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1 日早上，温县中医院医务人员正在清理积
雪。12月10日，焦作地区突降大雪。为了方便群众就医，
该院有关负责人一大早就在工作群里发出通知，号召大家
清扫积雪。全院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在很短时间内就将院
内积雪清扫完毕。 王正勋 侯林峰 张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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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山区有了服务群众的中医馆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冯全领

“现在，我们卫生院的中医药
诊疗服务很受群众欢迎。这一层
楼全都是治疗疼痛的区域，设置了
治疗室、中药房……卫生院服务团
队的中医药诊疗技术顶呱呱的。
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开展，不仅为全
乡人民提供了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还吸引周边多个乡镇的群众来这
里看病。”鲁山县观音寺乡卫生院
院长郭士俊说。

群众在家门口就医真方便

鲁山县观音寺乡距离县城约
30公里，属于山区。过去，由于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等，造成卫生院
发展滞后、服务能力薄弱，导致当
地群众“组团”到外面看病。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17 年，
刚从其他卫生院调整过来的郭士
俊立即选派内科、外科、骨科等科
室医生，分批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进修学习，同时组建技
术服务团队，成立中医科，引进中
医药人才，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

购置专业诊疗设备。“目前，医生外
出学习后，服务能力大大提升，极
大地满足了群众的就医需求。”郭
士俊说。

“过去，因为观音寺乡卫生院
没有治疗疼痛方面的专科医生，群
众就自发组织起来，兑钱‘包车’到
外乡，甚至到更远的地方看病；现
在，这里医疗技术过硬、业务开展
全面、诊疗设备齐全，群众再也不
用外出看病了，还是在家门口看病
方便。”正在门诊接受治疗的70多
岁的李老先生开心地说。

发挥“领头雁”的作用

“丁耀武是山区群众的健康
‘守护者’！这是大家对他的高尚
医德和技术能力的认可。他不仅
是副院长、坐诊专家，还是促进观
音寺乡卫生院技术团队能力提升
的‘领头雁’。”郭士俊说。

丁耀武 1996 年从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后，先后在平顶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平顶山市中医院进修，重

点学习了西医全科和中医全科知
识，尤其是掌握了独特的中医药适
宜技术。2021年，他主动回到家乡
工作。

今年5月，一位70多岁的老先
生因腿部骨折来到观音寺乡卫生
院就诊。当时，老先生身患高血压
病、心脏病、脑梗死等疾病，手术风
险极大。根据老先生的实际情况，
丁耀武组织多个科室的医生进行
病情分析、反复会诊，制定手术方
案。相关科室医生紧密配合，老先
生的手术顺利完成。

近年来，观音寺乡卫生院积极
开展各类手术，受益的患者举不胜
举。该院技术团队的组建、服务能
力的提升，使群众的健康得到了
保障。

下派专家成为“一家人”

王绿雅是鲁山县中医院康复
医学科的一名主治医师，擅长治疗
颈肩腰腿痛等疾病。今年7月，根
据业务需要，她被选派到观音寺乡

卫生院，并承担起科室共建、技术
帮扶、专家坐诊的工作任务。

“山区群众看病不方便，出门
就是弯曲的山路。为了提供更好
的医疗服务，我们组建技术服务团
队，紧密协作，成为技术交流、业务
学习、能力提升的‘一家人’。”王绿
雅说。

前不久，60多岁的张某身体出
现针刺般的疼痛，在家人陪同下到
观音寺乡卫生院就诊。经过检查，
张某被确诊为带状疱疹。根据老
人的病情，王绿雅为老人进行了点
刺放血、拔火罐、针灸等中医药特
色诊疗。经过十几次治疗，张某的
病痛得到了缓解。

2022年，观音寺乡卫生院中医
馆被评为“河南省示范中医馆”。

据鲁山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袁六杰介绍，为了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去年
12月，鲁山县通过“百名医疗专家
下基层”活动及医共体建设，以及
专家下沉、科室共建、医疗巡诊、技
术帮扶等形式，使乡镇卫生院的医
疗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据悉，鲁山县在全县的22个乡
镇卫生院、3个街道办事处全部开
展中医药诊疗服务；累计投入 300
余万元，完成22家乡镇卫生院中医
馆建设，实现了中医药诊疗服务全
覆盖。

中医故事

淅川县中医院
本报讯 （记 者 乔 晓 娜

通讯员程 颖 李 珂）近日，
内乡县卫生健康委督察组到
内乡县中医院，对消防安全生
产和医养结合工作进行专项
检查。

检查人员对医养结合病
房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
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
电气线路是否符合要求、用火
用电是否规范，以及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
照明、灭火器、消防安全标志
等设施是否按照标准配置并

完好有效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现场要求内乡县中医
院立即整改，并提出整改意
见；同时，督促该院负责人落
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日
常检查和防火巡查力度，及时
消除火灾隐患，提高火灾防控
能力。

此次专项检查有助于内
乡县中医院进一步完善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净化医养结合
病房的消防安全环境，保障老
年人生命安全。

中原药谷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朱梦圆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李 亚 柴 坤）12月6日，驻
马店市中医院举办第六届膏方
节。此次膏方节的主题为“冬令
进补有高招，共赴养生之约”。
此举旨在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
让群众充分了解具有冬令进补
和调理作用的特色膏方。

在活动现场，市民们排队体
验中医药特色疗法，感受中医药
文化的独特魅力。专家们耐心

地为患者把脉问诊，辨证施治，
量身定制膏方。

驻马店市中医院膏方门诊
专家柴坤说，人们生活在大自然
中，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冬季天
气寒冷，人体精气内藏，冬令进
补可以抵御寒冷，并能满足来年
生发的需要。进补推崇冬季，是
因为此时人体食欲旺盛，进食量
较多，更能吸收营养精华，贮藏
于体内，可以增强体质。

据柴坤介绍，膏方可以补虚
扶弱。凡气血不足、五脏亏损、
体质虚弱，因外科手术、产后以
及大病、重病、慢性消耗性疾病
恢复期出现各种虚弱症状者，均
应冬令进补膏方，可以有效促使
虚弱者恢复健康，增强体质。膏
方还可以抗衰延年。气血衰退
的老年人，精力不足或脏腑功能
低下者，可以在冬令进补膏滋
药，以抗衰延年。中年人由于机

体各脏器功能随着年龄增加而
逐渐下降，会出现头晕目眩、腰
疼腿软、神疲乏力、心悸失眠、记
忆减退等，进补膏方可以增强体
质、防止早衰。

驻马店市中医院膏方组方
严谨、用药考究、制作工艺复
杂。专家提醒，市民要到正规医
院，服用中医师针对个人体质开
出的膏方；千万不要随意购买膏
方服用，以免引起身体不适。

“在嵩县（河南省十大中药
材种植基地之一、河南省中药材
产业十强县之一），关于中原药
谷话题，从田间地头到生产车
间，从普通群众到党员干部，几
乎每个人都能扳着指头说出个
一二三来。让群众在产业发展
中致富增收，让广大游客在浓郁
药香中感受中医药文化，让县域
资源优势在换道领跑中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势能！”12月8日，在

位于嵩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
河南省科学院中原药谷科创园
里，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吕海泳告诉记者。

在这里，工地上塔吊林立，
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从史上“六朵金花”
到“六位一体”的布局

位于伏牛山腹地的嵩县，境
内富集1300余种中药材，自古就

有“天然药库”之美誉。史上，
“汤药鼻祖”伊尹在此采药熬汤，
为民疗疾；太医令杨上善制牡丹
茶，为武皇治病；“食疗鼻祖”孟
诜 隐 居 此 地 ，著 述《食 疗 本
草》……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在这
里薪火相传，丹参、柴胡、皂角
刺、连翘、山茱萸、黄精“六朵金
花”争奇斗艳，久负盛名。

“‘六朵金花’就是俺山里人
怀抱中的‘金疙瘩’！”嵩县城关
镇叶岭村的一名董姓村民说。
在嵩县，丹参、柴胡的有效成分
分别达国家药典主要指标的2.8
倍、5.6 倍；还有嵩县柴胡、九皋
皂角、白河银杏等，或被批准为
原产地域保护品种，或被命名为
农产品地理标志；2022年全县中
药材种植 56 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2023 年上升到 65.2 万
亩，在全省十大中药材种植县中
名列前三。仅丹参种植一项，每
亩地的收入就是1万元左右，中
药产业已成为集体增效、群众增
收的新路径。

怎样让基础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怎样使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如何从粗放型单链
条供给升级为全链条的产业体
系？嵩县县委、县政府的做法
是：奋力打造中原药谷，重点围

绕“六最”（种质资源最地道、种
植标准最严苛、产业链条最鲜
明、产品标准最权威、药食同源
最放心、健康养生最适宜）定位，
坚持“三创融合”（科创、文创、数
创），推动“三医联动”（医药、医
疗、医养），打造“六位一体”（产、
学、研、医、养、游）的“中原药谷·
康养胜地”，争创中原康养（医
疗）旅游先行区，打造河南省生
物医疗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务实求效
高质量发展日新月异

“在将近一年的中原药谷建
设进程中，我们既是参与者，又
是见证者；既感同身受，又受益
颇多！”嵩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发展建设部
主任闫晓光说。

今年，嵩县创新思路、实现
联合、搭建平台、培育产业，深
入贯彻落实国家、河南省关于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战略部
署，响应省委、省政府“三业”振
兴号召，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建
中原药谷科创园，目前已入驻
12个院士专家团队，建成7个创
新中心，联动辐射 10 个万亩中
药材种植基地、20 余家生物医
药企业，探索“科学家工作室+

共享平台+中试基地”模式运
行，实现研发在高校科研院所，
小试、中试、产业培育在园区，
产业落地到企业的加速孵化协
同创新体系，“研发中试＋孵化
加速＋科创基金＋产业运营”
的完整创新生态系统已初步形
成。11 月 10 日，在郑州举行的
第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中医药
科技创新大会上，嵩县人民政
府与河南省高新技术实业有限
公司共建河南省科学院中原药
谷科创园合作签约，河南省科
学院中原药谷科创园快速落地
建成投用，成为引领中原药谷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硬核力
量。根据规划，2025 年，全县中
药材种植面积将达到 70 万亩，
中医药产业综合产值200亿元；
2030 年，综合产值将达 500 亿
元，上市企业 3 家以上，年创利
税达到30亿元。

中原药谷，风正帆顺，春山
可望。正如嵩县县委书记辛俊
峰在日前在郑州举行的中药产
业发展的传承和突破研讨会上
所言：“打造中原药谷，嵩县优势
突出、责任重大；打造中原药谷，
嵩县方向明确、路径清晰；打造
中原药谷，嵩县大有可为、未来
可期！”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靳云强）12 月 5 日，林
州市中医院开展法律法规
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进一
步增强医务人员的依法执
业意识，提高医疗质量和服
务水平。

当天，河南相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郑永威围绕依法
执 业 、医 患 关 系 与 人 文 关
怀、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等
内容，结合典型案例，做了

《〈医师法〉相关执业规则制
度及医疗纠纷实务案例》专
题报告，详细讲解了遵守法
律法规在医疗过程中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此外，林州
市消防救援大队秦彤彤从

医院消防安全特点、逃生疏
散方法、预防扑救初起火灾、
检查火灾隐患等方面，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讲解了医院
火灾的危险性、需要防范的
致灾因素、扑救初期火灾的
方法等知识，增强了广大医
务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

会后，林州市消防救援
大队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实战
演练，帮助参训人员快速掌
握疏散逃生及灭火器使用要
领等，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林州市中医院将持续做
好消防安全工作，加强精细
化管理，积极改善患者的就
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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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李 志 刚
通讯员李广亮）记者 12 月 10
日从中牟县中医院获悉，该
院积极开展安全生产网格化
管理工作，切实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风险排查长
效机制。

中牟县中医院进一步明
确了各网格责任人、责任区
域、监管任务、处置流程，做到

“院楼有网、网中有格、格中定
人、人负其责”，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提高安全生产监
管能力，形成“上下贯通、全覆
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网格
化管理体系。

中牟县中医院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着力打造让患者放
心的平安医院。

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中牟县中医院
深刻汲取北京长峰医院等医
疗机构的惨痛教训，将安全
生产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做到同部署、同落实，持续推
动安全生产网格化体系建
设，形成制度化、规范化长效
机制；继续加大平安医院建
设力度，最大限度地保障群
众就医安全，助力医院高质
量发展。

驻马店市中医院

量身定制膏方 提升群众防病意识

安全生产
常抓不懈

林州市中医院

↑在农民丰收节上，笑容满面的“丹参姐姐”。 嵩 宣/摄

近日，从原阳县中医院眼科检查室走
出来一位喜笑颜开的白发老太太，她一边
走一边告诉儿女们：“我能看见了，今后吃
饭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李老太太今年 101 岁，是原阳县官厂
镇人，一年前患了白内障。因合并糖尿
病、高血压病、心脏病，她先后去了几家医
院都被告知无法做手术。由于视力下降，
李老太太生活不便，每天都需要家人陪
护。当家人听到原阳县中医院能为高龄
老人做眼科手术时，立即带领李老太太就
诊。该院接诊眼科医生在做好眼科术前
准备的同时，及时与内科、内分泌科等科
室医生联系，进行会诊，采用中西医结合
方法进行治疗。手术当天，该院眼科主任
陈进敏和助手以熟练的专业技术，为李老
太太做了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
术。仅仅10分钟，手术顺利完成。24小时
后检查，其术眼视力为0.3。

据原阳县中医院院长郑社忠介绍，近
年来，该院眼科与多家三级甲等医院眼科
建立了密切联系，选送多名眼科医务人员
进修学习，投资760余万元购置多台国内
外先进眼科设备。该院非常重视高龄老
人的白内障手术。对合并有糖尿病等其
他疾病的老年人，该院组成专家会诊小
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确保手术顺利
完成。3 年来，该院共实施白内障手术
1582例，其中1/2的患者是合并糖尿病、高
血压病、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病的老人。

↑近日，荥阳市中医院组织党员在G234生态廊开展
环境整治活动。此举旨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持续
深化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李志刚 徐姗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