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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周刊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

讯员李海涛）11 月 16 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通知，
启动河南省中医药传承与创
新人才工程（仲景人才工程）
培养对象遴选工作。

河南启动此项工作，旨在
贯彻落实《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和河南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
创新中医药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加快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
建设，继续大力实施仲景人才
工程，构建领军人才、拔尖人
才、青苗人才有机衔接的中医

药高层次人才队伍，为推进中
医药强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
才保障。

为此，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出台了《河南省中医药学
科领军人才培养项目实施方
案》《河南省中医药拔尖人才
培养项目实施方案》《河南省

中医药青苗人才培养项目实
施方案》，鼓励河南省各级、各
单位按比例遴选、上报培养对
象名单。

依据相关方案，领军人才
培养周期为 5 年，拔尖人才培
养周期为 3 年，青苗人才培养
周期为 3年。

河南启动仲景人才工程
培养对象遴选工作

信阳市中医院

推进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张 军）11月17日上午，
信阳市中医院召开推进电子
病历信息化建设专题会，对医
院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据了解，信阳市中医院信
息化建设起步晚，但是在服务
医疗业务、支持工作决策、开
展成本核算、提升就诊感受等
方面做出了务实有效的探索，
门诊一卡通建设、网络预约挂
号、自助充值、胶片打印等方
面取得了良好成绩。但是，该
院信息化建设在电子病历管
理、“互联网+便民服务”、信息
互联互通、大数据分析等方面
的工作还存在不足，无法满足

医院高质量发展、高标准管
理。

会上，各职能科室人员认
真梳理了所负责领域内电子
病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不足
和发展需求，明确建设标准、
目标和实施路径，提出建设性
措施和意见，探讨了如何推进
以四级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
息化建设任务等。

接下来，信阳市中医院将
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
进规划建设，加强医院信息系
统建设与数据整合分析，逐步
解决当前存在的痛点、难点问
题，实现诊疗服务环节全覆
盖，充分发挥电子病历的临床
诊疗决策支持功能。

新增13个品种

宜阳县中医院备案传统制剂达38种

↑濮阳市中医医院注重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与普及，常常由其在各个学校担任健康副校
长的院领导或者科室主任向中小学生讲授中
医药文化知识，并定期邀请中小学生到医院领
略中医药文化。图为濮阳市中医院的康复治
疗师正在为中学生讲解针灸辨识穴位术，吸引
了中学生们专注的目光。

陈述明 李文卓 郑 矗/摄
← 连日来，许昌市中医院开展了中医护理

技术竞赛活动，内容包括虎符铜砭刮痧、温罐
灸法、开天门等3项特色技术。

不同以往，在本次竞赛中，选手操作的对
象不是无生命的模型人而是前来体验的患者；
护士不再是简单地“遵医嘱给予患者治疗”，而
是化身护理专家，通过“望、闻、问、切”为患者
实施特色中医护理技术；评价的重点也不再是
流程是否规范等，而是辨证是否准确、患者是
否对疗效满意、服务是否贴心。最终评分由现
场评分和患者评分两部分组成。

王正勋 侯林峰 王学成/摄

本报讯 （记者丁
宏伟 通讯员程瑞军）
近年来，泌阳县广泛
开展中医药学术继承
和创新、科普文化进
基层、《中医药法》宣
传、中医师承和确有
专长培训考试、知名
县中医院建设 5 项举
措，强力构建中医药
文化体系。

开展中医药学术
继承和创新活动。泌
阳县每季度开展一次
名 老 中 医 大 讲 堂 活
动，邀请县内外知名
老中医授课，讲解经
典名方、土方验方、辨
证论治及中药炮制技
艺等，并现场演示针
灸、砭石等诊疗方法
与技能，使广大中医
爱好者对中医有更深
的理解，同时做到了
中医药学术的传承。

开展中医药科普
文化进基层活动。泌
阳 县 以“ 三 个 突 出 ”
（突出宣传的主动性、
突出宣传的针对性、
突出宣传的服务性）
为 着 力 点 ，以“ 三 个
一 ”（编 好 一 本 宣 传
册、用好一个网站、发
好一篇手机报）为载
体，以“两个面向”（面
向基层卫生单位、面
向群众）为重点，近年
来印制 8 万份中医药
文化宣传册、制作宣
传 展 板 800 余 块 、绘
制 中 医 文 化 墙 80 余
面，进行中医科普知
识 宣 传 230 余 次 、中
医健康宣传讲座 130
余场次。

开展《中医药法》
宣 传 活 动 。《中 医 药
法》颁布实施后，泌阳

县立即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80 余场，促使
全县师带徒学习中医药知识蔚然成风，
提升了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法》的知晓
率。

开展中医师承和确有专长培训考试
活动。泌阳县每年都会组织中医爱好者
和确有专长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培
训，并根据相关要求，采取理论学习和跟
师形式，完成国家规定的学习内容；由在
河南省范围内医疗机构合法执业的中医
执业医师，就内服方药类考核与外治技
术考核的考试内容等，进行系统讲解指
导，由此培育出了一大批中医药合格人
才。

打造知名中医院，传承中医药文
化。泌阳县中医院加强内部管理，特别
是加强文化品牌建设，着力培养优秀的
人才队伍，在环境、设备、医疗技术和医
疗服务质量整体水平上实现跨越式提
升，切实履行了一所中医医院所承担的
医疗、急救、预防、教学、科研等职能；紧
紧围绕“使群众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的工作目标，努力打造知名中
医院，传承好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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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医院

构建法治平安医院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理 想）11月17日上午，
漯河市中医院召开 2020 年度
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推进会，深
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市相关文
件精神，加快构建法治平安医
院。

会上要求，全院要强化法
治意识，坚持依法治市、依法
治院共同推进，加快推进全院
依法治市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建设，为全面依法治市提
供坚实的医疗保障。随后，漯

河市中医院依法治市工作领
导 小 组 相 关 负 责 人 对 医 院
2020 年度全面依法治市工作
台账进行详细讲解，各科室负
责人开展讨论并认领相关工
作任务。

下一步，漯河市中医院将
继续规范医疗行为，增强全院
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意识，实现
规范化管理，形成医院可持续
性、合法合规的发展，为全面
推进依法治市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灵宝市中医院护养中心

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

讯员李 晶）近日，灵宝市中医
院护养中心入住的一位脑萎
缩、膀胱造瘘术后老人病情变
化，持续高热不退，神志不清，
精神差，进食进水量不足。医
务人员告知患者家属后，家属
表示在外地无法立即赶回。

老人的病情在一步步恶
化，灵宝市中医院护养中心的
医务人员本着“以人为本”的

救治原则，与家属几番沟通
后，决定先为老人治疗。护士
们主动承担起患者家属的责
任，跑前跑后为老人买药、缴
费、护送老人做检查。

经过护养中心医务人员
几天几夜的精心守护，老人病
情基本稳定。患者家属事后
连连道谢：“感谢护养中心的
医务人员，你们对待老人如亲
人一样，让我们家属很放心！”

郏县中医院

义诊活动暖人心
本报讯“陈医生，俺得了

糖尿病，能彻底治好吗？”“医
生，患上糖尿病后，在饮食上
该注意哪些……”日前，在郏
县中医院组织开展的义诊活
动现场，围满了不同年龄的
人。大家或让医生为他们测
量血糖，或咨询着自己关心的
健康问题。

此次义诊活动吸引了 500

多名过往群众，活动现场热闹
非凡。郏县中医院义诊服务
队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着每
位群众提出的问题，为过往群
众免费测血糖、血压、糖化血
红蛋白，免费提供早餐，并就
糖尿病预防、如何运用饮食调
理控制血糖、糖尿病的并发症
等健康知识进行科普宣传。

（杜如红 宁建鹏 薛 鑫）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王向
云）三仙消积颗粒、止咳化痰颗粒、化瘀
降脂散、三仁润肠糖浆……这是宜阳县
中医院自主研发的传统制剂品种。日
前，13 个传统制剂品种顺利通过河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备案，标志着宜
阳县中医院在中药制剂研发方面又上了
一个新台阶，中医药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

宜阳县中医院院长曹建华说，自

2019 年 6 月开始，该院主管副院长李雪
岩牵头，多次组织临床名老中医及中药
技术人员，召开经方验方研讨会，讨论分
析临床长期应用、治疗效果较好的经典
中药处方，仔细斟酌，从 30 多个方剂中
筛选出 13 个处方；随后，组织中药技术
人员多次召开碰头会，根据处方内中药
品种、特点和治疗疾病的性质，进行生产
试验和质量研究、效期观察等，最终成功
完成备案工作。

据李雪岩介绍，宜阳县中医院此次
备案成功的 13 个品种是在已有的 25 个
品种的基础上，新增了内服颗粒剂、散
剂、合剂、糖浆剂以及外用搽剂等多种剂
型，包括益智颗粒、疏肝散结丸、补气养
阴合剂、解郁助眠合剂、消瘿散结膏等，
拓展了临床各科室用药选择范围，使中
医药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为下一步中
药制剂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连日来，开封市中医系统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质量
和安全，全力落实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要求。

开封市中医系统改造发热门
诊，按照国家、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的标准，全市6家公立中
医医院全部完成发热门诊的新建
和改造，优化内部布局、增添设施
设备，实现了“三区两通道”；发热
门诊内完成接诊、诊断、用药、抢
救、留观等全过程闭环管理。全
市中医医院发热门诊留观室由20
间增至 50间、面积由 1405平方米
增至3335平方米。

同时，开封市中医系统加强
培训演练，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
全市中医医院组织诊疗救治能
力培训 30场次、培训人员 3725人
次，组织院内感染防控培训 61场

次、培训人员 8254 人次，组织防
控演练 19 场次、参加演练的有
3037 人 次 。 提 高 核 酸 检 测 能
力。开封市第二中医院新建的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标准化
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6 人通过
线下实操考核，日检测量为 270
人；开封市中医院积极购置 PCR
扩增仪、核酸提取仪、培训人员，
日最大检测能力达到 920人。做
好院感防控。开封市在做好培
训演练的同时，对全市中医医院
进行多轮督导检查，督促全市中
医医院加强预检分诊、发热门
诊、重点科室和普通病区管理
等。培养疫病防治骨干。开封
市组织了开封、商丘两地县级中
医医院疫病防治骨干人才培训
班，170 名疫病防治骨干人才参
加 了 培 训 。 做 好 防 疫 物 资 储

备。开封市督促各中医医院做
好 90天防疫物资储备的同时，拟
定了 56 种中药饮片的中药储备
目录，核定了每味中药饮片 60天
和 90天的储备量。

除了做好常态化防控，开封
市中医系统还多管齐下，确保医
疗质量和安全。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市中医院召开全市中医医院“双
核心指标”管理观摩会，以“交叉
评价”的方式，组织 2020 年度全
市中医医院“双核心指标”管理
评价，加强中医特色发挥和基础
管理，达到了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共同进步的目的。

开封市还着力加强备案技
术管理，组织召开全市中医医院
限制类技术备案管理专家咨询
会，对 5 家医院提交的 24 项技术

备案材料进行了细致审核和指
导，否决了 10 项技术备案；组织
专家对许可开展的 15 项限制类
技术进行了现场条件审核和质
量评价，否决了 1 家医院的 1 项
技术备案。开封市对中医医疗
机构开展的血液透析技术，采取

“不打招呼式”监管，有效保障了
医疗安全。

为了全面抓好医疗质量和
安全，开封市中医系统还在全面
质控质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
心、助推医教协同合作等方面狠
下功夫。

全市出台《开封市中医医疗
机构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工作方
案》，成立了 6个中医医疗机构质
控中心，对感控、消毒供应、病
案、药事、护理等管理，以及中医
技术、限制类技术应用进行全面

评价和质控；在原有国家、省区
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的基础上，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牵头的骨伤
科被确定为第三批河南省区域
诊疗中心建设单位，开封市中医
院牵头的老年病科被确定为第
三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
中心后备单位；开封市委、市政
府举办“河南大学中医院”“河南
大学中医药研究院”揭牌仪式，
由开封市政府、市中医院与河南
大学共同出资 1500 万元用于建
设中医药防治内分泌疾病重点
实验室，以进一步提升全市中医
药综合水平。

自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以来，开封市中医系统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质量和安
全，确保了防疫不松劲、医疗质
量安全有保证。

开封市

中医系统强化疫情防控和质量安全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齐洪喜 李 洋

偃师市中医院

晨读班培优强基
本报讯 （记 者 刘 永 胜

通讯员李宗伟）每天 6 时 30
分，在偃师市中医院的会议中
心，都会坐满百余名年轻医
生，他们在认真读书学习，随
后，还有专家进行授课。

偃师市中医院针对年轻
医生举办的晨读班已经坚持
了 3年。每天 6时 30分到 7时
30 分，该院医务科有计划、有
安排地组织全院 45 岁以下的
医生利用上班前一小时，集中
进行继续医学教育，学习内容
从基础理论到经典解读，从技
术操作到临证心得，从各科最

新指南到新技术新项目，干货
满满。

“3 年的晨读班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偃师市中医
院负责人说。该院把晨读班
等业务学习活动的参与情况
纳入绩效考核，并作为晋升评
先条件之一，充分调动职工学
习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
要学”，实现理论、技术双提
升。目前，该院各科室的业务
学习开展得如火如荼，通过查
资料、备课、讲授和讨论，大家
共同提高，促进业务发展，打
造医院质量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