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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周刊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程瑞军）近几年来，泌阳县
高度重视中医药在传承和创新
中的健康发展，注意提升疾病
治疗预防、公共卫生服务、中医
特色康复服务 3 项能力，努力
构建中医药服务体系。

提 升 疾 病 治 疗 预 防 能
力。泌阳县在县中医院开设
治未病专科，对亚健康以及慢

性病患者运用传统药物及外
治疗法，稳步实施中医药治疗
艾滋病试点项目，收到良好疗
效；举行“中医中药中国行暨
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走
进泌阳”大型义诊活动，让越
来越多的老百姓方便看中医、
放心用中药。

提 升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能
力。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泌阳县根据国家下发
的诊疗方案，及时调整中药
治疗方剂，对该县收治的 16
名新冠肺炎患者，中医药全
过程参与救治，在抑制病情
进展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开展 0 岁~6 岁儿童中医健康
指导、中医药健康教育、中医
治未病、中医体质辨识等多
个服务项目，并根据患儿的

不同体质给予中医药保健指
导，使重点人群中医药诊疗
服务率达到 100％。

提升中医药特色康复服
务能力。泌阳县中医院每年
夏季都开展“冬病夏治”活动，
为群众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制
定个体化的养生调理方案，中
医药特色康复服务能力稳步
提升。

泌阳县

提升三项能力 构建中医药服务体系

信阳市中医院

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张 军）日前，信阳市
中医院城东办事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超声室、放射室、
检验室门口站满了排队等候
的老人，等待医务人员为他
们进行免费健康体检。这是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成
后迎来的第一批 65 岁以上
老年人和 35 岁以上慢性病
患者。

为认真做好此次体检工
作，信阳市中医院院长宋进
良要求医院老院区各科室与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密切配
合，共同抽调 20 余名医务人
员投入体检工作中，使用新
购进的彩超、DR（数字 X 线
摄影）、生化设备等，按照“年
龄长者优先、糖尿病患者优
先、行动不方便者优先”的原
则，合理安排体检，尽量缩短

老人的等待时间。
宽敞明亮的体检大厅，

崭新的设备，技术高超的医
务人员……带给老人们高度
的 信 任 感 和 良 好 的 就 诊 感
受。此外，信阳市中医院还
准备了饮水机、长凳，开放了
食堂，以热情周到的服务赢
得了体检老人的交口称赞。

据介绍，本次体检按每
天 120 人 ~150 人 分 批 次 进
行，将为辖区的 1000 多名老
人进行免费体检，以加大对
社 区 老 年 人 疾 病 的 筛 查 力
度，进一步提高对老年人慢
性病的管理水平，同时为医
院更好、更精准地为老年人
服务提供重要依据。经过体
检，有 10 多名老人需要接受
进一步检查，确诊后如有需
要将及时住进信阳市中医院
治疗。

中医院上演争分夺秒生命“保卫战”

日前，濮阳市中医医院第三届膏方养
生文化节拉开帷幕，不仅有知名专家为大
家进行免费体质辨识，提供养生指导、膏
方咨询等服务，还开展了膏方品尝活动。
活动旨在向广大市民普及中医养生、膏方
调补知识，指导群众科学进补，从而贯彻
治未病的科学理念。图为市民在医务人
员指导下选择、熬制进补食品。

陈述明 郑 矗 李文卓/摄

“要找准穴道，因病施治……”图为孟
州市中医院的医务人员现场示范中医适
宜技术操作。日前，孟州市中医院开展了
健康巡讲活动，为孟州市的百余名乡村医
生进行了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有效提
高了基层中医药诊治水平和服务能力。

王正勋 侯林峰 郭雪莹/摄

本报讯 （记者乔
晓娜 通讯员边 防）
日前，记者从方城县
妇幼保健院获悉，该
院先后投入专项建设
资金 150 万元，按照专
科妇幼保健院“仲景
苑”建设标准进行了
建设，成立了中医管
理科，内设中医妇科、
中医儿科、综合中医
管理室、儿童康复保
健室等科室，目前已
正式启用。

一是加强领导，
开展“仲景苑”建设。
方城县妇幼保健院自
2017年起，连续 4年将

“仲景苑”建设纳入年
度工作计划，成立了
以院长为组长、主管
院长为副组长的建设
领导小组，具体负责、
研究确定工作目标和
方案，统筹协调各成
员科室，组织落实各
项措施，开展督导检
查，确保建设项目有
序推进。

二是加强硬件设
施 建 设 ，夯 实“ 仲 景
苑”发展基础。方城
县妇幼保健院按标准
在门诊楼建成中医诊
室、中医治疗室、中西
医结合病房、中药房、
煎药室等，区域内硬
件设施和内部装修、
标识、科室简介等体
现了中医药文化风格
与特色，便于人民群
众了解中医药知识；

加强中医药适宜技术在临床科室的推广
应用，广泛开展中药饮片、中成药、推拿、
拔罐、艾灸等服务，并在全县率先引进全
自动中药颗粒分装系统，使中医诊治技
术“渗透”到各个科室。

三是引进先进诊疗设备，助力中医
药技术开展。目前，方城县妇幼保健院

“仲景苑”已配备熏蒸机、中药雾化吸入
器、电针仪、艾灸仪、智能中频通络仪、中
医体质辨识系统、煎药机、治疗床、中医
药配方颗粒制剂等器械设备，开展了中
药熏蒸、中医溻渍、穴位贴敷、针灸、拔罐
等服务；在为患者提供科学辨证的基础
上，充分运用中医传统养生理论，为患者
提供针灸穴位调理服务，并通过药物、饮
食内养等进行全面调理，帮助人体保持
阴阳平衡、脏腑协和、气血充盈的健康状
态。

四是加强中医人才队伍建设。方城
县妇幼保健院目前拥有中医医务人员 11
人，下一步，他们将派出医务人员学习中
医临床操作技术和中医药管理知识，加
强中医药队伍建设；开展西医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将培训纳入继续
教育要求中进行考核；统一招聘中西医
结合人才，不断增强中医药技术力量；倡
导一部分科室人员开展“西学中”活动，
拓宽医务人员的技术领域、诊疗方法和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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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医院

开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张 鹏）日前，漯河市
中医院党委副书记曹宇宏带
领临床中医药专家，来到该
院 结 对 帮 扶 村 —— 源 汇 区
大 刘 镇 大 陈 村 开 展 结 对 帮
扶和义诊活动，为贫困群众
和广大村民提供测量血压、
中医诊脉、疾病咨询和健康
教育等服务。

在义诊现场，由漯河市
中医院中 医 内 科 、骨 伤 科 、
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康复
科等科室的 8 名专家组成的
义诊队，认真接待村民，耐
心 细 致 地 询 问 他 们 的 身 体
状况、生活习惯等情况，认
真进行检查，并根据不同情

况 提 出 具 体 的 建 议 和 诊 疗
方 案 ，开 具 药 物 处 方 。 同
时，该院医疗专家还通过发
放 健 康 知 识 宣 传 手 册 和 面
对面进行健康指导等方式，
为乡亲们普及健康知识，提
供健康咨询等服务。

漯河市中医院通过此次
义诊活动，不仅普及了健康
知识，增强了村民自我保健
意识，还将健康扶贫政策真
正送到老百姓的身边，切实
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落实到实处，让贫困群众
感 受 到 医 院 带 去 的 关 怀 和
温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 受 到 三 级 甲 等 医 院 的 医
疗服务。

滑县中医院

系列活动加强手卫生宣传
本报讯 （记 者 张 治 平

通讯员朱贵先）近日，滑县中
医院感染管理科牵头医务科、
护理部、院办、信息科、总务
科、后勤物资科、医学装备科
等科室，举办了手卫生宣传周
暨 手 卫 生 理 论 技 能 竞 赛 活
动。

经过一周的精心安排及
两天的激烈角逐，滑县中医院
的6个科室分别获得集体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被评为

“手卫生明星科室”，奖金分别
为 500 元、300 元、200 元；6 名
选手获得个人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被评为“第三届手
卫生之星”，奖金分别为 300
元、200元、100元。

手卫生宣传周活动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有院内宣传、
手卫生专题讲座、有奖抢答、
理论考试、技能考核等环节，
共有 23 个科室 50 名选手参
加，覆盖滑县中医院所有科
室。此次活动成效显著，使滑
县中医院全体医务人员更加
重视手卫生，在工作中严格执
行手卫生操作规范，达到了以
赛促学、以赛促培、以赛促实
践的目的。

洛阳市中医院

中医护理竞赛赛出高手
本报讯 （记 者 刘 永 胜

通讯员刘晓霏）中医护理，不
仅 要 充 分 体 现 中 医 护 理 技
能、中医特色护理技术，还要
充分体现医患沟通及人文关
怀。近日，在洛阳市中医院
举办的中医护理技能竞赛决
赛中，10 名技能高手脱颖而
出，受到关注。

为保证整个竞赛活动的
顺利进行，洛阳市中医院西
工院区护理部组织全院护士
进行了中医护理操作技能培
训，要求各临床科室进行考
核、选拔参赛选手。参赛前，
护理部对评委们进行了考核
标准培训，同时对会场布置、
用物准备、参赛选手竞赛序
号等进行了精心安排。经过

初赛、复赛激烈竞争，最终 27
人进入决赛。

决赛现场，27 名参赛选
手从 3 项中医护理操作项目
（耳穴贴压技术、平衡火罐技
术、穴位按摩技术）中现场抽
签，并结合患者病历、证型进
行竞赛。27 名参赛选手整个
操作严谨、自信、熟练。经过
激烈角逐，竞赛评选出了一
等奖 1 人、二等奖 3 人、三等
奖 6人。

通过此次竞赛活动，洛
阳市中医院激发了全院护理
人员的工作热情，提高中医
临床护理操作水平，为培养
一批操作技能精、综合素质
好的护理人才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近日，在郏县中医院上演了一场惊
心动魄的生命大营救——一名胎盘早
剥、命悬一线的产妇，经过该院妇产科、
外科、手术室、麻醉科、急诊科、化验室等
科室医务人员争分夺秒合力抢救，终于
转危为安。

10 月 30 日晚 11 时左右，一位来自禹
州市神垕镇的孕产妇付某因下腹疼痛、
头晕、呕吐等症状，在其母亲和丈夫陪同
下，紧急来到郏县中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值班医生紧急诊断后，迅速
与妇产科当班住院医师闫改纳和妇产科
副主任王晓玲联系，请专科医生救治。

王晓玲、闫改纳及时赶到急诊室，经彩
超、心电图等检查，发现付某胎盘早剥、
胎儿已在腹内死亡。

情况危急，王晓玲紧急与当晚行政
总值班主任李兵联系。李兵了解情况
后，立即联系妇儿中心主任姚晓红、外一
科主任刘军胜。已经休息的刘军胜、姚
晓红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医院。付某
当时已出现失血性休克，抢救小组经过
讨论，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由姚晓红、
王晓玲、闫改纳等立即为患者实施手术。

10月 31日晚上 12时 40分，当医务人
员为患者实施剖宫取胎时，发现患者除

胎盘早剥、胎儿死亡外，腹腔内已淤积血
块 600 余毫升，宫腔涌出积血 1000 多毫
升，患者随时会因严重失血而死亡。

付某此前已生育过子女，为保住孕
妇性命，再次征得家属同意后，姚晓红等
人对付某实施了子宫全切手术。历经近
2 小时的紧急抢救，到当日凌晨 2 时 10
分，付某终于转危为安。术后，经过 6 天
的康复治疗，付某痊愈出院。

事后，为弘扬姚晓红等同志积极参
与生命大营救的无私奉献精神，郏县中
医院党委对这些同志给予表彰。

（杜如红 宁建鹏 任珊珊）

本报讯（记者刘 旸 王正勋）
在日前召开的焦作市卫生健康
大会上，《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
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印发。

《实施意见》明确了 5 个方
面 22 项重点，以推进焦作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

健全服务体系
发挥独特优势

焦作市一是大力加强中医
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完善以市
中医院为龙头，各县（市）中医
医院为骨干，基层医疗机构为
网底，社会办医疗机构为补充
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快中医
行 业 信 息 化 建 设 ，实 施“ 互 联
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行动，完
善中医药信息统计制度。二是
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主导作
用，促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
升级，建设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推广基地，在重点人群和慢性
病患者中推广中医治未病干预

方案，通过开设名中医养生大
讲堂等方式，面向群众大力普
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推广体
现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
和生活方式。三是提升中医药
在疾病治疗中的独特优势。四
是强化中医药在康复中的核心
作用。五是发挥中医药在公共
卫生服务中的协同作用，加强
中 医 医 院 应 急 和 救 治 能 力 建
设，大力弘扬治未病理念，强化
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

改革培养模式
巩固优化队伍

焦作市一是鼓励中医药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加强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基层医务
人员中医药能力培训，着力培
养一批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中
医青年骨干人才。二是培养高
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三是加
强基层中医药队伍建设。四是
健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以中
医经典理论、辨证思维、临床能
力和工作实绩为重点，完善中

医药人员职称评聘制度。
提升中药质量
推动产业发展

焦作市一是加强中药材质
量控制，加强中药材生态种植、
野生培育和仿生栽培，加强道地
药材产地加工和产地仓储能力
建设等。二是促进中药饮片和
中成药质量提升。三是鼓励支
持中药制剂配制。四是加强中
药质量安全监管，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中药质
量安全监管机制，探索建立中药
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生产流通
使用全过程追溯体系，逐步实现
中药重点品种责任可究的监管
体系等。五是做大做强中药产
业，构建中药产业全链条的优质
产品标准体系。

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开放合作

焦作市一是挖掘和传承精
华精髓，开展中医药古籍、文献
普查登记，挖掘整理传统中药
制剂技术，鼓励传统医药类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授徒
活动，挖掘更多的中医药文化
资源。二是推进“旅游+中医药
养生”融合发展。三是加快推
进中医药科研创新和信息化建
设，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的中
医药科研规划管理机制。四是
推动中医药开放交流，充分发
挥 中 医 药 资 源 和 学 术 文 化 优
势，在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制
药、服务业等方面加强国内外
深度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支持中医机构和
中药企业“走出去”开展项目建
设，提供中医药服务。

完善管理机制
制定保障政策

焦作市一是完善中医药价
格和医保政策，坚持中西医并
重，健全完善中医药医疗服务项
目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中医药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提
高体现临床医疗价值的中医服
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二是完善
投入保障机制，建立持续稳定的

中医药发展投入机制，探索设立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
作的中医药发展基金，引导商业
保 险 机 构 投 资 中 医 药 服 务 产
业。三是加强管理机构建设，
成立焦作市中医药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中医药统筹管理机制，
组织协调全市中医药工作，定
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各县（市）区成立中医药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中医药
管理体系，明确承担中医药管
理职能的机构，充实中医药管
理机构工作力量。四是加强组
织实施，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
实际制定落实举措，稳步提高
中医药在医疗服务中的占比，
将本实施意见落实情况纳入对
各级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加
大中医药宣传力度，加强中医
药防病治病知识传播普及，营
造重视、热爱、发展中医药的社
会氛围。

焦作市

五个方面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