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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索晓灿）3 月
15日，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发出通
知，2018 年度河南省中医药文化
与管理研究项目组织申报工作开
始，相关中医机构应在 4 月 9~12
日完成申报工作，助力健康中原
建设和中医药强省建设。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要求，申
报项目应以提升行业发展能力和
行业治理能力为目的，充分展现
河南省中医药发展特点，符合河

南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实际需要，
一般一两年内取得预期结果。申
请单位包括省直中医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及南阳市部分有条件
的中医机构。

此外，申报项目应围绕以仲
景文化为核心的河南中医药文化
体系；围绕深化医改热点问题，
以中医药参与深化医改的重点
任务为切入点开展管理政策研
究；围绕中医药发展新业态，深

入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贸
易、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专项研
究。项目申请人也应该符合一
定的条件。

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普通项
目。重点项目择优重点支持已有
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有望获得
高水平成果和更高级科研专项支
持或有较好产、学、研结合前景的
课题；针对河南省中医药文化建
设和深化医改任务，开展中医药

文化内涵研究和医改政策研究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可择优推
荐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奖。普
通项目重点支持探索性研究课
题，选题契合河南省文化建设与
医改政策趋势，提倡应用先进技
术、交叉学科研究中医药，以期
在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和在医改中更好发
挥中医药优势等方面取得较好的
成果。

到 2020 年，中医药强省建
设初见成效。全省公立中医医
院床位达到 0.56 张/千人，中医
执业医师达到 0.42 人/千人，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省级中医
医院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医儿
科、骨伤、肺病、糖尿病等专业在
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康复、脑病、
肿瘤等专业跻身全国先进行列，
争取若干专业入选全国区域中
医专科医疗中心。市级中医医
院 80%以上达到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标准，形成一批全省中医区
域医疗中心。县级公立中医医
院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实现全
覆盖，服务功能得到强化，人才
短缺问题有效改善，基层中医药
服务龙头作用进一步强化，80%
以上达到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标
准。100%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80%以上的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70%以上

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规范的中
医药服务。社会办中医医疗机
构进一步发展。覆盖城乡的中
医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养生
保健特色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中医药参与应急和重大疾病防
治能力大幅提高。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和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全省骨科临床研究基地科
研实力显著增强，带动全省中医
药科研水平整体提升，争取在国
家和河南省重大科研课题立项
及获得国家科技奖等方面有新
的突破。

到 2030 年，全面建成中医
药强省。全省市级以上公立中
医医院100%达到三级甲等中医
医院标准，县级中医医院 100%
达到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标准，形
成公立中医医院、民营中医机构
和其他基层中医药服务机构分

工协作、相互补充的新格局。
河南中医药大学建成国内

一流的研究型中医药大学，形成
完善的高水平中医药学历教育、
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师承教育
体系，每千人口拥有中医类别执
业医师人数居全国领先地位。

人才短缺问题得到根本解
决。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
设成效得到巩固和推广，建成一
批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研究
室，形成三五个在全国有重要学
术影响的学术团队。

河南成为全国中药材种植、
加工、流通优势省份。现代中药
产业在全省产业发展中居重要
地位。中医药文化广泛传播，六
位一体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健康
服务产品进一步丰富，成为健康
教育、养生康复、健康养老、健康
旅游、文化产业、服务贸易的重
要内容。

本报讯 （通讯员廉万营
邵圣洁）近日，从2018年省会院
前急救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
河南省中医院急诊科被评为

“郑州市先进急救站”。这是河
南省中医院急诊科连续5次获
此荣誉。

据了解，河南省中医院负
责人定期深入科室，督导急诊
管理规范和制度落实，引进高
级人才，不断更新急救设备。
该院急诊科已发展成为拥有两
个急诊病区、一个急诊重症监
护室、各种急救设施设备齐全
的急救科室。

河南省中医院急诊科坚
持中西医并重，成立了心血
管病介入诊疗小组、脑血管病
介入及溶栓小组、呼吸系统危
重症治疗小组、复合外伤抢救
治疗小组，开展介入治疗，做
到了院前院内诊疗无缝衔接，
为抢救患者赢得了时间；综合
运用中药灌肠、针刺、艾灸、中
药溻渍等 20 多项中医疗法，
在中毒、发热、腹泻、腹痛（急
性胰腺炎）等常见急症方面
疗效突出。2017 年，该科危
重 患 者 抢 救 成 功 率 达 到
95.88%。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中医
药研究促进会主办、邓州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中国·邓州第二
届仲景经方运用国际论坛在医
圣故里举办。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秘书长高武，河南省中
医管理局副局长张健锋等出席
开幕活动。

此次论坛恰逢医圣张仲景
诞辰1868年。马里共和国中医
学博士迪亚拉，泰国中医药学
会会长陈少挺，毛里求斯共和
国中医药学会会长李明等3位
国际经方界友人，以及中医药
专家、企业家、中国中医药研究
促进会唐祖宣医学工作委员会
理事共460余人参加相关活动。

高武表示，邓州市中医药
文化氛围浓厚，仲景经方学术

传承底蕴丰厚，中国中医药研
究促进会愿意与邓州市开展深
度合作，共同继承、弘扬仲景经
方医药文化，推动邓州市中医
药事业进一步发展。

张健锋说，邓州市中医药
工作基础扎实，要把握有利形
势，积极探索中医药管理体制
建设，发挥仲景故里的根脉文
化优势和全国示范中医院（邓
州市中医院）的作用，争当河南
省县域中医药事业领头羊，为
中医药强省建设和健康中国建
设做出更大贡献。

国医大师唐祖宣、暨南大
学中医学院副院长杨钦河等分
别进行仲景经方学术交流，探
讨仲景经方的运用经验。

（乔晓娜 方 圆 丁自力）

“两个月前，我因脑出血留
下了后遗症，瘫痪在床，失去了
生活自理能力。这一周，我在
确山县中医院接受了中医康复
治疗，现在能走路了。中医康
复治疗效果真不错！”在确山县
中医院康复科，69 岁的王先生
站起来走了几圈，向记者展示
其接受中医康复治疗的效果。

据了解，确山县中医院康
复科主任石山峰根据王先生的
病情，制定了科学合理的针灸、
推拿、按摩等综合治疗方案，并
对其进行饮食指导和心理疏
导。经过3天的治疗和精心护
理，王先生的身体明显好转。
一周后，王先生可以下床走动
了。

石山峰说：“有的患者认
为，等到疾病严重时到医院治
疗也不迟。这种做法并不可
取。其实，患者一定要抓住疾
病治疗的最佳时机，在发病之
初就要积极治疗，并且将康复
贯穿于治疗的全过程，从而减
少并发症。”

在确山县中医院治疗室，
拔罐、针灸、艾灸、推拿等特色
中医疗法随处可见。

近年来，确山县中医院相
继开展了 中 药 封 包 、穴 位 贴
敷、艾灸、刮痧等 20 多种中医
药传统疗法，其独特疗效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来
确山县中医院接受中医治疗
的患者络绎不绝。

3月17日，在河南中医
药大学2018 年毕业生就业
双选会上，796 家用人单位
共为4656 名毕业生提供就
业岗位 14389 个，供需比例
达到1∶3.48。据统计，此次
双选会是该校历年来规模
最大、覆盖面最广、提供就
业岗位最多的一次综合性
校园双选会，参会的用人单
位有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
业、网络技术公司等。此
外，31名校园文化讲解团成
员为用人单位、外校毕业生
进行了中医药文化讲解。

索晓灿 秦东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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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峰在为患者拔罐

谋定后动 建设中医药强省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局长 张重刚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结合中医医院实际和中医药服务特点，加强

医改政策研究，抓住关键问题，深入探索，主动发声。

•从根本上解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必须牢牢把握根本的、主要的矛

盾，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努力推进中医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加有效供给。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时代河
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意见》明确提
出，“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把中医药强省战略作为2018年乃
至今后5年全省卫生计生系统五大战略之一强力推
进。

河南省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以

“四个建立健全”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河南省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确定的目标任
务和实施路径；狠抓落实，强力推进，让中医药五大资
源优势的潜力竞相迸发，让中医药强省的蓝图早日转
化为中原父老的健康福祉。

一是服务健康中原建设。河南省认真落实《“健
康中原2030”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
务，围绕人均预期寿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等重点指
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
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
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着力构建覆盖生命全周
期健康全过程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

二是服务深化医改。河南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结合中医医院实际和中医药服务特点，加强医改
政策研究，抓住关键问题，深入探索，主动发声；积极
参与医改，在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诊疗项目和
付费标准设定、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
等方面，推动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提高中
医药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加群众的就医选择，用
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世界性难题。

三是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河南省激发和释
放中医药五大资源优势与潜力，推动一、二、三产业
联动发展，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积极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助力健
康扶贫和产业扶贫。支持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贸
易发展，全面融入自贸区建设等，推动中医药“走出
去”，不断提高中医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
献率。

四是服务弘扬中原文化。河南省以仲景文化为
核心，深化中医药文化内涵研究，凝练核心价值，开
发文化产品；推广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讲好中
医故事，宣传行业正能量，推动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
信和发展自信，服务文化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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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两个时间节点

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中
医药健康需求，发展不充分依然
是河南面临的主要矛盾。

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基础
设施不完善，服务能力欠缺、水
平不高、总量不足、品种单调、特
色不突出等，总量不足与质量不
高并存，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并
存，并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根本问题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是不充分基础上的不平衡。不
充分是本质，不平衡是表象。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
现在3个方面。

一是中医与西医发展不平
衡。基层中医机构基础设施薄
弱，服务功能不完善仍未得到根
本性解决，中医医院与同级人民
医院的差距由相对差距演变为

绝对差距，并呈现出拉大的趋
势。医改政策考虑中医药特点
和发展规律不够，存在简单照搬
西医方法管理中医问题。随着
医改政策的不断出台，中医药行
业策略单一，手段有限，在深化
改革中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能力
不足。

二是中医药服务能力与人
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不平衡。河
南省人均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服
务质量和效率与北京、天津、上
海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明
显的差距。缺少一批在全国有
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有重要学
术地位并已形成后继稳定团队
的学者型名医更少；人才匮乏已
成为制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三是中医药自身发展不平
衡。中医中药协同发展不够，
事业与产业发展不协调，中医
药健康服务和中药产业发展
不充分，五大资源优势与潜力
发挥不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率还比较低。城市与农
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专
业与专业之间的不平衡普遍
存在。

河南省要从根本上解决不
充分不平衡问题，必须牢牢把
握根本的、主要的矛盾，坚持发
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牢牢把
握发展这个主题，努力推进中
医药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加有
效供给，在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中解决问题。

准确把握发展中的矛盾立
足
于
四
个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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