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5位县级中医院骨干
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师资培训

每周关注

近日，叶县中医院会议室内
座无虚席，来自全县的606位乡
村医生通过严格的中医药适宜技
术培训考核考试，顺利“结业”。
其中，大力推广正骨推拿、手法按
摩、针灸拔罐、中药溻渍等多项
中医药适宜技术”，力求实现村民

“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乡
镇、复杂疾病不出县城”。

村民的医疗需求
有“三盼”

“俺在叶县邓李乡中心卫生
院治疗两个多月，效果非常明
显。如果俺村卫生室也能掌握
治疗疼痛的方法，那该多好啊！”
75岁的冯同根说。

冯同根十几岁就帮助父母
干农活儿，由于身体瘦小、体力
活儿过重，20岁时就开始双腿疼
痛，日积月累，造成退行性骨关
节病。为了解除病痛，冯同根四
处求医，但治疗效果始终未能达
到预期。后来，经过朋友介绍，
冯同根到邓李乡中心卫生院就
诊。该院医生采用针灸、推拿、
中药熏蒸等中西医结合疗法，治
好了冯同根的疼痛疾病，使他能
够下床行走了。

邓李乡中心卫生院疼痛科
主治医师孙继辉说，为了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近年来，该院选派
有中医基础的临床医生到市级
以上的专科医院进修学习，重点

学习推拿、按摩等中医药适宜技
术。同时，该院还购买了牵引
床、艾灸床、中频治疗仪等治疗
设备，从不同的技术层面满足患
者的医疗需求。虽然乡镇卫生
院出现了患者“扎堆儿”看病的
现象，但这种现象也不是基层医
生想看到的结果。以前，全乡34
家村卫生室能够开展中医诊疗
的寥寥无几。孙继辉说，要想真
正让乡村医生掌握实用的中医
药适宜技术，“外出学习、集中培
训、老师带教”是必由之路。

“在村里，像我这样的患者
还有很多。村民的医疗需求有

‘三盼’，一盼乡村医生能够掌握
中医药适宜技术，村民看病不再
跑远路；二盼村卫生室能够开展
中医诊疗服务，村民能服用中药
治病；三盼医保政策到村卫生
室，中医诊疗服务能够报销。”冯
同根说。

开展中医诊疗服务
“人情”是难题

“我们镇的标准化村卫生室
有24家，从事诊疗服务的乡村医
生有70人。其中，能够开展中医
药适宜技术的村卫生室只有 5
家，俺是其中的一家。”开展中医
诊疗服务的村卫生室为何这么
少？面对记者的疑惑，叶县洪庄
杨镇张集村乡村医生贾书延说：

“开展中医诊疗服务难过‘人情’

关。”
据了解，贾书延1995年毕业

于郑州澍青医学院，2006年考取
中医内科执业医师资格证。毕
业后，他一直在村里行医。由于
服务热情、技术过硬，每天来找
他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

“俺虽然擅长小儿推拿技
术，但是还需要改变服务理念，
只有这样才能把村卫生室的工
作做好。”贾书延说，现在大部分
患者喜欢选择西医治疗，因为患
者感觉中药治疗见效慢。虽然
推拿、按摩、针灸、艾灸等中医药
适宜技术对颈肩腰腿痛等疼痛
类疾病治疗效果好，但是收费却
令人“尴尬”，大家认为这些没有
医疗成本，应该成为“人情”服
务。乡村医生和村民抬头不见
低头见，如果诊疗费用把握不
好，很容易失去村民的信任。

据了解，洪庄杨镇是人口大
镇，包括镇卫生院在内，虽然设
立有中医科和中医馆，但是真正
来看中医的患者寥寥无几。究
其原因，首先，开展的中医治疗
项目较少，中医药技术不过硬，
治疗设备比较简单。其次，在基
层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没有医
保政策的支持很难开展起来，很
多治疗项目医保政策不支持。
再次，患者嫌坐诊医生年轻，看
病不够老练。有的患者只相信
世代行医、经验丰富的中医。为

了解决这些难题，县里专门成立
了中医药协会，并由叶县中医院
的医疗服务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全县基层医生分批进行中
医药适宜技术和中医药理论知
识培训。

架起通往农村的
中医“桥梁”

“成立中医药协会，就是为
全县17家乡镇卫生院、3个街道
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597
家村卫生室的606名乡村医生，
架起一座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
中医药理论学习、服务村民健康
的中医诊疗服务‘桥梁’，让群众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简、便、验、
廉’的中医药服务。”叶县中医院
院长王颂说。

据了解，2023 年 3 月，在叶
县卫生健康委主导下，由叶县中
医院牵头成立了叶县中医药协
会。根据协会工作计划，该院抽
调中医内科、中医儿科、治未病
科、针灸推拿科等临床科室的20
余位专家，组成中医药适宜技术
专家培训团队。从 2023 年 6 月
起，该协会的中医团队专家走进
乡镇卫生院，组织乡村医生开展

“面对面”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在培训中，中医团队专家和
带教老师把急性腰扭伤、急性胃
痛、肩周炎推拿治疗、小儿推拿
治疗、带状疱疹的外治法、皮内

针疗法、五行针法、急性腹泻等
20余项中医药适宜技术，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每一位学员。

据叶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杨
小鹏介绍，为促进基层中医药事
业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县
级中医医院对基层中医药发展
的支持带动作用，满足城乡居民
的中医药需求，经叶县中医院申
请，叶县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审
核，成立叶县中医药适宜技术推
广中心。该中心负责对全县的
乡村医生及中医药工作人员进
行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
术推广培训工作。到2025年，全
县乡镇卫生院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率将达到 100%，每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至
少能够开展10项中医药适宜技
术，80%的卫生室至少能够开展
5 项中医药适宜技术，基本建立

“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主
体，叶县中医院为龙头和支撑”
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该服
务网络人员配备较为合理，服务
能力进一步提升，充分发挥中医
药“简、便、验、廉”的传统优势，
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满足
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使城乡居民看病更方便、更有
效、更廉价。同时，对考核合格
的医务人员，由叶县卫生健康委
统一发放“叶县基层医生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培训证书”。

铺就乡村中医路 助力群众健康梦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杜留洋 王新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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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老年病科副主任康紫厚在为一位女性患者进行拔罐治疗。据了解，刺络
拔罐能够温经化瘀和疏通经络，帮助女性排出体内的寒、湿、瘀，有效调节内分泌紊乱，联合内服扶正解毒、祛湿化瘀
的中药，可治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卵巢早衰等妇科疾病。 闫 芳 赵俊朝/摄

开封市祥符区中医院

关爱特殊困难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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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中医院急诊医学科

成为市级临床
医学重点专科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郑思杰）记者1月8日从信
阳市中医院获悉，经过信阳市
卫生健康委组织的评审专家组
评审，该院急诊医学科被命名
为市级临床医学重点专科。

据了解，信阳市中医院急
诊医学科是一级临床科室，信
阳市120院前急救成员单位，第
七急救分站；现有中青年医师
13 人（中高级职称 9 人），护理
人员 30 余名，具有标准救护单
元的救护车4辆，担负着120院
前急救、24 小时院内急诊及急
危重症救治、社会大型活动的
急救保障任务；设有急诊留观
病床 13 张，重症监护病床 6 张
（新区急诊内科病床 55 张）；配

备心电监护仪、心脏除颤仪、无
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心电图
机、双下肢静脉压力泵、床旁血
滤机、全自动洗胃机、多功能抢
救床、输液泵、微量泵、肠内营
养泵、排痰机、冰帽、冰毯、血气
分析仪、快速床旁诊断仪等医
疗设备。

信阳市中医院急诊医学科
可开展急诊溶栓治疗急性心肌
梗死和脑梗死、不开颅微创治
疗脑出血、连续床旁血液透析
及滤过、中心静脉置管及中心
静脉压测定等先进医疗技术；
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可
治疗心脑血管急症、呼吸衰竭、
多脏器功能衰竭、休克、中毒、
创伤等疾病。

栾川县中医院

通过三级中医医院现场评审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毛盼杰）近日，开封市祥符
区中医院老年病科与爱心企业
一同走进残疾人、特殊贫困家
庭病区，为这里的患者送上爱
心豆奶和水果。

“盖的被子暖和不暖和？”
“衣服穿得舒服穿得暖吗？”“吃
得怎么样？”一句句问候，一袋

袋豆奶和水果，让入住在这里
的特殊困难人群感受到家人般
的温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

祥符区中医院开展此次爱
心活动，重点了解残疾人及特
殊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和迫切
需求，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实实在在为他们解难题、
办实事。

本报讯 （记 者 侯 少
飞 通讯员田建国 胡艳
梅）近日，周口市川汇区中
医院举办以“培训科普人
才 推动健康传播”为主题
的 健 康 科 普 技 能 竞 赛 活
动 。 此 次 活 动 的 成 功 举
办，旨在进一步深化“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
动健康知识普及，进一步
增强医务工作者开展科普
宣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营造全社会关注健康科普
的良好氛围，积极引导群
众自觉养成健康文明生活
方式，提升居民的健康素
养水平。

为了确保竞赛活动取
得预期效果，川汇区中医
院 特 邀 周 口 市 健 康 教 育
所、川汇区卫生健康委、荷
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
位 多 位 专 业 评 委 共 同 参
与，多方合作，共同推动健
康科普事业发展。

在此次比赛中，选手
们紧扣中医药服务、急救
知识、慢性病预防治疗、青
少年视力保护等领域的健
康知识理念、健康生活方
式与行为、基本技能，利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鲜
活生动的案例，以诙谐幽
默的表达方式，科学精准
地将专业的医学健康知识
展现给现场评委和广大观
众，充分展示了健康科普
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专业
水平。

经过激烈角逐，荷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
种室王欣瑞的作品《预防

接种，呵护健康》获得一等奖；川汇区中医院CT
（计算机层析成像）室的邹明宇和康复科祝文静
的作品《CT 检查对儿童有什么影响》《喉通天、
咽通地、咽喉当第一、少商穴放血》获得二等奖；
该院急诊科李莉、曾文醒、刘梦雅、袁慧宇、李亚
果同获三等奖。

此次健康科普技能竞赛活动的举办，进一步
提高了社会对健康科普的关注度和认知水平。
同时，也为川汇区中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提供更多
展示才华和专业的机会，培养更加专业、敬业的
科普人才队伍。该院将继续推动健康科普工作，
不断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健康
科普生态圈。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付政滈）近日，滑县中医
院医务科主治医师耿芳到滑
县黄河河务局开展中医养生
专题讲座，积极推进健康教育
工作。

耿芳围绕“四时养生”“食
疗药膳养生”等，介绍了中医养
生方法，并以情志调理、饮食起
居、适度运动为切入点，引导大

家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讲座
结束后，耿芳还为黄河河务局
干部职工提供了健康咨询服
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详细解答。

黄河河务局干部职工纷纷
表示在此次活动中学到了很多养
生方法，决定在以后的工作和生
活中逐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健康的体魄投入工作和生活。

滑县中医院

科普讲座送上门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
讯员李海涛）近日，2023 年全
省县级中医医院中医药适宜技
术师资培训以实现“村村有中
医服务”为总目标，面向全省
165 位县级中医医院的技术骨
干开展专项培训，旨在加强中
医药适宜技术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能力。

此次培训由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主办、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承办，严格按照《河
南省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
大纲》要求，精心设计培训课
程、聘请优质授课专家、制定培
训方案，针对基层中医药服务
的短板，重点强化理论基础、巩
固实践技能，力争实现从理论
基础到技能实践及未来发展的

全方位覆盖，推动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
视员张健锋在培训开班式上
说，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第一资源，要以“基层卫生人才
工程”为抓手，持续加强基层中
医药人才培养，推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张健锋要求，参加培训的

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重视中
医药适宜技术学习；要虚心求
教、潜心向学，不断加强基础理
论研习，扩展学习的深度与广
度；要学以致用，将学习、掌握
的各项技能运用到基层医疗实
践中，不断提高中医药适宜技
术水平，积极向下推广，为实现
全省“村村有中医服务”的目标
而努力。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尤
占松）“依据《河南省三级中医医院执业
登记评价细则》要求，栾川县中医院申
请三级中医（综合）医院执业登记符合
条件，通过现场评审！”近日，在三级中
医（综合）医院执业登记评审反馈会上，
评审专家组组长宣布评审结果。

栾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梁燕燕说，
当前，栾川县正着力打造“休闲到栾川、
享受慢生活”旅游目的地品牌，持续推
进全域旅居康养示范区建设，亟须一家
服务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三级中医医

院。各位专家要多提中肯意见，多传宝
贵经验，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持续深化
中医药内涵建设，切实推动实现县域中
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

与会领导、专家共同观看了栾川县
中医院创建三级中医医院汇报片，并听
取了该院的创建工作汇报。评审专家
根据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要求，通过
查阅资料、人员访谈、抽查病历、系统追
踪等形式，对医院综合管理、中医药特
色优势发挥、卫生技术人员配备与管
理、医疗质量管理、药事管理、护理管

理、医院感染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
位、深层次的检查审阅。在反馈会上，
评审专家逐一对检查结果进行了反馈，
专家组组长现场宣布了“同意通过现场
评审”的结果。

栾川县中医院党委书记苏智锋说，
医院将以此次评审为契机，坚持“量质
并举、标本兼治”，不仅要落实“当下改”
的举措，还要完善“长久立”的机制，持
续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水平，切实把医
院建成“中医药特色突出、群众满意、党
委政府放心”的三级中医医院。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孙艳娜）2023
年 12月28日下午，漯河市对获评第五届“漯河市名
中医”的10位中医师进行表彰（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了解详情），并为“第三届河南省名中医陈来恩工作
室”授牌，激励全市中医药工作者守正创新，进一步
推进全市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

“漯河市名中医”评选，旨在评选出热爱中医药
事业，长期从事中医药临床实践，中医药理论功底
深厚，有丰富的辨证论治和运用经典方药临证经
验，在诊疗常见病、多发病和某些疑难危急重症方
面具有独特的诊疗技术，在当地享有较高声誉的中
医药专家。自2002年启动这一评选活动以来，漯河
市已连续五届、评出了近60位中医药领域的“漯河
市名中医”，积极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发展。

本次评选颁奖活动由漯河市卫生健康委主办、
漯河市中医院承办。漯河市卫生健康委于2023年
8月开展第五届“漯河市名中医”评选活动，经个人
申请、组织推荐、资格审核、专家评审、公示考察等
程序，在众多候选人中评选出了10位“第五届漯河
市名中医”。

在颁奖典礼现场，相关部门精心制作了短视
频，宣传第五届“漯河市名中医”获得者的先进事
迹。漯河市多家医疗卫生机构献上了以中医药为
主题的精彩节目，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勤勉敬
业、无私奉献的担当与情怀。

近年来，在漯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漯
河市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守正
创新的主线，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传承发展内涵持续丰富，中医药
事业持续发展，中医医疗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全市广大中医药工作
者牢记医者使命，践行医
者仁心，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中医药工作者的责任与
担当，为保障全市人民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
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