郏县妇幼保健院也对科室
设置进行了全面整合，比如中西医结
合科、儿童康复科都开设了中医病
房，尽量安排足够的中医师、针灸师、
推拿师等为患者服务。该院康复楼一
楼的病区，被重点打造成中西医结合
糖尿病、神经康复以及内科常见病、多
发病的治疗区域；二楼建成颈肩腰腿
痛、骨科术后康复治疗区域；三楼是成
人康复治疗中心；四楼、五楼分别作
为小儿康复住院部及小儿康复治疗
中心；将普通儿科病区建成小儿推拿
中心等。

多个特色中医门诊科室逐步建立
起来。原来的内科门诊“变身”为中西
医结合科门诊。中西医结合妇科门
诊、中西医结合儿科门诊已经挂牌；没
有挂牌的门诊科室，则增设了中医特
色治疗项目。同时，郏县妇幼保健院
在输液中心综合治疗项目中增设了中
医儿科治疗中心，将原来的急诊药房
改建为中药房，且配齐了常用中药制
剂，并在全县率先引进全自动中药颗
粒分装系统。

确立“中西医并重”理念
再好的计划，也要由相应的人才

来完成。确定全面推广中医药适宜技
术的发展思路后，郏县妇幼保健院面
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该院当时的产
科、儿科均采用纯西医治疗方式，400
多名职工中仅有 17 名中医药专业人
员。

首先，怎样让全体职工从观念上
转变，将曾经的西医思维模式转变为

中西医结合乃至中医思维模式，并认
识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呢？

王江定与几位院领导一起去参观
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在全国的
妇幼保健机构中，东阳市妇幼保健院
以中医特色兴院闻名遐迩。参观后，
他们顿时感到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的
迫切性和培训员工的必要性。

“中医药氛围太浓厚了，没想到妇
幼保健工作还可以这么开展！”郏县妇
幼保健院副院长时青军说。

回来之后，郏县妇幼保健院领导
班子一致认为，要快速把中医药业务
开展起来。紧接着，全院的中层干部
又被分批送到东阳市妇幼保健院进
修，让其学习中医临床操作技术和中
医药管理知识。

中层干部学习归来后，相关的中
医药适宜技术被引进郏县妇幼保健
院。

“我是去年4月去东阳市妇幼保健
院进修的。通过深入学习，我发现那
儿的抗生素应用率低，治疗效果好。
随后，我院又派妇科医师吴艳华到东
阳市妇幼保健院学习中医药适宜技
术、派李亚红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学习。随后，中药灌肠、贴敷
等技术都被应用到我们医院的临床
中。”郏县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主任
程香芬说。

在派出人员外出培训的同时，郏
县妇幼保健院还制订了中西医结合人
才培养计划。该院采取医务科统一调
配措施，首先让中医药专业人员回到
本职工作岗位上，优先安排院外培训
和院内培训人员的工作岗位。其次，
2017年，该院计划通过统一招聘中西
医结合人才，来增强中医药技术力
量。同时，该院还倡导一部分科室人
员在日常工作中开展“西学中”活动，
以便拓宽医务人员的技术领域、创新
诊疗方法和提高技能。

郏县妇幼保健院还统一订购了
《儿科中医医疗技术及中成药用药指
导》《妇科中医医疗技术及中成药用药
指导》等教材，发给每一位医生。同
时，外出进修人员回来后要轮流对相
关专业人员开展中医药诊治及相关适
宜技术培训活动。

全院齐心协力，奋力拼搏。不到
半年时间，中医诊治技术已经“渗透”
到该院的各个科室以及每一个角落。

愿景篇

一趟任重道远的“培根”之旅

为“中字号”妇幼保健机构助力
众所周知，中医药具有“简、便、

验、廉”的特点，“从西向中”的转型，
会影响医院的发展和职工的积极性
吗？

在未看到郏县妇幼保健院2016年
10~12月的业务数据之前，王江定还有
一些忐忑不安。可是，当他看到统计数
据时，心里的包袱暂时被“卸”下来了。
这些数据表明：该院各项业务指标不但
没有下降，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职工
待遇也有所提高。

“医院在绩效考核方案的制定方
面，着重鼓励医生使用中药，鼓励医生
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限制大输液。
输液量减少了，还有奖励，医务人员也
特别欢迎。2016年年底，一部分开展
中医药适宜技术职工的待遇同比增加
了8%~10%。”郏县妇幼保健院经济管
理办公室主任朱彩娟说。

在采取这样的鼓励措施下，郏县
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均感到中医药技
术的优势和前景，都想撸起袖子加油
干，进而想更多、更好地开展中医药适
宜技术。

前段时间，郏县妇幼保健院分别
成立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儿童康复基地”“中西医结合康复医
院”。省级医院的中医专家会定期到
郏县进行帮扶指导、坐诊带教。

在郏县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干劲
儿十足的同时，由于工作受到掣肘，各
项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首先，妇幼保健机构推广中医药
适宜技术，不具备中医医院、综合医院
的政策优势。国家在中医相关项目的
扶持方面，主要倾向于中医医院以及
一部分综合医院，而对妇幼保健机构
这样的专科医院，支持力度需要进一
步加大。像一些省级医院开展的培训
项目，妇幼保健院能够参加培训的人
数比较少，甚至没有名额。该院希望
中医药管理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能够
对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
进行统一规划。

“我们目前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除东阳市妇幼保健院外，还有一些中
医医院的经验和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和
借鉴。非常希望中医药管理部门从政
策和业务方面给予指导，能给予妇幼
保健机构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王江定
说。

人才与硬件设施的瓶颈有待打破
妇幼保健机构推广中医药适宜技

术，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人才问
题。中医的系统性强、学习周期长，就
算在全院开展“西学中”活动，但是未
经过系统培训的西医人员要想熟练地
掌握中医药知识、能够运用中医药技
术，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为此，郏县妇幼保健院及时开展
了中医药相关人才的储备工作，比如
在招聘医务人员时，中医相关专业的
毕业生优先录用。前段时间，该院妇

科就成功引进了一名河南中医药大学
的硕士毕业生。

人才短缺的同时，物质基础和硬
件设施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短板。以
郏县妇幼保健院妇科病房为例，中医
适宜技术开展得比较单一，且缺乏持
久性，与医院“计划”中成立“养胎中
心”，开展中医贴敷、茶饮、耳穴埋豆、
中药冲洗、无烟艾灸等技术项目的目
标相差甚远。

在儿科病房，目前住院患者人数
已达到高峰。受空间和人手限制，中
医适宜技术只开展了穴位敷贴疗法，
其他疗法如小儿推拿疗法只能暂停。

郏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考虑到患
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未能按时开展产
后促进子宫复旧穴位贴敷培训。因
此，产后康复项目还需要中西医结合
科与孕产保健部密切配合，进而健全
和完善各种机制，促使产后中医康复
疗法顺利开展。

郏县妇幼保健院医务科科长王军
侠告诉记者，当前，国家正在优化和整
合计划生育资源。该院将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努力提高该
院的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充分利用中医
药“简、便、验、廉”的特点，进一步解决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高基层
服务能力，这是妇幼健康服务发展的新
方向。围绕“大专科、小综合、中西医结
合”的基本思路，在妇女、儿童健康服务
中大力推广和应用中医药适宜技术，是
全院职工的心声。

“无中医不保健。我们会按照医
院制订的5年计划，把中医药适宜技术
运用到妇幼保健工作的各个方面，让
群众满意、医务人员满意。我们对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王江定
说。

中医药在妇幼保健机构大有可为
——郏县妇幼保健院全面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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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熏蒸

人头攒动的中西医结合儿科门诊

新生儿药浴

针灸、点穴等传统中医疗法

捏脊、被动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