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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中医院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许昌市多链条发展中医药产业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
员崔松涛 李 莹）近日，南阳市
中医药发展局、南阳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深入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局长崔
书克说，自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
药发展，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法
规。今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将

“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列为
支持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三区一中心一高地”的战略定位
之一。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以建
设“两地一都”为目标，在医疗、教
育、科研、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
作等方面发力，中医药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创新推出的
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是进
一步优化中医药健康服务，化解

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一项实
质举措和积极探索，能够切实为
群众提供优质中医药服务，促进
中医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
源下沉，让老百姓充分享受中医
药在疾病治疗、康复、慢性病管理
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满足广大群
众（尤其是“一老、一小、一残、一
优抚”重点人群）对中医药服务的
需求，实现“人人拥有家庭中医

师、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
标。截至目前，全市13个县（市、
区）已签约740万人。

崔书克说，南阳市中医药发
展局、南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
约后，将在医疗服务、人才培养、
医院建设、中医药健康管理等方
面加强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健
康服务范围，更好地满足优抚对
象的医疗服务需求。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

深入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许昌
市中药材资源丰富，是药王孙思
邈行医采药、著书立说之地，是
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全国
17 家中药材专业市场之一。自
2016年1月获批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试验区以来，许昌市围绕

“中医药产业聚集发展探索”主
题，积极探索中医药发展新模
式、新路径。

政府主导，高起点规划布
局。按照“统筹全域、错位发展、
三产联动、产城一体”的发展思
路，许昌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试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确
定了“一张蓝图引领、三大基地
支撑”的发展路径。“一张蓝图”
即打造集中药材种植、加工、教
育、研发、旅游、贸易、文化、疗养
为一体，中医药产业链条完整，
传统产业与新兴业态融合，现代
服务业集群效应明显的中医药
综合改革试验区。“三大基地”即

禹州市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生
产加工贸易基地、鄢陵县中医药
健康养生养老基地、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中医药产业园产学研
基地。

中医药产业多链条发展。
中药材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禹
州现有中药材种植品种 50 余
种，药典记载的道地药材 36 种，
种植面积稳定在 50 万亩（1 亩=
666.67 平方米）左右，年产中药
材 5.5 万吨，年产值约 6 亿元。
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等 6 种
中药材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禹白芷、板蓝根、玄参等 9 种中
药材的药物含量指标明显高于

《中国药典》标准。禹州中药炮
制技艺独树一帜，其中“百刀槟
榔”“蝉翼半夏”“刨花犀角”“云
片鹿茸”较为经典。坚持把传统
中药炮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拥有中医药企业 68 家，主要
涵盖中药材初加工、饮片生产、
中成药制药等领域，其中活血壮

筋丸、中风回春片被列为国家中
药保护品种，青蒿素提取能力
（年产 60 吨）居全国第一。禹州
市先后被授予“国家中医药（中
药炮制技艺）传承基地”“中药材
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单位”

“华夏药都”等荣誉，“禹州中药
材加工炮制技艺”“禹州药会”被
列入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禹州市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示范展示馆等。

探索新业态，发展中医药养
生养老产业。许昌市积极开发
中医药养生产品，规划种植 13
万亩 160 余种药膳食用植物，与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合
作，共同承担杜仲非药用部位综
合利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成立
北京市中药研究所（鄢陵）养生
产品研发中心，投资1.25亿元开
发姚花春保健酒，“仲逸堂”养生
酒3 个系列产品已成功上市；按
照“内生外引”的发展思路，积极

引进国际、国内先进养生养老理
念和优质医疗资源；花都温泉小
镇花都颐庭、碧桂园旅游度假区
等 12 个中医药健康养生养老项
目正在积极建设中；通过实施

“中医药+旅游”战略，进一步完
善了鄢陵五彩大地观光休闲旅
游区、唐韵园林、世界腊梅园等
12 个现有项目；以花都温泉、花
溪温泉等 4 个温泉度假区为重
点，在汤池中注入当归、黄柏、荆
芥等单方或复方中药制剂，开发
温泉水疗养生健康服务，建设

“集洗住吃、医护养一条龙服务
的温泉小镇”。

健全网络，提升中医药服务
能力。许昌市委、市政府将中医
药发展纳入《“健康许昌2030”行
动规划》，出台了《关于振兴中医
药产业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实施方案》，加快推动中
医药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市、
县、乡、村四级中医药服务网络
体系基本健全，共有中医医疗机

构 142 家，其中中医医院 18 家
（三级中医医院3家），全市所有
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专科医
院均达到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
设要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医馆建设实现全覆
盖 ，提 供 中 医 药 服 务 比 例 达
100%，村卫生室提供中医药服务
比例达89%；强化中医重点专科
建设，共有省、市级重点（特色）
专科22个，禹州市被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命名为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重点组织开展

“西学中”培训、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工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下一步，许昌市将立足中医
药发展实际，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成效，及时总结建设经验，做
大做强中医药产业，提高企业创
新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挖掘中
医药文化和资源优势，推动中医
药多业态发展，走出具有许昌特
色的中医药强市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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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部分市民对感染
新冠病毒存在一定的恐慌情绪。如何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应对新冠病毒感染中的特色和优势，尽
最大可能做好自我防护呢？如果感染了新冠病
毒，如何进行有效治疗呢？近日，带着这些疑问，
本报记者采访了濮阳市中医专家、市中医医院院
长刘同坤。

刘同坤说，大家要重视防护，谨防病毒，在日
常生活做到“五还要”，即“口罩还要继续戴、双手
还要经常洗、社交距离还要留、窗户还要尽量开、
咳嗽喷嚏还要尽量遮”，自觉遵守政府发布的疫
情防控要求；要注重养生，尽量做到作息有时、防
寒保暖、保湿护肺、适度锻炼、调畅情志、注重饮
食，比如冬天要特别注重头、颈部、背部和脚等阳
经循行部位的保暖，体质虚寒的人，可以每晚睡
前用生姜、花椒、葱白各30克煎汤泡脚；室内可使
用加湿器，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湿润，
晨起饮适量温开水；选用温补的食物进行调养，
如牛肉、羊肉、狗肉、鸡肉、桂圆、韭菜、糯米等，多
喝热汤，以滋润脏腑，少吃生冷及寒性食物。

刘同坤还讲解了自我养生小知识：居家可
选气海穴（脐下一横指）、关元穴（脐下四横
指）、足三里穴（外膝眼下凹陷处）、三阴交穴
（内踝上约 3 寸胫骨后凹陷处）等穴位按摩，调
畅气机，提高机体免疫力。体质虚寒者可尝试
中医艾灸，穴位选取足三里穴（用清艾条温和灸
15分钟/每个穴位），气海穴、中脘穴、神阙穴（每
次选择一个穴位，用清艾条温和灸10分钟）。在
使用艾灸时，一定要注意室内通风，防止火灾与
灼伤。

日前，针对秋冬季新冠肺炎和流感的发病特
点，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岐黄学
者史大卓的指导下，以濮阳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赵来法、院长刘同坤为主的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
家组制定了中医药预防和辨治方案，并提出了

“治疗参考方药”。其中，托表清热解毒方指的
是，黄芪30克，金银花20克，黄芩10克，蒲公英20
克，板蓝根 20 克，陈皮 10 克，茯苓 15 克，前胡 15
克，桔梗 15 克，杏仁 10 克，荆芥 10 克，生甘草 10
克，每日1剂，水煎400毫升，分两次口服。如出
现咽干咽痛，可服用石金解毒合剂（院内制剂）、
连花清瘟颗粒（胶囊）、疏风解毒胶囊、六神丸、蓝
芩口服液等；出现咳嗽，可服用天冬养阴润喉丸
（院内制剂）、肺力咳口服液、复方鲜竹沥口服液、
通宣理肺丸等；出现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等，可
服用藿香正气丸、保和丸。

“新冠病毒不可怕，没有基础疾病的群众只
要做好预防、合理用药、及时治疗，一般情况下都
能很快康复。”刘同坤建议，在没有免疫接种禁忌
证的情况下，要积极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这
也是增强人体正气、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措施。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张
军）日前，受疫情影响，信阳市中医院急
诊出诊率增加 5 倍，内科患者住院人数
大幅增加。为了让医务人员更好地工
作和生活，信阳市中医院从实际出发，
推出暖心政策，解决职工用药的燃眉之
急。

连日来，信阳市中医院发放中药预
防方、治疗方中药汤剂 1 万余袋，发放抗
原检测试剂 2000 余支。该院指定专人
随访全院出勤情况，了解职工的健康状
态，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和健康关怀。

“你们守护病人，我们守护你们！”12
月 22 日上午，信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段
红燕、院长曾宪国等班子成员慰问奋战
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如右图），叮嘱他们
在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要保护好自己，
确保身体健康。

一项项暖心举措，激发了医务人员
的斗志和必胜信心。广大医务人员表
示，大家将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用实际
行动诠释“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为广大群众
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刘永
胜 通讯员尤占松）在
近 3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栾川县中
医院医务人员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宗旨，义无反顾地投
身疫情防控第一线，全
力 守 护 广 大 群 众 的 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连日来，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医疗机构面
临 着 巨 大 的 压 力 。 一
方面，疫情之下，群众
对 医 疗 资 源 的 需 求 有
增无减；另一方面，医
务人员坚守最前沿，感
染人数持续增加，各个
科 室 不 同 程 度 减 员 。
尤其是发热门诊、门急
诊及临床病区，连日来
始 终 处 于 高 负 荷 运 转
状态，广大医务人员坚
守工作岗位，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神圣誓言。

为了确保医务人员
的健康，栾川县中医院
党委向大家发放“健康
礼包”，其中包含抗疫
中药汤剂、退热药 、感
冒药、防护用品等，并

嘱 咐 大 家 密 切 关 注 自
身 健 康 状 况 。 各 科 室
要 结 合 工 作 实 际 合 理
排 班 ，避 免 医 务 人 员
因 过 度 劳 累 增 加 感 染
风 险 ，切 实 发 挥 好 医
疗资源的最大效能。

广 大 医 务 人 员 表
示：“我们也许会头疼
脑 热 ，也 许 会 四 肢 酸
痛 ，但 我 们 不 能‘ 倒
下’，更不能群体性‘倒
下’。我们决不能丧失
信心，更不能退缩。越
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
信心，迎难而上。”

当前，疫情防控进
入新阶段，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栾川县中医院
党委强化统筹思维、转
变思想观念，把工作重
心从“防感染”转到“医
疗救治”上来，持续做
好医疗资源储备，扎实
做 好 发 热 门 诊 及 门 急
诊服务，优化急危重症
患者救治流程，提升重
症救治能力，构建更加
稳定有序的就医秩序，
全 力 保 障 好 广 大 群 众
的健康生活。

本报讯“没想到医院党委考虑
得这么周到，不仅给我们发慰问
信，还发防疫大礼包，让我们很感
动！我们一定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努力工作，报答医院党
委的关心！”近日，从郏县中医院党
委书记杨智慧手中接过沉甸甸的防
疫暖心包，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闫
改娜激动地说。

一盒艾条寄关爱，一袋中药守
健康。为了督促干部职工做好自身
防护，提高干部职工的免疫力，郏
县中医院在全院开展了“关爱员工
党委在行动”活动。

郏县中医院党委每天都在办
公楼层和住院病区设有防疫茶饮
供应处，每天都定时定点在网格化
区域内点燃艾条（艾绒）对环境进
行消杀，并发出《致全体干部职工
的慰问信》，还在门诊楼举行了“关
爱员工防疫暖心包发放仪式”（如
右图）。

近日，郏县中医院筹措资金，购
置了体温计、退热药、消毒液、医用
口罩，以及已经熬好的九味防感茶
饮（由郏县中医院中医药专家调

配）和一封温馨的“科学防护 温馨
提醒”函，由该院党政班子成员发
放给每位员工。

杨智慧提醒，全体干部职工要
正确认识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认
真做好自我防护；要放下思想包

袱，不要恐慌，科学防疫，沉着应
对，安心工作；要“练好八段锦，熏
燃艾草勤，多喝中药饮，常按穴位
通”，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减少聚
餐不扎堆，加强锻炼常喝水，两点
一线上下班”。 （杜如红 宁建鹏）

近日，国家级名老中医、洛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
乔振纲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
信，其弟子卢璐在信中说：“乔
主任针对不同人群的生理特点
辨证论治，在疾病初期就应用
中药，从而效如桴鼓。”

12 月 6 日，卢璐家中出现
第一例确诊新冠病毒抗原阳
性，截至 12 月 17 日已有 7 名家
人陆续被感染。令人欣慰的
是，借助乔振纲的精湛医术和
乔氏中医的疗效，家人目前情
况稳定。

信中写道：“我们一家三口
在12月6日陆续出现症状，表现
为全身疼痛不适，伴有低热及
纳食欠佳。因既往家中已购买
乔主任分享的防疫药方，故先
拿来服用。后因其他家人陆续
感染，乔主任才为我们开具‘一
人一方’。家中3岁小儿服用后
2天体温未再升高，且未留下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我先生发热
时间最长，经用药，热峰下降。
小姨的症状最重，咳嗽、咯痰不
止，目前已转阴。90 岁高龄的
姥姥坚持服用新冠预防专方，
如今自测抗原为阴。其他家人
均服用中药，目前均处在恢复
期，也无明显后遗症。”

卢 璐 在 信 中 说 ：“12 月 9
日，我母亲突发昏迷，伴有四肢
抽搐、口吐白沫、双侧瞳孔散大
等症状。当时，不知所措的我
给乔主任微信留言，乔主任立
刻回复，并打电话仔细询问。
当得知所有急诊化验指标均正
常时，乔主任建议我母亲继续
服用新冠专方，并立刻购买 1
丸安宫牛黄丸温水送服。经与
管床医生反复沟通，我母亲是
新冠病毒感染的重型。若没有
乔主任的精心治疗，我母亲很
有可能醒不过来了。非常感谢
乔主任！”

一封感谢信见证中医药疗效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艾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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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中医院

向一线人员发放防疫暖心包

中医故事

栾川县中医院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马 雷）随着防疫政策的优
化 调 整 ，社 会 面 感 染 人 数 增
多。近日，睢县中医院充分发
挥医共体牵头医院作用，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努力增强
乡、村医疗能力，满足群众的就
医需求。

睢县中医院对13家医共体
单位的 100 余名医务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从口腔、内科、护理、
针灸推拿、妇科等科室抽调 14
名医务人员，指导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开展治疗
和宣教工作。从 12 月 22 日开
始，该院派出义诊小分队，深入
医共体卫生院、村卫生室，开展
新冠肺炎诊治与宣教。同时，
针对突发疑难杂症，该院开设
网上诊室，通过网络医院远程
解答相关咨询，指导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做好转诊工作。

优质资源下沉减轻了县直
医院的就诊压力，有助于县直
医院腾出更多的资源救治重症
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