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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在

基层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这既说明了国家对中医药事业
的重视，也说明了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城
乡居民的健康素养，增加报纸的可读性，本版开设《中医故
事》《解读中医》《中医院传真》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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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杨 景 彭长
虹）记者3月12日从信阳市卫生计生委获悉，信阳
市中医医院医联体正式成立。

据介绍，信阳市中医医院医联体以信阳市中
医院为龙头，以全市二级中医医院为成员单位，旨
在提升中医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指导县
域中医医院医共体建设；市中医院通过派驻管理
团队和专家团队，重点帮扶县级中医医院提升医
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医联体各成员单位之间加强
合作，共同提高，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医联体成立后，将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和协
作制度，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建立管理组织制度，
促进医联体内业务协同、分级诊疗，建立规范的双
向转诊机制和绿色通道，明确双向转诊管理责任
部门和责任人，确保预约转诊优先诊疗、住院；各
成员单位之间通过派出管理团队以及专科共建、
临床带教、业务指导、教学查房、科研和项目协作
等方式，有效利用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基层服务能
力；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
报主管卫生计生（中医）部门备案后，医务人员在
内部可有序流动，不需要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和执
业机构备案手续。

信阳市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王亚玲说，
信阳市中医医院医联体是推进医改的重要抓手，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和中医管理部门要大力支持医
联体建设，对医联体工作要起到统筹、协调、促进
作用，确保医联体建设有效推进，健康发展。信阳
市中医院要发挥龙头作用，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
强指导帮扶，提升成员单位医疗技术和服务能
力。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实际，找准关键部门和核
心问题，真正做到管理服务共享、人才技术共享、
设备资源共享，真正达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
同提高的目的，提升全市中医药服务能力。

本报讯 去年，南阳市中
医院明确“加强中医自信，打
好中医办院底色，确立医院
发 展 方 向 不 动 摇 ，坚 持 姓

‘中’，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
走差异化发展路子”的发展
理念，深入开展“树名医、创
名科、建名院”活动，较好地
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

南阳市中医院先后出台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实施
方案》《危急值报告与处理流
程》《重点病种服务流程与规
范》，优化《中医特色病证管
理方案》；在每个病区设立中
医特色治疗室，坚持开展“中
医学经典、西医学中医”活
动；采取绩效考核及质控措
施，引导和鼓励各科医务人
员在所治病种的不同阶段充
分使用中医药诊疗技术，每

个病区选择一两个中西医结
合优势明显、疗效突出的病
种，强力突破，重点推进，使
全院中医非药物疗法和中药
使用率大幅提升；对原有煎
药房进行升级改造，增加砂
锅单剂煎药，满足临床患者

“一日一剂，一日一煎”的需
求，有效提高了科室中药使
用参与率。

截至 2017 年年底，南阳
市中医院已开展中医诊疗技
术项目 63 项，实施中医特色
病证诊疗方案 59 个。全院
中医药治疗率达到 86%，饮
片收入增加 300 万元，中药
制剂销量较前年增加 20%，
中药收入占药品收入比例的
34.5%，中医非药物疗法使用
率为40%。

（乔晓娜 方 圆 李 政）

日前，商丘市中医院医务人员在翠园老年公寓开展义诊活动。活动中，医务人员为老人们做了耳内
镜检查，测量了血压，还对他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及健康用药指导。

赵忠民 吕 翔/摄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3月9
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举行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拜师仪式，
冯明清、李庆海、崔应民、庞玉
琴、李郑生 5 位指导老师接受了
10 位继承人的跪拜、敬茶、献
花。在接下来的 3 年内，他们将
共同努力，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储
备人才。

古乐响起，拜师仪式正式开
始。10 位继承人向指导老师行

跪拜礼、敬茶、献花，并向指导老
师递交“拜师帖”，表达对指导老
师的敬意和谢意，也表明自己立
志继承指导老师学术思想的决
心。紧接着，指导老师向继承人
颁发“授徒证书”。

冯明清、李庆海、崔应民、庞
玉琴、李郑生，是第六批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在学术上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和独特的学术理念，在
河 南 乃 至 全 国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力。指导老师代表冯明清说，师
承教育是千百年来中医药人才
培养的主要模式，在中医药学术
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等方
面秉承“悬壶济世、杏林天下”的
理念，不断发扬光大。在今后的
带教中，指导老师将认真履行传
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对学术继
承人严格要求、悉心带教。学术
继承人代表李志刚表示，在今后
的学习过程中，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尊师重道、克己复礼，端

正态度、严格要求，继承主业、开
拓进取，力争“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十分重视中医药师承教育，相
继承担第二批至第五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并
举办了院内“名师工程”，培养出
一大批优秀的中医药传承人才；
通过师承将更好地传承博大精深
的中医药文化，更好地服务人民，
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金 欣）和风送暖，春意盎然。
近日，洛宁县中医院将“总结会、
表彰会、动员会”“三会合一”，再
谋发展。

去年，洛宁县中医院全体干
部职工团结一心，踏踏实实搞工
作，一心一意谋发展，各项工作
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其
中 ，在 医 政 方 面 ，按 照 医 疗 质
量管理的主题要求，扎实开展
病案书写工作。在市里组织的
3 次医疗质量总体互查中，该
院 总 评 分 均 位 居 九 县 六 区 前
三，通过全面医疗质量互查工

作，提升了工作质量。制定各
科室中医特色病证管理，发挥
中医优势。完成了市卫生计生
委 组 织 的“ 三 基 技 能 竞 赛 ”工
作。在护理方面，该院加强执
业管理和专科护士培训，一名
护理人员取得 2017 年全市医务
人员“三基”比武活动三等奖；
今年新增 3 个优质护理服务病
区，占全院病区的 70%，通过优
质护理服务的开展，大大提高
患者满意度。在中医特色建设
上 ，该 院 加 强 中 医 药 文 化 建
设 ，提 高 中 医 药 服 务 能 力 ，积
极协助县卫生计生委加强乡村

级中医科及中医能力建设，开
展中医临床适宜技术培训，全
县共有21家乡镇卫生院管理员、
300 多个乡村医生参加了培训，
效果良好。

“2018 年是我们医院发展关
键的一年，既是转折年，也是提升
年！”洛宁县中医院院长刘吉平
说。

洛宁县中医院争取今年5月
完成整体搬迁工作。全体医务人
员将以新思路顺应新时代，以新
姿态开启新征程，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为医院的健康发展拼搏奋
斗。

这是一个在受伤患者腿上
“拔牙”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河南
省洛阳正骨医院。

当天 18 时 10 分，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手外显微骨一科急
诊班医生石宁宁接到急诊科请
求会诊的电话后，快速来到急
诊科，只见担架车上一名患者
痛苦地呻吟着。石宁宁靠近患
者一看，两枚超大号的铁钉（后
来知道是农具旋耕耙上的“牙
齿”，称为耙齿）深深地扎进了
双侧大腿里，右侧大腿上的耙齿
从中段前外侧进入，从后下方穿
出，左侧大腿上的耙齿从中下段

内侧进入，尾端外露，可见有节
律地摆动，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
冒着“寒光”。

石宁宁马上向主诊医师、副
主任医师单海民汇报。单海民叮
嘱他不要动耙齿，避免造成二次
损伤。

19时58分，患者入住手外显
微骨一科病区，相关医务人员制
定了周全的手术方案和应急预
案。为应对术中大出血以及血管
神经损伤，可能需要显微外科修
复。血备好了，显微器械及手术
人员到位了。

21时30分，患者被推进手术

室。麻醉、消毒、铺巾……手术紧
张有序地进行着。术中探查发
现，患者左侧大腿的耙齿紧贴股
动脉刺入，内侧部分肌肉断裂，
伤口内布满泥土，污染较重；右
侧大腿的耙齿从胫神经与腓总
神经旁边穿过，外后侧部分肌肉
断裂，伤口内有部分衣物碎屑及
较多泥土。医生用双氧水及生
理盐水反复冲洗后，在保护好重
要血管神经前提下，顺利取出两
枚耙齿，紧接着彻底清创。医生
再次用大量双氧水、生理盐水反
复冲洗，碘伏浸泡消毒，并处理
好患肢其他伤情，进行伤口包

扎，石膏固定。单海民伸伸酸酸
的腰，看看墙上的时钟，当时已
经到了次日凌晨 1 时 20 分。单
海民与王新江、石宁宁、肖建伟
组成的团队，把“双大腿软组织
异物取出术”做得干净利落，既
保护了重要血管神经，又让异物
无残留。

单海民说，按常规讲该手术
不是大手术，但是反过来讲手术
无大小。术后丈量，耙齿长度
27.5 厘米，刀柄至刀尖直线长度
18厘米，齿宽2.5厘米。

次日中午，记者在重症监护
室见到了 51 岁的患者王先生。

王先生来自鲁山县，由于地势不
平，他在耙地过程中被卷入耙齿
中。他的儿子几经努力，想使其
大腿与耙齿分开都没有成功，最
后只好喊来邻居帮忙，用扳手让
耙齿与主机械“分开”，此时地上
的泥土已经沾满了血迹。王先生
当即被送往当地医院，值班医生
建议赶快转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接受治疗。

“幸亏当时没有就地拔下耙
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神经损
伤要不了命，如果伤及大血管就
难说了。”单海民有点儿后怕。

日前，襄城县中医院主动与许昌市中心血站联系，积极
组织医务人员参加无偿献血，以缓解全市血液库存不足、临
床用血困难状况。一些患者家属和过往行人被该院医务人
员的精神打动，不断有人加入献血队伍。当天，共有60名医
务人员和群众献血，献血总量达到2.3万多毫升。

王正勋 周勇杰/摄

近日，灵宝市中医院60名医务人员参加无偿献血，献血
总量达到1.96万毫升。其中，几名血液不合格的医务人员
表示，一定要锻炼好身体，争取下次能够实现心愿。

刘 岩 徐海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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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耙齿扎进患者的大腿里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张随山

南阳市中医院

打好中医办院底色

本报讯 （记者李 季）
“喂，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患者呼吸心跳骤停，马上抢
救！”急诊科医生迅速判断患
者状态，紧急进行心肺复苏、
开放气道、快速建立有效呼
吸……这气氛紧张、扣人心
弦的一幕出现在开封市中医
院急诊急救大练兵活动现
场。

近日，开封市中医院开
展急救知识技能比赛，旨在
提升全体医务人员的急救能
力，做到急救技能培训全覆
盖。

在不影响临床工作的情
况下，开封市中医院医教部

积极牵头组织活动，邀请急
诊科、心病科、重症监护室的
技术骨干担任本次培训的导
师，号召全院医、药、护、技及
行政人员参与此次急救大练
兵活动。为了使大练兵做到
全覆盖，该院医教部组织全
体医务人员分层次、分批次
进行急救知识比赛岗前练
兵培训，对急诊急救知识以
及操作技能进行培训。培
训结束后，医教部对院内科
室练兵情况进行督导，要求
院内每位职工都具备急救
能力，各科室心肺复苏练习
要常态化，积极承担社会急
救责任。

开封市中医院

开展急救大练兵
洛宁县中医院“三会合一”谋发展

医务人员无偿献血

本报讯 目前，中医药领域只
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
是教育部一级学科。今年全国
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代表，上
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吴焕淦委员，
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马骏委
员等均建议将针灸学科提升为
国家一级学科。

张伯礼表示：“目前，针灸
学属于中医学的二级学科，制
约了针灸学科的发展，不能适
应健康中国建设的要求，也不
利于中医药走向国际并发挥引

领作用。”
“尽管学科地位受到束缚，但

有数据显示，2016 年接受针灸的
门诊患者已达3000多万人次，且
就诊人数每年还在以 6%的速度
增长。”吴焕淦、马骏在提案中写
道。

代表委员们认为，提升针灸
学为一级学科势在必行。首先，
针灸具有“简、便、验、廉”的独
特优势，可为健康中国建设贡
献力量。我国目前 90％以上的
中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以
及很多综合医院都设置了针灸

科；在基层医疗机构和健康服
务业，针灸已成为中医特色优
势的代表。

其次，针灸是国际化程度最
高的疗法，进入主流医学体系，引
领国际发展，需要恰当的学科位
置。针灸是国际应用最广泛的传
统医学方法，已经有 183 个国家
和地区在应用，并入选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要想领跑世界针灸
发展，我国急需进一步提升针灸
学科地位。

再次，激烈的国际挑战和竞
争，倒逼加快我国针灸学科建

设。近年来，西方医学针灸学正
在西方国家逐渐形成，日本、韩国
等国家在针灸国际标准研制方面
也对我国针灸的国际“话语权”形
成激烈的竞争。

最后，独 特 的 针 灸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呼 唤 针 灸 学 科 发 展 的
升级。目前由中国政府主办、
涉 及 针 灸 教 育 的 大 学 有 40 余
所，每所中医药大学都设立了
针灸学院或以针灸为主体的针
灸 相 关 学 院 。 很 多 西 方 国 家
也 都 兴 办 了 针 灸 或 中 医 学 校
等教育培训机构。因此，将针

灸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具有
坚实的基础。

为此，代表委员们提出：建议
教育部尽快将针灸学科提升为一
级学科，以满足针灸学科快速发
展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需求；建议
科技部及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推进
国际针灸大科学计划，确保针灸
大国的主导和领跑地位；建议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及相关部门
增加投入，加大对针灸国际国内
标准研制的支持力度，以标准引
领国际发展。

（据《中国中医药报》）

两会上，张伯礼代表、吴焕淦委员、马骏委员等均建议

提升针灸学科为国家一级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