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7 日，博
爱县中医院专家给金
城乡卫生院医务人员
讲 授 中 医 药 适 宜 技
术。为进一步提高中
医药适宜技术的使用
率和知晓率，连日来，
博爱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织专家分别对 10
个乡镇、街道卫生院的
医务人员进行了中医
药基础理论、常见病和
多发病诊疗方法等业
务培训。

王正勋/摄

责编 杜海燕 李 云 美编 朱忱飞 5

2020年

12月8日

每周二

出版
弘扬国粹 护佑健康
电子信箱：wsbzyyzk@163.com

中医药周刊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李 华 杨 景 熊伟甬）今年，
信阳市先后出台《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文件，着力建体系、提质量、育人
才、兴文化，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

健全服务体系，纵深推进中
医机构发展。一是强化引领带
动。信阳市实施县级中医院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全市中医院新增
床位778张，新增面积550亩（1亩
=666.67平方米），门急诊人次、住
院人次大幅提升；连续5年开展二
级中医医院“国医堂”建设，已有8
家中医院完成建设；将中医康复
科纳入中医医院必设重点科室，
连续6年开展市级重点专科的评
审工作，已命名市级中医重点专
科24个，新申报重点专科6个；以
双核心指标考核为抓手，开展综
合检查，多次开展中药质量评比，

持续开展中医技能比武。二是筑
牢网底保障。信阳市连续5年将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馆建设纳入全市卫生健康工
作重点，印发《关于推进基层医疗
机构标准化中医馆建设实施方
案》，全市已完成基层中医馆建设
160 家，完成率达 90%；从 2020 年
开始，利用 3 年时间，将 25%以上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建
成示范中医馆，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内
涵。三是突出特色创建。信阳市
创建二级甲等中医院 6 家；浉河
区、罗山县、息县成功创建“国家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信阳
市中医院骨伤科、妇产科在建成
省级重点中医专科基础上，被确
定为第三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
诊疗中心建设单位和培育单位，
信阳市中医院儿科被确定为第五
批河南省重点中医专科项目建设

单位；县级中医院已命名省级特
色专科11个，加强专科4个；新申
报市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16个，已命名10个。

提升服务能力，充分利用好
中医药资源。一是注重人才培
养。信阳市大力加强基层中医
药人才培养，实施中医传承人
才、基层适用性人才、学科带头
人、中医学历人才等 4 类人才培
养计划。制定《全市中医药师承
教育工作方案》《信阳市青苗人
才培养项目方案》，首批中医药
师承教育 7 人顺利结业，首批 29
名青苗人才正在进行结业考核，
完成首次中医确有专长考试考
核工作。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成
功申报中医专业大专班，连续 3
年顺利实现招生，共招生约 500
名学生，为全省基层中医药人才
培养做出贡献。二是注重知识
技术推广。信阳市成立市中医

药学会，组建5个专业委员会，加
强学术和技术交流。市、县两级
分批、分类组织开展基层医务人
员的中医药知识培训，培训基层
医务人员670余人次。县（区）以
中医院为依托，建设中医大讲堂
或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基
地，组建师资培训队伍，开展经
常性培训，全年共培训乡村医生
2000 余人次，乡村医生中医药知
识普及率达100%，大部分村卫生
室能够提供4种以上中医药诊疗
服务。三是注重中医药参与疫
情防控。信阳市印发《关于建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西医
协同机制的通知》，健全中西医
协同机制，成立中医为主体的中
医专家技术指导组，实施专家组
成员联系分包县（区）制度，选派
103 名中医师参与新冠肺炎患者
诊治，中医辨证施治率达97.6%。

做好宣传教育，传承好中医

药文化。按照市、县（区）中医管
理部门主导，中医医院、中医馆

“搭台”，中医药学会“唱戏”的工
作思路，信阳市着力建立中医药
文化宣传活动长效机制。以10家
市级中医药宣传教育基地为载
体，打造宣传亮点，塑造中医药文
化宣传阵地。中医医院利用中医
大讲堂，定期开展中医药知识宣
传、疗法体验、养生保健指导等活
动。结合健康扶贫，开展中医义
诊、健康教育活动，现场解决患者
病痛，组织中医义诊活动238次。
息县中医院投资50余万元建设了
中医药文化展览馆，展示了中医
药文化源远流长的无穷魅力。信
阳市中医院申报的“文氏妇科”

“郭氏正骨”“中药饮片炮制”“闫
氏针灸”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
通过评审。目前，信阳市正在积
极推进每个县（区）建设一个“中
医药文化主题公园”。

建体系 育人才 兴文化

信阳大力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员李海涛）12
月 5 日上午，河南省 2947 名考生在各自考
区，参加了 2020 年河南省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综合理论考试。

理论考试对象为2014年及以前毕业、取
得执业医师资格参加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人员。考试第一级（不分专业），考试内
容以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人体解剖学为
主；第二级（不分专业），考试内容以中医诊断
学、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方剂学

为主，重点考核《河南省中医临床医生应掌
握的经典条文及方剂》；第三级（专业考试），
主要考察本专业相关中医临床知识技能、学
术成就、新技术、新信息及中医临床科研基
础。考生可根据个人情况分别参加第一至
第三级考试。

本次考试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组织统一命题、评卷。
通过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理论考
试（即第三级专业考试）者，由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河南省中医管理局）颁发《河南省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根据国家七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七部
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
施意见》，自 2021 年起将不再组织此类考
试。2015 年及以后，拟从事中医临床医疗
工作的中医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其他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应申请参加
国家级培训基地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947名考生参加中医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综合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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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
王现超）近年来，平舆县聚焦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着力加强阵地、
队伍、能力和信息化建设，推动中医
药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一是加强阵地建设。平舆县通
过争取上级建设项目资金，加大县
级财政投入力度，大力推进乡镇（街
道）卫生院中医馆建设。从 2017年
起，平舆县利用 3年时间统一设计、
统一施工、统一办理政府采购手续，
完成了19所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标准
化建设，实现了全县所有乡镇（街
道）卫生院全覆盖，并为乡镇（街道）
卫生院、村卫生室配备中医诊疗设
备。目前，平舆县乡镇（街道）卫生
院中医馆设备齐全，服务优质。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平舆县利
用“369卫生人才工程”，引进、招录
中医类专业技术人才 24人，充实到
乡镇（街道）卫生院，进一步提高了
基层中医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
平舆县采取“外培内训”方式培养中
医类人才，定期选派医德技术好的
人员参加中医药院校举办的学习培
训班或送往上级中医院进修学习，
积极鼓励乡镇（街道）卫生院中医药
人员到县中医院进修学习，参加中
医师承和确有专长考核，加强对乡
镇（街道）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中医药
人员培训，使全县医疗卫生机构中
医药技术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平舆县开
展县级医院对口帮扶，从县级4家公
立医院抽调 26名中医执业医师，以
师带徒的形式，下乡定点对口支援中
医药人才缺乏的乡镇（街道）卫生院
和村卫生室。平舆县中医院与李屯、
老王岗、东和店、东皇等4家乡镇（街
道）卫生院建立紧密型医共体，在人
财物方面实行帮扶。

四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平舆县
建立了互联网+中医药服务模式，在
县中医院建设了互联网+中医药服

务中心，在乡镇（街道）卫生院建设了服务站，在村卫生
室建设了服务点，建设了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生
化、心电、影像等三大检查检验中心。通过互联网+中
医药服务平台，平舆县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检验、康复
指导等医疗服务，使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享受县级中医
诊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
讯员王红岩 赵瑞萍）“我是三
门峡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
片热土上，我愿意用所学为家
乡人民服务……”11月26日上
午，在欢迎仪式上，柴松波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柴松波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博士，
当天，他作为三门峡市高端人
才引进回乡加入三门峡市中
医院医疗团队。

柴松波对中医脉法和心
脏康复以及中医药在心病的
治疗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擅
长运用中医辨证论治、辨机论

治治疗胸痹心痛、心力衰竭、
眩晕、心瘅等疑难疾病。

三门峡市中医院成立了
柴松波博士工作室，主要是运
用中医诊疗技术对心血管、内
科疑难疾病及中医特色项目
开展系统的治疗研究；成立了
柴松波博士实验室，配备了专
业的设施、设备，包括实验动
物房等。

此次高端人才的引进，得
到了三门峡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打造该
市中医系统高精尖的专业团
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门峡市

引进高端中医人才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黎倩平）近日，在 2020 年
中国脑卒中大会暨脑卒中防治
工程总结会上，周口市中医院
被评为“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建
设单位”。

据悉，自 2018 年 7 月脑卒
中中心成立以来，该院优化救
治流程，规范诊疗行为，实现院
前院内无缝对接，规范静脉溶
栓与动脉取栓，实施优先检查
和治疗后交费模式，确保脑卒

中患者在院内得到迅速、准确、
有效的治疗。此外，该院脑卒
中中心在对脑卒中患者的诊治
过程中，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利用中药方剂、中医康复、治未
病等特色治疗方法及理念，实
现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化治疗。

该院先后获得中国卒中学
会认定的“卒中中心单位”“综
合卒中中心单位”，河南省卒中
专科联盟认定的“河南省卒中
专科联盟委员单位”。

周口市中医院

加强卒中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吴 霜 郑 矗）11月25日
下午，濮阳市中医医院国家级
名老中医丁世芹带领医院宣传
科、肺病科、治未病科、中药房
和制剂室骨干一行 9人走进濮
阳市第三小学，开展了以“重孝
道 知感恩 传美德”为主题的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丁世芹从我国传统孝文化
的概念和内涵、孝道与中医的
关系等方面，为学生做了精彩
分享，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祖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认识到尊敬

父母师长的重要性。濮阳市中
医医院肺病科护士长王红彩是
河南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
员，从事呼吸内科、呼吸急危重
症患者护理及护理管理工作。
她通过分享自己的援鄂经历，
让孩子们感受到其援鄂过程中
的艰辛与担当，领会到疫情危
难中全国上下同舟共济对抗疫
情的必胜决心。郗业奎是濮阳
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治医
师。孩子们在郗业奎的讲解
下，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穴位知
识和推拿手法。

濮阳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李宗伟）“偃师市中医院
办的培训班就是干货多！王
俊辉主任讲的中药外用贴敷
很实用，贾军红主任现场演示
了小针刀和推拿手法，效果
明显。”偃师市大口镇医生温
成建高兴地说。

近日，由偃师市中医院承
办的偃师市 2020 年乡村医生
能力提升培训班，分别在偃师
市中医院、大口镇卫生院、缑
氏镇卫生院 3 个地点，利用 10
天时间，培训学员 800 余名。

培训由偃师市中医院的 19 名
临床科室主任授课，采用知识
讲座与实际操作、集中学习与
现场指导、临床查房与病例分
析“三结合”方式进行，就中医
中药、急诊急救、常见病的诊
断与治疗以及新技术、新理念
进行了精彩分享。

对于本次培训，偃师市中
医院坚持保基本、补短板、强弱
项，充分结合基层工作的实际
情况，从培训地点、课程设置、
授课专家与内容等方面都做了
精心安排。

偃师市中医院

培训乡医实用技术

近日，滑县留固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张博在科室为群众进行
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在讲座上，张博结合多年的行医经验
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中医预防与养
生保健的由来，重点介绍了“体质辨别”“四季养生”等，深受欢
迎。 张治平 李水淼/摄

↑11月27日，群众在孟州市西虢镇卫生院饮用中药茶。入冬以来，为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孟州市西虢镇卫生院每
天为群众提供中药茶，受到群众好评。 王正勋 王中贺/摄

11 月 29 日上午，郏县中医
院针灸科诊室里如往日一样，前
来针灸理疗的患者络绎不绝，数
名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正在
认真地给每一位患者扎银针、扣
火罐、按穴位、做推拿等中医药
诊疗服务。

10 时许，一名身材粗壮的青
年男子手里拿着一面锦旗来到
针灸科，看到曾经给他精心治好
疾病的张红强主任正在为一名
患者扎着银针，就来到张主任身
旁，激动地说：“张大夫，俺代表
全家人来感谢您！在你们的精

心治疗和护理下，我的病全好
啦！今天，俺特地制作这面锦
旗，以表达俺对针灸科全体医务
人员的感激之情……”

从 事 针 灸 推 拿 专 业 18 余
年，擅长运用针灸、推拿、穴位埋
线、小针刀、臭氧水、枝川疗法等
多种方法治疗顽固性颈肩腰腿
痛疾病的郏县中医院针灸科主
任张红强，抬头看到这名青年男
子双手拿着一面写有“针灸神针
医百病 德艺双馨传四方”的锦
旗。张红强迟疑片刻后，微笑着
说：“小张，看你说的。治病救人

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和使命。这
点小事儿，我们科室的同志真是
受之有愧。”

青年男子说：“张主任，俺在
医院住院治疗的这十几天里，咱
科室同志的高超医术，以及无微
不至的服务态度，真的让俺太感
动了。俺感到不送给大家一面
锦旗，心里就过意不去。”

据这名青年男子介绍，他家
住郏县安良镇安东村，今年 37
岁，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高血
压病已有多年，给他的生活带来
了极大痛苦。11 月 15 日，他入

住郏县中医院针灸科。在这里，
张红强带领科室医务人员采取
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他进行治
疗；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这名
青年男子的腰痛症状和高血压
病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然而，其
间，他的颈椎病又犯了，颈部及
左上肢疼痛难忍，一走路病情就
会加重。

张红强经过对这名青年男
子的详细问诊、诊断后，决定对
其实施针灸、推拿、牵引、神经阻
滞、小针刀及中药调理等综合疗
法。又经过十几天精心治疗，该

患者的病情有了好转，腰痛、颈
椎痛等症状完全消失，血压也控
制在正常范围。

为表达对郏县中医院针灸
科张红强团队近一个月的细心
治疗的感谢，该患者在出院当
天，专门找到一家广告公司制作
了一面锦旗，赠送给张红强医务
团队。

一面锦旗，一份信任。一面
锦旗，一份肯定。张红强说：“治
病救人是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职
责，能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称
赞，就是对我们的最好鼓励。”

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杜如红 宁建鹏 任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