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李 亚 姚 娜）近日，河南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根据

《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关于
选树命名示范爱心母婴室的通
知》，经严格评定后，驻马店市
中医院被评为河南省教科文卫
体系统爱心母婴室，成为全省

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医医院。
驻马店市中医院母婴室面

积约有 13 平方米，室内配备了
储物柜、双人沙发、饮水机、纯
净水、一次性纸杯、婴幼儿纸尿
裤、一次性尿布、婴儿尿布台、
婴儿车、小冰箱、消毒柜等，不
仅可以方便妈妈们对婴幼儿哺

乳时使用，还能够保护妈妈们
的隐私。该母婴室内有母乳喂
养健康知识宣传手册、展板，有
助于更多的妈妈了解母乳喂养
的好处，帮助她们养成母乳喂
养的习惯。此外，该院还制定
了相应的制度，并安排专人每
日对母婴室进行清洁和消毒，

切实保障母婴安全。
驻马店市中医院将以此次

获得省级荣誉为新起点，再接
再厉，进一步提高母婴室标准
化建设水平，提升母婴服务能
力，让妈妈们获得优质、贴心、
人性化的专享服务，提升群众
的就医体验。

↑近日，平顶山市新华区联盟路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陈鑫在为患者称中药，然后免费代煎。
“陈医生，前几天俺服了您开的中药后胃痛减轻了很多，今天过来再巩固治疗一下……”提起中医药治疗效果，家住平

顶山市区的李先生赞不绝口。据了解，该服务站视患者如亲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煎药服
务，被居民们传为佳话。 王 平 孙晓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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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医馆建在群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 侯少飞 通讯员 胡艳梅 文/图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因地
制宜、守正创新。在致力提升区
域中医药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周口市川汇区卫生健康委进
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
医馆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逐步实现了“满足广大群
众对中医药服务需求、增进人民
群众健康福祉”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建设的工作目标。

城区旧院落内
建起了中医馆

位于周口市川汇区的五交
化职工大院是该市中心城区的
老旧小区之一，经过改造，如今
变得干净整洁。院落中间的一
栋两层小楼被粉饰一新，成了该
小区新的服务中心——川汇区

中医院中医馆。
“选择在该小区开设中医

馆，是因为我们医院承担着为川
汇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规范的
中医药服务的重任，而五交化职
工大院居住着许多老年人，新建
成的中医馆刚好符合‘专业对
口’的要求。”川汇区中医院院长
安慧说。

安慧口中的这家中医馆设
备一应俱全，目前有四诊仪、中
频治疗仪、艾灸葫芦、刮痧板
等。有了这些设备，社区居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接受经络养生、推
拿、穴位按摩等中医特色诊疗服
务。偶遇病情较重的居民，可免
费、及时接送到川汇区中医院就
诊，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的
目的。

在当天的走访中，小区的胡

老先生因背部疼痛正在接受按
摩治疗。言谈中，他对中医馆的
服务非常满意。胡老先生欣慰
地说：“我在这里连续按摩四五
天了，效果非常好。这里的医生
不但专业，还很敬业，即使是星
期天，他们也坚守岗位。”

胡老先生口中的医生，是川
汇区中医院康复科在该小区中
医馆的轮流派驻人员。此外，该
院其他科室的专家也会抽出时
间到中医馆义诊，把中医药服务
送到基层（如左图）。

中医药传统技法
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任

“中医馆刚开诊的时候，不
少群众提出质疑。有人认为我
们是收费的推拿店、按摩馆；还
有人认为我们就是走形式，摆个
台子坐一坐就走。事实证明，专
业、持久的服务彻底打消了社区
居民的顾虑。”川汇区中医院康
复科主任谷喜梅说。

马惠（化名）就是最初持怀
疑态度的居民之一。前不久，她
在锻炼身体时不慎扭伤了腰，剧
烈的疼痛让她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走进了中医馆。

“为了缓解马惠的病情，我
对她的一侧腰部做了刮痧治
疗，并告诉她次日来对腰部另
一侧进行刮痧治疗。可是，第
二天她没来，我以为她不满意
呢！”为马惠做治疗的康复师陈
尹君说。

可喜的是，第三天马惠主动
登门接受治疗了。不仅如此，刮

痧之后，马惠还主动体验了葫芦
灸。那时候，陈尹君心里明白，
专业的中医诊疗技术已经“征
服”了马惠。

日常的五交化职工大院里
常常有一些围坐一起下棋、打牌
的老年人。为了帮助他们强身
健体，中医馆的医生主动带领他
们学习八段锦。现在，五交化职
工大院里打牌的人几乎没有了，
在中医馆门口的小广场上健身
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开始我觉得中医馆用处
不大，没想到在这里锻炼了一个
多星期，觉得自己精气神恢复了
不少，中医真是神奇。”居民王老
先生对中医馆赞不绝口。

陈尹君欣喜地说：“中医馆
投入使用1个多月了，现在每天
都有十几位居民前来接受治
疗，咨询健康问题的人也有 20
多人。只有让大家主动了解中
医药、体验中医药服务，才能真
正让中医药在基层扎根、开花、
结果。”

把中医药特色服务
送到群众身边

川汇区中医院计划在其他

边远社区内开设中医馆，并尝试
与其他医疗服务项目相结合，
真正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

“我们医院已经开设了‘日
间病房’。这种病房虽然能让患
者晚上在家休息，但是患者从医
院到家仍要花费不少时间。”安
慧说，“我们医院计划将‘日间病
房’设在中医馆，使病床与家之
间的距离缩短至100米左右，最
大限度地方便患者就医。”

此外，川汇区中医院正逐步
提供家庭病床服务，让病情较稳
定的患者在家“住院”；建立医务
人员上门巡诊制度，由派驻社区
中医馆的医务人员提供上门服
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为患者及
时治疗，有效地保障患者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

“作为川汇区老年健康服务
的主阵地，我们医院将中医馆设
在基层养老机构，实现医养结
合，也是下一步的探索路径之
一。”安慧说，川汇区中医院将以
中医馆建设为抓手，让广大群众

“方便看中医、放心看中医、看上
好中医”，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事
业高质量发展。

滑县中医院

注重儿童生长发育

濮阳市中医医院

通过药品质量管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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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陈小莉 殷书亚 李英杰

12 月 14 日一大早，在漯河市郾城
区妇幼保健院中医康复科，刘女士为感
谢医生李要胜治好了她难忍的病痛，专
程上门赠送锦旗。

3年前，刘女士患上了面神经麻痹
（俗称面瘫），导致眼肌痉挛、口角歪
斜。当时，她心急如焚，四处求医，做了
不少检查、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病
情总算有所改善。但是，今年她再次出
现眼肌痉挛，一天发作几十次。正当刘

女士想放弃治疗的时候，听老家的邻居
说“郾城区妇幼保健院中医康复科不仅
颈肩腰腿痛看得好，还能治疗面瘫”，就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去就诊。

根据刘女士的病情，李要胜给出了
治疗方案，为其进行对症治疗。经过半
个月的治疗后，刘女士的眼肌痉挛基本
痊愈，这让她十分感激。

刘女士夸奖道：“以前只听说你们
对颈肩腰腿痛看得好，没想到治疗面瘫

也这么厉害（疗效好、无痛苦），而且你
们服务热情，真是患者的好医生。”

“金杯银杯，不如患者的口碑。”一
面锦旗，传递的不仅是患者的感激之
情，也是对医生的医术及服务的认可。

据了解，郾城区妇幼保健院中医康
复科医护团队始终秉持“健康人生路，
平安永相护”的服务精神，用精湛的医
术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
支持。

↑日前，信阳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张聪在为患者治疗颈
部疾病。当天，张聪在信阳市中医药文化馆做了《圆肩、驼背怎么
办——上交叉综合征的防治》养生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张聪
进行了现场义诊。她用多种针具针法治疗颈肩腰腿痛等疾病，效
果立竿见影，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王明杰 徐 强 熊永珍/摄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丁林国 吴 霜 张志伟）
12 月 19 日，濮阳市华龙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检查组到濮阳市中
医医院开展药品质量管理指导
工作。

药品质量安全关乎群众的
健康，濮阳市中医医院对此十
分重视。在检查组到来之前，
该院就开展了自查工作。此次
检查指导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是促进该院健康发展的“放
大镜”，可以让不足“浮出水
面”，以便“对症下药”。该院将

认真分析此次检查中发现的有
关药品方面的不足，总结意见
建议，逐条梳理，针对不足尽快
拿出解决方案。

检查组到濮阳市中医医院
西药库、中药库、门诊药房等地
进行了细致检查，对该院在药
品质量管理方面的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指导性建议。该院高度
重视，立行立改，并以此检查为
契机，进一步强化药品质量管
理工作，规范药品服务行为，筑
牢药品质量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朱贵先）12 月 17 日，滑县
中医院开展“情暖冬日 陪伴
成长”儿童生长发育免费检测
骨龄活动，切实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

在义诊活动现场，滑县中
医院医务人员为孩子们测量了
身高、体重，进行了骨龄检测，
并出具生长发育报告。此外，
该院专科医生还从日常生活中
营养、睡眠、运动、情绪等因素

对身高的影响以及监测骨龄的
重要性进行讲解，耐心分析每
一份报告，制定科学成长方案，
认真解答家长们提出的疑问。

此次活动受到家长们的好
评，切实解决了家长们担心的问
题，有益于孩子们健康成长，引
起了众多家长对儿童身材矮小、
性早熟等儿童性疾病的广泛关
注，让家长们知晓孩子的身高可
以有效干预，有利于家长们科学
育儿。

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示范爱心母婴室揭晓

驻马店市中医院母婴室获殊荣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李 磊 牟晓
蕾）记者12月23日从仲景故里中药备案制剂产业
发展大会上获悉，南阳市大力建设区域中药制剂中
心，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此次大会由中国中医药
研究促进会、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验
自堂中医医学研究有限公司、南阳验自堂中医院有
限公司承办。

千百年来，经方、名方、验方等已成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简、便、验、廉”的院
内备案制剂，和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作为中医
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医圣张仲景的故乡，南
阳重视中医药历史民间验方和经典方传承工作，
中医药资源丰富，有广泛接受中医药预防和治疗的
群众基础，中医药机构健全。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中
医药产业发展，将中药备案制剂作为中医药产业组
成部分，这为加快中医药院内制剂产业发展提供了
支撑。

在南阳作为试点来推动中医药院内制剂产业
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着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把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千方百剂”保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现代
社会健康理念相融相通的理念，活动当天，河南省
中药备案制剂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和南阳区域制剂
中心同时揭牌。

“站在全局的高度和全产业链的角度，整体布
局中药备案制剂，将中药备案制剂作为中医药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扶持，是区委、区政府的科学
决策。”宛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高贵洲说，一方
面，可以通过实践，探索出中药院内制剂发展模式，
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带动
南阳中医药产业升级，提高南阳中医药在国内外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利于将南阳打造成全国中医药
高地和全国中医药名都。

2022年，南阳建设全剂型中药制剂中心，涵盖
研发、生产、运营3个板块，现已取得河南省药监局
颁发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在国家法律法规框
架内，开展制剂备案、调剂服务等业务，创造“南阳
模式”，已在中医药界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讯 （通讯员周 秣）12
月 23 日，中医药文化名家、医古
文资深名师许敬生收徒暨部分
弟子出师仪式在郑州举行。当
天，全国名老中医毛德西、冯明
清等参加了仪式。

据了解，截至目前，许敬生
教授的弟子已经学习3年~6年，
并学有所成。其中，被准予出师
的弟子共有15名。

在出师仪式上，荣令芳、李
嘉慧等15名弟子按照传统习俗、
礼制，完成献花、敬谢师茶、行谢
师礼，以传统方式完成了出师仪
式，以此表达对老师的敬意，也
表明自己立志中医、矢志不渝、
尊师重道，以及献身中医药事业
的信心和决心。

“尊师重道，敏而好学，遵
纪守法，团结同道，学有所成，
准以出师……”许敬生教授宣读
出师帖，为 15 名弟子颁发出师
帖，并赠送了自己的新著作。

在收徒仪式上，李光辉、闫
红敏等20名新弟子向师父、师母
呈拜师帖，行鞠躬礼、献花礼，立
志传承中医药文化，弘扬国粹，
奉献社会。

许敬生教授是全国著名医
古文专家及中医药文化专家，曾
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首
届医古文资深名师，是全国“中
医典籍与语言文化研究专家学
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首批专家。
许敬生教授与任应秋教授、钱超
尘教授、段逸山教授等人，作为
全国医古文学会负责人，于20世
纪80年代共同推动医古文学科，
使其成为中医药高等院校的基
础课之一，为我国中医药教育事
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的工作是传承中医药
文化。各位既然选择了这个崇
高的事业，就应该有悬壶济世的
高尚情怀，就要有大格局、高格
调，做到药王孙思邈所说的‘精
诚’二字，不懈地追求那种佛心

仙技的境界。”在收徒仪式上，许敬生教授
说，“希望我们师生之间教学相长、互相切
磋、共同提高，共同探究并传承博大精深的
中医药文化；我们要学会在孤独之中奋进，
在寂寞之时给自己温暖，要忍受煎熬，坚持、
再坚持，直到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