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前，在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消防
人员应邀为该院医务人员讲解消防安全知识
和如何正确使用消防器材，让大家深刻认识到
火灾的危险性以及预防火灾的重要性，保障院
区的消防安全。

丁宏伟 王 智/摄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12月2日上午，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病房内一反往日的
安静，传出热闹的祝
福声。这是该院重
症医学科医护团队
在为患者李女士庆
祝80岁生日。

李女士因呼吸
衰竭于11月22日急
诊入院治疗。因为
病情危重，她随即被
转入重症医学科，先
后接受了气管插管、
有创呼吸机、床旁血
液滤过等治疗。现
在，李女士已成功脱
机，转危为安。

在治疗期间，李
女士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医务
人员建立了深厚感
情。前些天，在与李
女士的日常交谈中，

护士丁书丽得知李女士即将迎来 80
岁生日。为了让李女士在生日这天
不孤独、积极面对治疗，科室医务人
员悄悄联系李女士的女儿们，决定为
李女士庆祝生日。这才有了本文开
头的一幕。

当天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期间，在做好防护的同时，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
医学科医护团队和李女士的女儿
们一同，为李女士送上了甜美的蛋
糕和诚挚的祝福。李女士心心念
念的外孙女也通过视频为其送上
了祝福和问候。面对这样一场特
别的生日聚会，李女士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记者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期间，该院重症医学科将持
续为住院患者提供暖心服务、专业
服务、优质服务，力争让每一位患者
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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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过前期筹备，中国
援埃塞俄比亚第23批医疗队腹
腔镜培训小组对当地医务人员，
特别是当地的普外科医生和妇
产科医生，开展了腹腔镜技术培
训。

在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23
批医疗队前期成功开展当地首
台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胆囊
切除术及腹腔镜模拟操作基础
培训后，当地医院领导及相关
科室负责人对腹腔镜技术一直
保持着很高的兴趣。为进一步
提高受援医院腹腔镜操作水
平，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中国

援埃塞俄比亚第23批医疗队腹
腔镜系列专科技术培训班正式
开课。

在培训过程中，医疗队员
杨耀辉简要回顾了在提露内
丝-北京医院成功开展腹腔镜
手术的艰辛历程，并做了《腹腔
镜下胆囊切除术》的全英文专
题讲座。杨耀辉从胆囊解剖基
础、腹腔镜胆囊切除的手术适
应证及优点，到手术的详细过
程及手术注意事项，全面讲解
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胆囊
疾病的技术知识。讲座最后，
杨耀辉通过一个完整的腹腔镜

胆囊切除术视频，加深了当地
医务人员对腹腔镜手术的认
识。

在模拟实战演练环节，腹腔
镜小组成员杨耀辉、魏亚丽通过
腹腔镜模拟操作器械，手把手带
教当地医务人员如何在腹腔镜
下360度缝合打结，同时循环播
放模拟操作演示视频。

医疗队员霍自豪、宋文刚为

手术护士详细讲解腹腔镜器械
的名称、用途、拆卸组装、清洗消
毒流程及维护保养方法等。

首期 2 个多小时的腹腔镜
培训班结束后，当地医务人员意
犹未尽，迫切希望持续开展相关
培训。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23
批医疗队后续将持续开展腹腔
镜技术系列培训班，努力在当地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一场别开生面的培训
本报记者 冯金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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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对
我们中医人是莫大的鼓舞和激
励。”12 月 2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滑县中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万振非说，新起点、新征程，该院将
牢牢把握机遇、守正创新，进一步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建设，搭建好培养中医
药人才队伍平台，做大做强做优中
医特色专科，强化全县中医药龙头
和示范引领作用，让中医更“中”。

传承中医薪火
锻造优势学科

“在滑县中医院接受中医药适
宜技术治疗几天后，我的腰不痛了，
走路也利索了。”12月2日，刚出院
的王老先生开心地对街坊邻居说。

在滑县中医院针推康复科，不
少颈肩腰腿痛患者以及卒中患者
慕名前来接受针灸、推拿、熏蒸等
中医药适宜技术治疗。因效果显
著，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

“现在，喜欢、相信中医的人越
来越多。我院的脑病科、肛肠科、
针推康复科等几个省级中医特色
重点专科，都备受患者推崇……”

万振非谈起来近几年的变化，言语
中充满了自信和欣喜。

多年来，滑县中医院重视中医
特色专科建设和中医人才培养，下
大功夫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完
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高中医药防
病治病能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滑县中医院
通过名中医师带徒、“西学中”班、
中医药继续教育和培训等项目，培
养了一大批中医骨干，老中青人才
汇聚，为医院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了蓬勃动力。除了加强“内功”修
炼，该院还善借东风，不断加强与
上级医疗单位的合作，加强中医药
重点特色学科建设。

目前，滑县中医院与河南省中
医院、安阳市中医院、郑州颐和医
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等建立
了合作帮扶关系，创建共享医疗合
作新模式，在提升医疗水平的同
时，也让百姓“足不出县”就能享受
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发挥中医药优势
助力疫情防控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医药的特色

优势日益凸显。”万振非表示，作为
滑县唯一一家公立二级甲等中医
医院，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滑县中医院充分发挥“领
头雁”作用，全院动员、全员参与、
全力抗疫、全心付出，向党和人民
交上了一份彰显“滑中医力量”、体
现“滑中医风采”、展现“滑中医担
当”的优异答卷。

为保障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及
隔离人员的生命健康，滑县中医院
组织名老中医及临床专家，配制预
防新冠肺炎中药方剂，安排中药房
和煎药室加班加点煎制中药汤剂，
为一线抗疫人员及隔离人员加持
中医药防疫“盾牌”，确保全县隔离
点中药汤剂服用率达100%。

据统计，仅2022年以来，滑县
中医院为疫情防控一线干警、工作
人员、医务人员以及被隔离人员熬
制发放预防新冠肺炎中药汤剂12
万余剂，为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医药
智慧和力量。

强化医共体建设
技术服务双下沉

把脉、问诊、开药、针灸……走
进滑县中医院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焦虎镇分院门诊部中医馆，滑县中
医院医务科科长、脑病科二区主任
刘广赞带着几名卫生院医师忙个
不停。

“自医共体建设开展以来，滑
县中医院积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指导成员单位进行集中隔离点
管理、中医馆基础建设、人员配置
和医疗管理，让中医药防病治病的
理念在乡镇得到推广和应用；坚持
落实技术服务双下沉，每周都会派
中医骨干定时到分院开展查房指
导、坐诊服务，培养中医药技术人
才。”万振非说。

作为滑县中医药行业的“龙
头”，滑县中医院医疗健康服务集
团下辖 7 个医共体成员单位，因

“院”制宜，优化集团成员单位资源
配置，聚智聚力做好有针对性的

“传、帮、带”工作，促进医共体资源
合理使用和效益最大化。

此外，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坚持
差异化发展与同质化服务，以信息
化建设为支撑，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抓手，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逐步形成“中医特色突出、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的诊疗体系。

“党的二十大对中医药事业给
予了新要求、新期望。”万振非说，
站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起
点上，滑县中医院将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党建引领，
推动改革创新，凝聚发展动力，发
挥中医药优势，提升群众“看病有
中医”的获得感，努力为群众提供
更优质的中医药诊疗服务，让中医
更“中”。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让中医更“中”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朱贵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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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全国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无比沉痛的心
情，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卓越功勋，深刻感悟江泽民
同志的精神风范。多国领导人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唁
电函并通过其他方式，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
悼。海外华侨华人和友好人士表示深切哀悼，港澳台
社会各界持续以多种形式表达哀悼，深切缅怀江泽民
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北京时间12月4日20时09分，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
人员确认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身体状态良好，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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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张成
刚）随着千余台核酸检测自助设备投向机
关、学校、企业、社区、医院、药店或超市，
市民就近即可“自助自采”，这种核酸检测
新模式不但节约了医疗资源，也为市民提
供了更安全、更快捷、更规范的核酸采样
方式。

从11月27日起，新乡市面向市区667
个点位投放的1000台自助核酸检测设备
开始运行，主要分布在学校、医院、超市、
药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市
民朋友可就近“自助自采”。

12月5日，记者到部分自助核酸检测
点位进行探访。在新乡市牧野区新中大
道小学，为了能够早日恢复线下教学，确
保师生安全，该校根据辖区统一安排，进
行核酸检测自助设备的培训和常态化检
测模拟。记者在现场看到，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按照“两米线”排队等待，大部分
学生动作娴熟，操作规范，快则十几秒，慢
则一分钟即可完成采样。已经多次进行
自助采集的学生张竞伊说，使用自助采样
机很方便，既安全又快捷。该校校长王运
芳表示，通过集中对老师进行培训和实操
练习，大家使用自助设备越来越熟练，为
学校开展线下教学做好了充分准备。

因工作需要，在新乡市一家金融机构
工作的宋女士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以备次
日出差所需。宋女士来到华兰大道与新
中大道交叉口一处自助核酸检测点，由于
有过多次自助采样经验，等轮到她时，她
娴熟地操作着，仅用 10 多秒就完成了采
样。

据了解，自11月15日，随着300台自
助采样设备在牧野区推广试用，截至目
前，新乡市已在红旗区、牧野区、卫滨区、
平原示范区投入千余台自助采样设备，大
大节约了市民的排队时间。核酸检测作
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自助采样
设备的大量投入使用，是新乡市疫情防控
工作的体系创新、模式创新和举措创新，
从“人防”到“技防”的快速转变，从最大程
度方便群众到“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咽拭子自助采样设备让
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据新乡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测
组组长程栋介绍，目前，自助采样设备虽
然已经是第二代了，但他们还在继续加大
研发、优化力度，持续推进迭代升级，并加
大宣传力度和培训力度，使其操作流程
更加规范，其中要求核酸检测受检者采
前采后“双消毒”，工作人员对检测设备
逐人消毒，确保检测点空间环境安全。
此外，在选择自助采样点位时，以机关、
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卫生服务中心等
为优先选择，受检者较为集中，可相对减
少外溢风险。市民在使用自助采样设备
过程中，随着熟练程度增加以及设备技术
升级，完成采集的时间也就在数秒之内。
在市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单日核酸检测能力在10万
管以上，总样本达200万个，完全能够满足检测需求。程
栋通过腾讯视频对全市 600 余名学校老师进行线上培
训，培训内容包括自助采样设备的操作规范、消毒与生
物安全，以及突发应急情况处理，为全市中小学校开学
做好准备。目前，新乡市已完成各类人员总计3000人次
的自助检测线上线下培训，最终将实现“自助自采”全部
替代人工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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