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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涉村镇地处海拔较高的山
区丘陵地带，当地沟壑纵横、植被茂
盛，野生中药材遍布山间田野，至今发
现的中药品种有 300余种。在这里，一
代代中医靠“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救
治百姓，中医药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形
成了独特的中医特色文化底蕴。

多年来，涉村镇卫生院全力满足当
地群众对中医药的就医需求，通过不断
优化服务环境、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完善中医馆、中医药文化长廊建设，改
善中医药疫情防控救治基础条件等，带
来了全年中医门诊量 4万余人次、中草
药及中医诊疗服务量不断攀升等新变
化。

涉村镇卫生院门诊部采用中西医
结合方法治疗各种慢性病及疑难杂症，
并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中医馆整理民间
偏方、老中医经验方和科学配方，挖掘
中医药传统优势，为老百姓提供冬病夏
治、中医体质调养等中医药保健服务；
中医药知识宣讲则贯穿于门诊日常工
作中。

同时，涉村镇卫生院还在病区积极
开展中医药治疗，内科病区充分利用远
程视频会诊系统，邀请巩义市总医院的
国医堂专家指导，探索符合中医药规
律、体现中医药特点、提高中医药疗
效、方便患者就医的诊疗方法；开展中
药透药疗法、中药硬膏热贴敷疗法、穴
位贴敷、针灸、中药溻渍疗法等，对胃
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腰腿痛等，疗
效尤其显著。

此外，涉村镇卫生院还在保证中药
饮片质量上狠下功夫，中药房药剂师严
格审药审方；煎药房中药煎药机微压低
温提取、浓缩包装，提高中药液的有效成分。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涉村镇卫生院免费为全镇群众配送疫情防控中药饮
片、汤剂，以及艾叶、艾条等，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目前，涉村镇卫生院仍在努力打造中医专科特色，计划到
2022年，形成巩义南部中医诊疗中心。下一步，涉村镇卫生院还
将推动中医药融入医养结合、建设中医药康养基地，发挥涉村镇
中医诊疗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发展以中医药和健康养生为核心的
康养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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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双擎引领 深化供给侧改革

方城县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振兴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张军起

每周关注

近年来，方城县委、县政府
以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为主线，坚持固本培元、
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事业
和中药产业双擎引领作用，不断
深化中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着
力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连续 6
年被评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方城县中医院、县人
民医院分别创成二级甲等中医
院、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示
范单位。

健全顶层设计
夯实发展基础

方城县委、县政府把中医药
事业放在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坚持组织、政策、资
金、管理“四位一体”，筑牢中医
药事业发展根基。在组织领导
上，成立了县中医药事业发展工
作委员会、建设张仲景健康城重
大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迎接全
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复审验
收领导小组等机构，做到了工作
有人管、有人干。

在政策制定上，方城县出台
了《“十三五”中医药事业发展规

划》《仲景健康城建设重大专项
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健全了
县中医药事业发展顶层设计。

在资金投入上，方城县将中
医药事业费纳入财政预算，县财
政投入保持逐年增长态势，5年
投入 1.5亿元，用于支持中医药
特色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以及中医
药人才培养。

在机构管理上，方城县卫生
健康委加挂县中医药发展局牌
子，明确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全
县中医药工作的开展，形成了责
任明晰、制度规范的管理体系。

坚持龙头带动
拓展服务范围

方城县坚持“强龙头、重骨
干、壮枢纽、固网底”思路，着力
打造以县中医院为龙头、县级综
合医院为骨干、乡镇卫生院为枢
纽、村卫生室为网底、涵盖社会
办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网络
体系。

方城县以县中医院为重点，
提升服务能力，拓展服务范围，
打造中医药品牌；投资 1亿元建

设门诊医技综合楼，完善设备配
置，设立“示范中药房”“治未病
科”，开设 17 个病区、1000 余张
床位，建成省级重点专科 1 个、
特色专科 1 个，市级重点专科 1
个、特色专科 3 个；积极与省市
医院合作，提升中医药诊疗水
平。

方城县以县人民医院、县第
二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为重
点，投入资金 1000余万元，高标
准建设“仲景苑”，实现县级医院
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全覆盖；新建
3家一级民营中医院，增设中医
床位118张；以16个乡镇卫生院
为重点，投入资金 750 余万元，
高标准建设“中医堂”，完成 11
家中医馆、1 家省级示范中医
馆、6个市级规范灸疗室等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以村
卫生室为重点，投入资金 729万
元，建成“五室分开”“四统一”标
准化村卫生室 569 家，85%以上
的村卫生室能够开展 4 类以上
中医药适宜技术；创成市级示范
村卫生室 14 个、县级示范村卫
生室45个。

“十三五”期间，方城县中医

门急诊量占比 40.36%，中医门
诊处方数占比42%，中医药治疗
率达到 55.5%，对比“十二五”
末，分别提高了10、11、20.5个百
分点。

注重人才培养
建强中医队伍

近年来，方城县通过公开招
聘等方式，引进中医药人员 200
余人，中医类执业医师达到 719
人，占执业医师总数的 43.64%；
全县乡镇卫生院中医医师占比
20%以上，85%以上村卫生室有1
名中医医师或能够提供中医药
服务的乡村医生。

在人才培训上，方城县坚持
轮流培训、以老带新相结合的方
式，建立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机
制，对全县乡、村两级中医人员
分期培训，新进中医临床医师规
范化培训和中医医疗机构继续
教育覆盖率达到 100%；成立全
国基层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联
系指导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开
展中医带教及经验成果整理。
截至 2020 年，方城县拥有国家
级名老中医 1 人，省“十佳全科

中医师”1 人，市中医“十大名
师”1人、名中医 8人，县级名中
医10人。

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中医药影响力

方城县以《中医药法》宣传
月活动为载体，大力宣传学习贯
彻《中医药法》，组织医务人员在
城区集中开展义诊、咨询、宣传
活动，为群众提供富有中医药特
色的义诊服务；举办“中医中药
中国行”“中医药科普文化进基
层”等活动，组织专业队伍走进
农村、机关、社区开展中医药知
识宣传、中医非药物疗法体验活
动；在县电视台开设《中医药健
康知识大讲堂》栏目，为群众提
供中医健康知识讲座。

近年来，方城县共开展义诊
活动40余场次，义诊群众1万余
人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 6万余
元，发放宣传资料 40余万份，被
确定为市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建设单位”2 家，大幅提
高了群众对中医药知识的认知
度，形成了“弘扬国粹、振兴中
医”的浓厚氛围。

安阳市中医院

开启“糖友”管理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管遮嵩 王 露）日前，安阳
市中医院挂牌成为“安阳市中医
院院内外血糖信息化管理系统
示范中心”，标志着该院院内外
血糖信息化管理正式启动。

随后，安阳市中医院糖尿病
科主任沈莺、医教科科长王金周

先后以《开启血糖管理的全新时
代——院内外血糖信息化管理》

《血糖信息化管理——我们在路
上》为题，讲解了中国糖尿病管
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新型血糖
管理模式的优势、住院患者血糖
监测路径等，并对血糖信息化管
理具体开展流程进行了指导。

孟津县中医院

“最美家庭”传播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朱宏伟）近日，由洛阳市妇
女联合会、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
开展的“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揭
榜，孟津县中医院控感科科长郭
丽娅家庭、妇产科护士长邓艳霞
家庭被评为 2020 年度“最美家

庭”，药械科中药师宁彩红家庭
被评为“廉洁治家最美家庭”。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郭
丽娅、邓艳霞入选援鄂医疗队，逆
向而行；宁彩红舍小家为大家，坚
守岗位。她们用平凡但感人的事
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王晓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践行者
王晓燕，郑州市中医院

儿科主任，儿科住培教学主
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
导师；先后被评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六
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
卫生计生委先进工作者、河
南省首届名中医、郑州市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郑州市十
大杰出女性、郑州市科技教
育先进工作者、郑州市“三八
红旗手”等；担任中国中医药
促进会儿科分会副会长、中
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
委员、郑州市中医药学会儿
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晓燕擅长采用中西医
结合手段治疗疑难杂症，尤其
擅长诊治小儿哮喘，配制了适
合儿童的“三伏贴”膏药及“三
九贴”膏药，研制了“儿喘茶”

及中药雾化吸入等，探索出中
西医结合防治哮喘的一整套
措施。鉴于抽动障碍的发病
率逐年升高，王晓燕潜心研
究，用中医药治疗此病取得良
好疗效。

此外，王晓燕研制了消导
膏、化痰膏、青黛消炎膏、湿毒
净洗剂等制剂，先后申请了

“伏九天贴敷防治小儿哮喘技
术推广应用”及“三阳清解煎
剂结肠滴注治疗小儿外感发
热技术推广应用”郑州市科技
惠民计划，惠及广大患儿。

遇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王晓燕每次都主动请战，积极
参与。2008年 4月，手足口病
突发流行，王晓燕放弃五一假
期，带领郑州市儿科专家，制
定了“郑州市手足口病中医诊
疗 常 规 ”，并 在 全 省 推 广 ；
H1N1甲型流感、“非典”肆虐

期间，她常常为重症病例的救
治废寝忘食；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她深入疫情一线，担任郑
州市网络会诊中医专家组组
长。

自2005年来，王晓燕主持
科研项目 15 项，获省部级及
市级科研奖励 17 项；作为第
一作者或独著在省级以上刊
物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在
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参与编写医学专著 6
部，担任主编2部。

王晓燕带教硕士研究生
10 余年，秉承“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理念，悉心教导学
生诊治疾病的思路，完善学生
的诊疗思维，帮助学生快速掌
握疾病及其相关的鉴别诊断，
并认真地对学生的临床医案、
跟师笔记进行批阅、修正，提
出修改意见，将临床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
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诊
治疾病的能力。

在带教期间，王晓燕不仅
常常就接诊的病例进行讲解
并提问，使学生能够更直观、
快速、深刻地认识此类疾病，
还常常让学生讲出自己的治
疗思路及治疗用药，激发学生
独立思考，使学生能够快速成
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合格
医务工作者。

除此之外，王晓燕还始终
坚持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
有机统一，培养学生的责任心
及爱心，培养学生对中医的热
爱，出色完成了教学培养任
务，多次被评为“优秀带教老
师”。

自住培工作开展以来，王
晓燕带领科室人员反复讨论，
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住培管

理、教学制度。比如，对于带
教老师的考核制度：考核内容
包括带教人数、讲课内容、教
学查房内容、对学员的管理、
学员的评价等，与绩效挂钩，
并作为评先评优条件之一；学
员的激励惩罚措施：考核内容
包括劳动纪律、管床多少、管
床质量、病历书写情况、学习
态度、参加教学查房讨论的发
言、与患儿家长的沟通、完成
临时性指令工作的情况等，奖
优罚差，奖勤罚懒。

作为郑州市中医药学会

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
晓燕还带领大家积极举办学
术讲座、学术沙龙，深入基层
义诊、会诊、进行健康宣教，坚
持参加帮扶和献爱心活动，提
高大众防病治病知识。

悬壶济世，教书育人。王
晓燕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钻
研、创新，并以大公无私的精
神传承普及中华传统文化，为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图文由郑州市中医院提
供）

近日，确山县中医院医
务人员携带艾条、刮痧板走
上街头，举办“中医护理服务
科普主题活动”，对过往群众
进行中医健康知识宣教，让
群众现场体验中医药的神奇
疗效。

在活动现场，确山县中
医院工作人员认真为过往群
众讲解健康常识，测量血压，
并取出携带的艾条、刮痧板、
刮痧油等中医护理技术操作
用具，让群众现场体验了艾
灸、刮痧等中医护理技术。
体验颈部刮痧的群众，起身
后舒适地摇晃着脖子，惊喜
地说：“刮完后脖子热乎乎
的，真舒服，怎么扭都顺当，
也不疼了。”

此次活动不仅普及了健
康知识，提高了居民健康素
养，同时也展示了中医工作
者的风采。

丁宏伟 连文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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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程瑞军）近年来，泌阳县狠
抓中医药事业发展，强化政策、
加强培训、优化结构、科学谋
划，让中医药药香飘进千家万
户，并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
作先进单位。

泌阳县加速打造中医优

势特色科目，目前，泌阳县中
医院已拥有 3 个省级中医重
点专科（骨伤科、肝病科、疼痛
科）和 4 个省级中医基层特色
专科（脾胃科、心血管病科、中
风病科、风湿病科），新成立的
中医治未病中心正在加速建
设，将被打造成省级优势特色

专科。
泌阳县加速建设基层中

医馆，2013 年以来，累计争取
上级项目资金 580 余万元，用
于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村卫生室中医
药综合服务区建设。

同时，泌阳县在加强县、

乡 、村 各 级 医 生 队 伍“ 西 学
中”培训的基础上，努力打造
了一批中医药特色专科诊疗
能 力 强 、辐 射 带 动 作 用 明 显
的精品中医馆（堂），形成了

“各乡镇都有中医馆、乡村处
处 可 把 脉 ”的 特 色 中 医 药 服
务体系。

泌阳县

各乡镇都有中医馆 乡村处处可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