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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祥：党员就要一生跟党走
本报记者 刘 旸 常 娟 实习记者 张 鋆 通讯员 乔畅洋

“党员就要一生跟党走，
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郑州
市中医院推拿科“常氏三绝”
创始人常发祥这样讲述他和
党的缘分，“党教育了我、培养
我，我的一生都是党给的！”

常发祥今年 86 岁，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首次提出以

“国术点穴”为主法，配合“禅
指揉药”“药酒火功”为辅助疗
法的治疗体系。因此，这种治
疗体系也被冠以他的姓氏，被
称为“常氏三绝”。

“我能学医、学好医，都要
感谢党的好政策。”常发祥说，

“成为医生之前，我做过护士、
干过制剂、当过学徒，正式学
医是在1973年。当时，卫生行
政部门在新乡开设‘国术点
穴’疗法学习班，我接到通知
马上就去了，学成归来才有了

‘常氏三绝’。”
那一年，常发祥跟着当时

国内知名的小儿麻痹症治疗
专家刘振华，天天学习“手法
点穴+药浴”治疗方法。闲暇
时，常发祥还跟着刘振华出
诊，反复看刘振华的操作手

法、反复模仿学习，必要时还
用上了“蹲墙角”“偷师”的学
习方式。

那时的常发祥并不满足
于跟着学，开始在治疗方式上
创新。“渐渐地，我一边研究学
习笔记，一边自己配药、制药
酒，并尝试独立治疗骨科疾病
患者，逐渐领悟到‘国术点穴’
要领，即以指点为法、直达病
所，‘禅指揉药’是以‘一指禅’
手法揉药、深入患处，‘药酒火
功’是中药借酒以生发、酒助
药以入里。三法合功，使筋骨
平衡、气血畅通、阴阳和合，从
而达到活血化瘀、扶正祛邪、
治愈疾病的目的。”常发祥回
忆道。

这样的摸索，让常发祥手
绘出第一套《国术点穴疗法
图》，也正是这套图让“常氏三
绝”被更多人知晓，得以传承
下来。

“从新乡回来后，又是得
益于党的好政策，我可以带着
这‘三绝’在医院推拿科行医
了。刚开始很多人质疑，可立
竿 见 影 的 疗 效 最 能 说 明 问

题。许多患者来的时候直不
起腰、跛着脚，经过我的点、按
迅速好了起来，口碑也就出来
了，患者也越来越多了。”常发
祥说，“于是，我开始带徒弟，
想把‘三绝’传播出去。”

2014年春，郑州市中医院
将“国术点穴”疗法正式冠名
为“常氏三绝”，并于同年举行

“常氏三绝”第二代传承人拜
师仪式。此后，“常氏三绝”被
广泛应用于临床，日均门诊量
达到 200 余人次，救治患者遍
布全省，辐射鲁、鄂、皖地区，
甚至有海外患者前来就诊。

“从学习研究到自成一派，
就这样走过了快60年。我现
在力争把一生所学、所创的绝
学全部传授给弟子们，让他们
为百姓健康尽绵薄之力。”这
是常发祥时常告诫弟子的话。

“我自幼跟爷爷学习，3岁
开始认穴位谱、背药典，因此
爱上了中医，并进入河南中医
药大学深入学习中医。”常发
祥的孙子常宇说，“从记事起，
每天家中都会来很多患者，不
管多晚，爷爷都会为他们精心

治疗，而且不求回报。没有患
者时，爷爷在家很少说话，他
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精读中
医书籍、研究技术上。临床带
教时，爷爷经常让学生先观
摩，观摩一段时间后再手把手
地教学生感知穴位。”

如今，常宇已经成为郑州
市中医院推拿科医师，也是常
发祥的弟子之一。“爷爷是党
员，他常说自己能学医，要感谢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他受益于这个宗旨，也身体
力行自觉践行这个宗旨。我也
要向爷爷学习，自觉传承无私、
奉献的‘家风’。”常宇说。

直到今天，常发祥还珍藏
着自己学医时的一份学习笔
记，以及自己手绘的多版《国
术点穴疗法图》。他说，不仅
要把“常氏三绝”的技法传承
下去，还要把传统医学创新中

“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红色
基因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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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申报体检环节

郑州率先在全省实现
门诊慢特病网上随时办

河南着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河南城乡居民医保
财政补助标准增至580元

→焦作市解放区中
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在给居民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为满足居
民 接 种 疫 苗 需 求 ，近
日，该中心开设了接种
疫苗夜场，方便了白天
没 有 时 间 来 接 种 疫 苗
的上班族。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实习记
者张 鋆）针对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短板，河南要大力培养基层中医药骨
干人才，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诊治
水平和服务能力。

7月6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
南省中医管理局委托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前期摸底调研、论
证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培训课程、聘
请授课师资、制定培训管理方案，采
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加
强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

近年来，河南中医药人才队伍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为“十四五”时期中
医药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
础。在经典传承、建设高层次中医药

人才群体方面，河南建设国医大师、
全国名中医等各类传承工作室 119
个，现有中医药首席科学家 1 人、岐
黄学者4人、中原名医6人、河南省名
中医 81 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134 人，在中华中
医药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中
国针灸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中，河南有
4位专家任主任委员、43位专家任副
主任委员。在扩大培养规模、培育壮
大青年中医豫军方面，河南大力实施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岐黄工
程”“仲景工程”，遴选培养全国中医
优秀研修人才、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人
才、中医药领军人才、拔尖人才、青苗
人才等各类骨干人才 1400 余人。在
加大投入力度、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
基础方面，河南以基层卫生人才工程
为抓手，累计培训县（市）级中医医院
骨干医师（含专科带头人）3000余名，
完成基层学历提升计划专升本 450
人、在职研究生40人，招录培养农村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530 人，中医全
科医师转岗培训累计培训 1450 人；
同时，河南还联合北京市中医管理
局、南阳市人民政府举办仲景书院，
共招收两批学员 200 人，开展中医经

典、经方传承培训，为中医高端人才培
养探索新模式；在全省开设仲景学堂，
充分发挥名老中医药专家的指导、引
领作用，为中医药人才成长营造良好
环境。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一级巡
视员张智民在此次培训开班仪式上
说，建设一支优秀的基层中医药人
才队伍，是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的重要举措，是“保基本、强
基层、建机制”的根本要求。但人才
工作只有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才能
不断满足事业发展需求，培养出更
多的名医大师。省卫生健康委、省
中医管理局举办的 2021 年河南省中
医馆骨干人才培训班，课程内容丰
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师资力量雄
厚，且针对基层能力短板重点加强
培训。大家要认真学习，虚心求教，
思考总结，活学活用，以期达到开阔
视野、提升境界、掌握方法、增强能
力的目的；回去以后持续加强学习
培训，多读经典，多跟名师学习，学
好理论基础，勤于临床，做好经验总
结和科研工作，努力做一名基层名
中医，为促进河南中医药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河南加快建设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本报讯 （记者常 娟）2021 年，
河南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补助标准新
增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580 元；居民
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提高 40 元，达到
每人每年 320 元。7 月 3 日，河南省
医疗保障局、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转发国家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文件，明
确了上述内容。

河南提出，进一步放开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对于持居
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
政要按当地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
助。对居民医保在集中参保期内参
保的、在职工医保中断缴费 3 个月
内参加居民医保的，以及新生儿、农
村低收入人口等特殊群体，不设等
待期。

同时，今年全省大病保险继续
实施差异化筹资，根据上年度全省
大病保险资金使用、各统筹地区支
出情况，全省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分
为 95 元、78 元、70 元、64 元 4 个档
次，全省人均筹资71元。

河南还明确了大病保险合规自
付医疗费用范围。参保城乡居民住
院医疗费用（含规定的门诊慢特病、
门诊特定药品等限价、限额结算的
医疗费用，下同）经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后的部分，纳入大病保险合规自
付医疗费用范围的有两种：一是基

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起付标准以上、
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按比例应
由个人负担部分的医疗费用；二是
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
上扣除自付费用和乙类药品、乙类
诊疗项目的个人首付部分后的医疗
费用。

不纳入大病保险合规自付医疗
费用范围的有 3 种：一是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起付标准及以
下的费用、未按规定转诊转院等原
因降低报销比例支付部分以及按病
种定额（限价）结算超出定额（限价）
标准应由医疗机构或个人承担的费
用；二是《河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外
的药品费用、《河南省基本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诊疗项目暨医疗服务设
施目录（试行）》中的丙类医疗服务
项目发生的费用以及因使用该项目
所产生的医药费用；三是医疗救助
基金已经支付的费用及河南省医疗
保障局规定的其他不予支付的费
用。

调整后的大病保险合规自付医
疗费用范围，自今年 9 月 30 日起执
行，参保居民在今年 9 月 30 日（含 30
日当日）以后出院的，当次住院发生
的医疗费用大病保险按调整后的合
规自付医疗费用结算，大病保险对以
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再追溯支付。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通讯员
娄彦青）7 月 6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取消郑州市
门诊慢特病申报体检环节，并率先
在全省实现门诊慢特病申报、鉴定
全程网络办理，促使参保群众更加
便捷办理相关业务。

此次郑州市门诊慢特病改革较
之前主要有四大变化：在申报期限
上，由每年两次集中申报改为参保
人员根据病情随时申报；在申报形
式上，由实地申报改为网络申报，实
行“不见面”办理；在办理流程上，群
众参与的流程由 3 个（复印病历、填
表、体检）降至 1 个；在办理时限上，
由60天以上降至6天。

门诊慢特病包括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规定病种、重特大疾病门诊病种
和重特大疾病门诊特药。截至今年
6月底，郑州市共有40万人次享受这
项惠民政策。目前，郑州市职工医保
共有 32 个门诊规定病种、45 个重特
大疾病门诊病种和 57 种重特大疾病
门诊特药；居民医保共有 32 个门诊
规定病种、46个重特大疾病门诊病种
和57种重特大疾病门诊特药。

在此之前，郑州市门诊慢特病

的申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即时
办结病种，如恶性肿瘤、尿毒症、器
官移植等。此类病种，由医院组织
专家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由医保
经办机构录入系统，参保人即可享
受待遇。二是限时办结病种，如糖
尿病、高血压病、冠心病等。此类病
种，每年两次集中申报，经办机构组
织统一体检和专家鉴定。该模式已
持续近 20 年，由于申报时间相对集
中，往往出现扎堆申报、扎堆体检等
现象，参保人一旦错过申报期，至少
需要等待半年左右时间，群众获得
感不够强。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杜
建强说，医疗保障是群众日常最关
注、接触最广泛、体验最直接的民生
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此次郑州市
门诊慢特病改革是郑州市医疗保障
局学习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中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及“放、管、
服”改革精神的具体实践。截至目
前，此项改革已在市内九区推广应
用，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将扩大至中
牟县、登封市、新密市、新郑市、荥阳
市、上街区等，最终实现辖区惠民政
策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丁 玲 杨
冬冬）河南赴北京儿童医院门
诊就诊人数较合作初期下降
63.12%、住院患儿下降51%，基
本实现了儿童大病不出省的阶
段性目标。7月7日，记者从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现场推进
会上获悉，河南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进展顺利，今后将加快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步伐。

2020 年 10 月 22 日，阜外
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儿童
医院郑州医院被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授予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牌
匾。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积极承接国家卫生健康委基
层高血压防治人才培养项目，

已培训骨干医疗人才 600 余
人、基层医务人员 1.3 万余人；
完善“互联智慧分级诊疗”系
统，与 128 家基层医院互联互
通，开展远程会诊和远程手术
指导。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
组建了儿科医疗联盟，覆盖省
内 医 院 184 家 、省 外 医 院 15
家。截至目前，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已开展 31 项国内领
先、填补河南空白技术，心外科
手术量跃升至全国第七。北京
儿童医院郑州医院获批省级以
上发展平台30个，在2020年中
国医院科技量值排名中位居全
国儿童医院第13名。

6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第二批
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有关
事项的通知》，共有 7 个省 16
个项目纳入第二批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其中包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河南医院、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河南医院、西
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
阳医院3个项目。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一级巡视员谢李广说，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工作，“十四五”时
期是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从试
点逐步转向推进的关键阶段，
各建设单位要抓住重点，加快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步伐，

对标先进补短板、对齐标杆提
水平、对接基层抓带动，提升
医疗服务整体能力，同时发挥
在区域内的辐射和下沉作用，
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
疗服务需求。各建设单位要
结合自身实际，按照项目建设
方案及合作共建协议的各项
内容，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
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
提质量。

在谈到如何保障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时，河南省发展改革
委一级巡视员郭玮说，河南省
第一批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试点项目已经取得了明显
成效，为第二批试点单位树立
了标杆，第二批试点单位要学

习借鉴。郑州市、洛阳市要在
用地、规划、环保等要素保障上
给予区域医疗中心大力支持。
加大对区域医疗中心编制的支
持力度，适当增加事业编制，或
试行员额制，对引进的高层次
人才，按规定核定人才编制。
将区域医疗中心重大科技创新
和平台建设纳入省直和市里
的科技创新计划，加大对创建
单位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
省、市两级财政要落实定额补
助和相关资金支持。支持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人事薪
酬制度改革。落实医保支持
政策，医保总控指标适当向区
域医疗中心倾斜，促进区域医
疗中心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