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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二 庚子年七月十四

河南开展中医药技能培训
增强基层卫生技术人员本领

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夯基筑梦，河南在行动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伊川站、宜阳站活动剪影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耿 梅 商有臣

8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医师
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颁
奖大会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郑大一附院）肾脏病医院院长赵
占正荣获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
师奖。

这次获奖，让默默在肾脏病医学领
域深耕26年的赵占正成为媒体关注的
焦点。“我不太敢接受采访，因为医学是
个不断进步的科学，有太多的未知需要
去探索。医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得争
分夺秒。”获奖归来，赵占正把奖杯、证
书放在了办公室内光源最亮的窗台上，

“获奖是对我之前工作的一个小结，是
鼓励，是动力，更是鞭策。”

“医患互信是治愈疾病的第一步”
他把每一位患者都当成朋友
赵占正工作的一天，通常是从清晨

6时开始的。“早上是最佳记忆时间，回
顾一下近几天的重症病例，读一些中英
文版文献，记住几个英文单词，清晨的
这一个小时效率最高。”赵占正说，早起
几乎是每一位优秀医生的共同习惯，他
也保持着这个习惯。

8月25日7时20分左右，赵占正走
进离家20多公里的郑大一附院郑东院
区肾脏内科二病区办公室，开始为当
天的门诊工作做准备。“坐门诊之前，
科室的交班会我都要参加。听听年轻
人的想法，看看最近的疑难重症病例，
为门诊接诊做一些新技术、新理念储
备。即便是这样，每一次出诊面对的
仍是未知，患者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对
医生来说每一天都要学习。”赵占正
说，接触患者是医学最有魅力的地方，

面对不同患者、不一样的病情是对医
生考验和挑战，发现和探索未知就是
从患者身上学习、跟着病症学习。

8 时许，赵占正准时出现在门诊
诊室，诊室外已经齐刷刷地排满了两
列患者，很多人是带着厚厚一沓病历
来的。“我的门诊不限号，患者来多
少、我看多少，一般都要看到中午一
两点。许多门诊患者是从外省赶来
的，甚至有从新疆来的，我在每个院
区的门诊日都是一周两个上午，错过
了患者就要等很久，我争取尽量多
看几位患者。”作为院内的知名专家，
赵占正这样解释自己不限号的原因。

从第一位患者走进诊室起，赵占正
就进入一天工作节奏最快的时段。可
无论是对首诊患者还是复诊患者，他都
保持着平和的语调、适中的语速。这样
朋友般的交流，让患者迸发出更多的信
任。“医患互信，是治愈疾病的第一步。
从见到患者第一面起，我就努力建立这
样的信任，才能收到更多有用的反馈。”
赵占正说。

作为肾脏内科医生，赵占正的问
诊除了患者病情、病史，还有患者的

“吃喝拉撒”。“您排便怎么样”“平时有
高血压吗”“血糖控制的怎么样”，通常
这样隐私的话题会让人不好意思作
答，可赵占正总能通过细致询问得到
答案。

“评估肾脏疾病，肾功能、血糖、血
压数值的变化特别关键，一个细节的疏
忽，就可能造成误诊、漏诊。”赵占正说，
走到患者床旁、身旁，和患者交朋友、多
聊天是他的问诊习惯，也是发现疾病发

生发展“蛛丝马迹”的最
佳路径，“患者是巨大的
医学宝库，从患者身上
能够学到比教科书上更
加鲜活的知识，和患者
聊天、多方位掌握患者
病情，才能让医生尽快
成长起来。”

“科研是医学进步
的基石”

他鼓励每一位医生
搞科研、讲科普

“在临床工作了这
么多年，我认为每一次
科研都是创新，都在推
动医学的进步。”现在，
身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管理着 200 多人的医师
团队的肾脏病医院院
长，赵占正正在把自己
坚持学习的习惯传递给
更多的中青年医师，鼓
励他们多搞科研、多讲
科普。

从 郑 大 一 附 院 院
中院、肾脏病医院建立
伊始，带领医生团队进

行中英文双语交班也是赵占正每日工
作的惯例。“我们拥有许多名校博士，
也有海归博士，用英语交接班不成问
题；但让他们每天进行双语交接班，
就是为了督促他们养成读文献、学文
献、用文献的好习惯，进而带动他们
搞科研、会科研、爱科研。”赵占正说，
他常常鼓励中青年医师，把每一个成
功的病例、失败的病例，以学术论文
的形式记录下来，向更多同行分享，
尽量少走弯路。

“优秀的医生既要会对同行分享
科研成果，还要会向公众宣讲医学科
普。”在赵占正看来，肾脏疾病可以通
过早期预防、早期干预来减少发病、减
轻症状，可正是因为防病知识缺乏，造
成了许多患者就诊时已是疾病晚期、
症状不可逆转。

近年来，赵占正创办了“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医院”微信公众
号，在他的带动下，肾脏病医院团队
利用各种方式，坚持向公众普及看得
懂、听得懂、记得住的肾脏病医学知
识；由他参与编写的我国首套《肾脏
病科普丛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也实现了相关医学科普领域

“零”的突破。
“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医院在许

多肾脏病治疗新药的研发、使用等领
域取得了不少成果，有的甚至赶超了世
界先进水平。接下来的关键，是让更多
的人了解科技的进步，了解曾经被称为
不治之症的肾脏病有药可医、可防可
治。”赵占正说，他和团队仍在努力，让
我国重大慢性病之一的慢性肾脏病防

治知识，走近更多普通人。
“学无止境，医无止境”
他把从医当作最大的乐趣
每天早上 7 时出门、晚上 7 时后才

能回家，一天 12 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
间，赵占正要在门诊、国际诊疗中心、血
液净化中心、病区、科研示教室内来回
奔忙。在同事和患者的眼中，他是行色
匆匆的“大忙人”；在学生和后辈眼中，
他是治学严谨的好老师。

“我也时常感觉自己忙活得停不下
来，可我并不觉得累。因为学医是我最
大的乐趣，乐在其中也就不觉得累了。”
赵占正说，除了做好临床一线的医疗工
作，他和团队正在帮扶更多基层医疗机
构建立肾脏病规范治疗体系，开展惠及
患者的新技术。

据赵占正介绍，肾脏病治疗领域创
伤更小、对患者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腹
膜透析技术，已经在郑大一附院70%的
住院透析患者身上使用。“这一技术在
基层的使用率还不高，主要是基层医生
的技术需要培训，基层医疗机构的规范
化治疗和管理还要跟上。”赵占正说，他
和团队不会停下“强基层”的脚步，他希
望把更多实用的新技术覆盖至每一个
县级医疗机构，让慢性肾脏病患者双向
转诊、规范治疗成为常态。

同时，他还带领团队进行了一系列
科研，丰富了腹膜透析超滤衰竭的发病
机制，发现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生物学
标记，探索了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新方
法；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

在科研、科普领域的丰硕成果，也
让赵占正成为中原千人计划-中原领军
人才、河南省优秀医师、中国医师奖获
得者，他的学习和探索却没有因此而停
歇。“我们正在建立更为完善的生物样
本库，希望这些科研创新能够更多、更
快应用于临床，让更多患者受益。”赵占
正说。

获得中国医师奖之后，赵占正也
收获了来自朋友、同事、患者的祝贺。

“我的前辈，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
前任主任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
余学清和我一起领奖时对我说，这几
年郑大一附院肾脏病学科发展很快，
应该恭喜你和团队。可我觉得更该感
谢这么多年来像余院长一样的前辈、
老师，无私的教学和不吝分享。”赵占
正说，医学需要传承，医生是一门需要
终生学习的事业，而且学无止境、医无
止境。

“我听过一位老师讲，一天不学习，
你自己会知道；一个星期不学习，你的
同事会知道；一个月不学习，你的患者
就知道了。”赵占正说，今年参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他意识到医学科技的
日新月异，和疾病发生的快速迅猛是并
行的，“做医生一刻也不能停下学习的
脚步，不能让自己对疾病感到陌生”。

本报讯（记者张 琦）“膏姜灸技
术真是太实用啦！真想赶紧学扎实
给俺驻马店的患者应用，但是学习的
时间太短，真的意犹未尽！”8月30日
上午，在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知
识与技能培训班上，一名来自驻马店
的基层卫生技术人员观摩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专家演示的中
医药技术后说。据了解，这次培训，
来自全省各地的 300 余名基层医务
人员参加了学习，11.7万人次进行了
线上观看和学习。

小班教学，实操演示，多场中医

药技术演示同时开展是这次培训的
主要特点。专家们就针灸、中药塌
渍、刮痧、指针、督灸、腕踝针等技术
的临床操作应用进行了详细讲解和
操作。其中，踝三针、耳穴贴压等受
到热烈欢迎，讲课结束后，不少学员
围上去向专家们请教操作细节、技术
适应证等问题。一位来自郑州高新
区的基层医务人员表示，这次学习对
于治疗基层慢性病和常见病很有帮
助，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活
动。

据了解，2010年~2014年，中央财
政加大投入力度，先后为河南省一所
省级中医医院和 64 个县（市、区）安
排了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建设
项目（1 家省级基地、64 家县级基
地），累计投入专项经费 3290 万元，
建立省、县两级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网络。但是，目前

我省仍有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不能提
供中医药服务，为了加强中医药适宜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增强基层卫生人
员服务能力，实现中医药服务全覆
盖，这样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应运
而生。

“此次培训内容都是精心遴选的
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授课老师临证经
验丰富、理论素养较高，对于尚不能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希
望基层医务人员回去后积极开展中
医药适宜技术，实现全省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100%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
目标，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服
务的需求。”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医处处长姬淅伟说，今后，这样的
培训班会继续举办，中医处工作人员
将继续科学谋划，扎实推进中医技能
培训，努力实现全省中医药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建设全面
小康、构筑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主动担
当，创造性地开展了“健康中原行·
大医献爱心”大型系列活动，省、市、
县、乡、村五级联动，为群众送政策、
送科普、送关爱、送新风，成为新时
期健康中国建设中河南健康扶贫的
主要品牌之一。

8 月 26 日~28 日，“健康中原行·
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志愿服务专
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走进伊
川县、宜阳县，记者随队采访，所见
所闻，令人感动。
“省级专家的水平就是不一般！”

8 月 27 日 9 时，伊川县普惠金融
广场。

主任医师金建军和他的同事们
一参加完活动启动仪式，就匆匆赶
到了设在这里的省、市、县专家义诊
现场，他接诊的第一个患者是伊川
县城关镇西仓村的王老先生。

82 岁的王老先生患有消化道疾
病，几年前做过手术。26日晩上，在普
惠金融广场观看专项行动带来的豫剧

《乡村医生》时，听到有省级专家来义
诊的消息，兴奋不己。27日一大早，他
就催着老伴儿一同来到义诊现场等
候。身为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景华院区消化内科主任的金建军认真
聆听了王老先生的叙述，从专业角度
给出了科学、合理的用药指导。专家
通俗易懂的解释和极具针对性的指
导，让王老先生口服心服，站在他身边
的老伴儿也禁不住伸出了拇指，称赞
道：“省级专家的水平就是不一般！”

当日上午，在专项行动伊川站
义诊活动中，来自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 18 名医学专家、洛阳
市中医院的 15 名市级专家和伊川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院选调的 15 名县
级专家组成志愿服务团队，为群众
提供义诊服务。下午，由省肿瘤医
院、省疾控中心、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等 l5 家单位的 15 名省级科
普专家，分赴伊川县的15个乡镇（街
道），为乡村干部、乡村医生、慢性病
患者等开展科普讲座；专家团队分
赴 15 家乡镇卫生院送医下乡，深受
群众和乡村医生欢迎。

专家们讲的一听就懂、一看就
会、一用就灵

李红纪是宜阳县高村镇孔昌村
的一名村医，3 天前，接到乡镇卫生

院的通知后，就在心里盘算着能见
到谁、能学到啥？28 日早上 5 时许
吃了早饭，李红纪就赶到镇卫生院
与该镇的 10 名村医会合，驱车 50 公
里来到宜阳站启动仪式现场。在
现场感受了授旗、捐赠的热烈仪式
后，河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
省人民医院王亚寒博士，为李红纪
等宜阳县的近 300 名村医做了科普
讲座。

“来到现场，就是来长见识、学本
领的！”李红纪说，王亚寒博士的讲座
深入浅出，大家一听就懂，一看就会，
一用就灵！新时期，做健康教育是对
医生的基本要求，基层医生身在乡
村，和群众最近，最有做健康教育的
优势，他们一定要做实做好。

李红纪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王
亚寒博士授课的同时，在该县红旗
广场，来自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洛
阳市中心医院和宜阳县三家县级医
院专家组成志愿服务团队，正在为
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午饭后，参加
专项行动的专家们顾不上午休，又
兵分两路，到宜阳县的 12 个乡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4 个乡镇政府和
18 个乡镇卫生院，开展了健康科普
知识讲座和专家义诊活动。
专家组团力量大，健康扶贫人人夸

“专家团队送来了健康知识，传
递了正能量！”8 月 28 日 9 时 30 分，
在专项行动宜阳站的省市县专家义
诊现场，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退休干
部马老师评价说。

马老师口中的专家团队指的是
由横到纵两支队伍：横的层面，由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省扶贫办、省民政厅、省爱卫办、
省科协联合组成；纵的层面，由省、
市、县、乡、村自上而下，一沉到底。

记者了解到，自 2018 年以来，专
家们先后走进光山、嵩县等33个县，
参与帮扶的各级医务志愿人员 4250
人，累计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和科普
技能培训 683 场，3.69 万名基层卫生
工作者参与科普技能培训，31.04 万
人参与科普讲座，赠送科普书报、光
盘 68..61 万份（册），接待义诊群众
6.85 万人次，组织省市医院与贫困
县 31 家医院进行“一对一”帮扶，开
展病例查房 1204 例；演出戏剧专场
32 场，共 24.55 万人观看。前不久，
该项活动获得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等部门组织开展的 2019 年度宣传推
选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活动。

“河南名医名家走基层·送健康系
列活动对我们县级医院来说非常有意
义，不仅可以使老百姓不出县就能享受
到省级医疗专家的服务，还能让我们的
基层医生学习到先进的治疗方法，使
省、县两级医院的医生联系得更加紧
密，能够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助力健
康扶贫工作。”8月29日，听完专家讲座
和疑难病例会诊讨论，舞阳县中医院医
生陈耀光兴奋地对记者说。

当天，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扶
贫办、省医学会联合举办的河南省名医
名家“走基层·送健康”健康扶贫公益活
动走进舞阳县。省医学会骨质疏松与
骨矿盐疾病分会、神经病学分会、肿瘤
医学分会、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分
会4个专科分会的40余名专家组团到
舞阳县人民医院、舞阳县中医院和舞阳
县中心医院开展健康扶贫系列活动。

在省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
病分会主任委员刘宏建、肿瘤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秦艳茹、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滕军放、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分
会主任委员刘新灿等带领下，来自省内
各大医院内分泌科、骨科、神经内科、肿
瘤科、妇产科、老年医学科等科室的40
余名专家，开展了包括科普宣传、学术
讲座、大型义诊、疑难病例讨论、带教查
房、手术示教、药品捐赠、探访贫困户等
系列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免费为群众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基层医务人员和群众要注重脑血
管疾病三级预防，特别是注重一级预防
和后期康复，不能只寄希望于药物治
疗。要通过早期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积极主动地控制各种危险因素，达
到使脑血管病不发生或推迟发病时间
的目的；针对发生过一次或多次卒中的
患者，通过寻找卒中病因，针对所有可
干预的危险因素进行治疗，达到降低卒
中复发危险性的目的；对疾病造成的残
疾要开展功能康复，避免原发病的复

发。”腾军放在疑难病例讨论会上说。
“希望广大基层医务人员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加强与省级医学专家的交
流，努力钻研专业知识，推广各种适宜
技术，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技术水平，为
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医疗卫生服
务。”作为主办方之一，省医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王伟说。

在义诊、科普讲座、带教查房等进
行的同时，刘宏建还带领专家们到马村
乡敬老院和贫困户家中，为五保户、贫
困老人送上慰问品，并在为他们义诊过
程中对老人们进行健康宣教。

“河南省医学会作为全省医学科技
工作者的学术交流组织，充分发挥专业
技术优势、平台优势和组织优势，以实
际行动积极参与健康扶贫，依托各专科
分会组建了包括2000多名医疗专家的
98支名医名家志愿服务队，分期分批分
专题开展‘走基层·送健康’志愿服务，
旨在普及医学健康知识，规范基层医务

人员诊疗行为，帮助技升基层医务人员
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实
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健康中
原建设。”王伟说。

截至2019年年底，河南省名医名家
志愿服务队共举办活动548场，参与活
动专家9000多人次，推广适宜技术419
项，公益手术120台，操作演示180次，带
教查房11700人次，开展疑难病例会诊
2800多例，组织急救知识普及90多场，
业务培训4970个场次，培训医务人员超
10万人次，开展科普讲座480多场，发放
健康资料14万份，义诊16万人次。

赵占正：医无止境
本报记者 刘 旸 文/图

省级专家组团“送健康”
——河南名医名家到舞阳开展健康扶贫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冯金灿 徐琳琳 通讯员 孙五美 张晓伟

8月25日上午，赵占正在坐诊时询问患者病情。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讯员吴向东）8月27日~28
日，2020年全省卫生监督工作培训班在新县举行。此次
培训旨在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齐谋
划、共部署、同落实，全面提高卫生监督工作的法治化、规
范化、精细化水平。

在培训中，全省各地市主管卫生监督工作的相关负
责人等来到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
旧址、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烈士纪念馆、鄂豫皖苏区首府
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将帅馆、箭厂河革命旧址群、新
县许世友将军故里等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深入学习

“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大别山革命
精神，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力争卫生监督事业的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学员们还来到新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实地观摩了新
县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建设取得的可喜成果。其中，在
属于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建设业务功能用房之一的新县
蓝盾传习所，其在摘录习近平总书记谈党建、谈廉政、谈
健康、谈医改等重要论述的同时，还展示了新县籍革命先
烈和红军将领的光辉业绩，以及新县卫生计生监督所以
党建为引领，以党建业务融合为抓手，以“七传七习”为内
容凝心聚力做好卫生监督工作的真实风貌。此外，相关
专家还为受训学员培训了职业卫生监督执法设备的选择
与应用等。

在培训班上，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红霞叮嘱大家，
要学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学习中陶冶升华，在教
育中凝聚共识、守好初心、勇担使命，进一步做好卫生监
督工作；要学作风，执法为民，护卫健康，要以公正的执
法、严明的纪律，保障人民健康；要学方法，勇于担当，积
极作为，要以党性教育为核心，坚定政治立场，学习做好
工作的方法，以卫生监督机构规范化建设和智慧卫监等
工作为抓手，提升蓝盾护航能力，圆满完成年度卫生监督
工作任务，促进全省卫生监督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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