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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故事

栾川县中医院医共体

聚焦8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吴 林 李元林）记者3月25日
从漯河市卫生健康委获悉，2024
年漯河市明确7项中医药重点工
作，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这 7 项中医药重点工作是：
筹备漯河市中医院 2025 年年初

“三甲”复审，积极开展郾城区中

医院“二甲”复审，启动市级中医
重点专科评选工作；加快推进中
医治未病中心建设，确保2024年
如期投入使用；推进漯河市中医
院牵头的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建设，迎接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验收；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
科普工作，加强市级中医药科普
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创新开展

“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开展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试点工作；开展

“基层名中医”评选工作，评选10
名“基层名中医”，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弘扬大
医精诚的医德医风，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积极推进中医药学术
的继承创新；认真做好第二批“青
苗人才”结业考核工作；持续开

展“西学中”培训工作，切实保障
培训质量，提升非中医类别医师
中医药服务能力；建立完善中医
医联体，充分体现中医医联体的
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群众对中
医药服务的需求；助推漯河市中
医院与中原食品实验室签约合
作，建设中医药制剂研发生产中
心，研发中药保健品（食品）。

浚县中医院

强化党务工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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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进一步推动中医药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
员马 雷）近年来，睢县立足广大群
众的需求，围绕“四抓四提”（抓顶
层设计优化，提升政策保障水平；
抓基层基础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
能力；抓诊疗康复服务，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抓载体平台搭
建，提升科普宣传效能），不断发挥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
的独特优势，努力打造优质高效中
医医疗服务体系。

县政府出台《睢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成立睢县中医药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并以县中医药
领导小组名义，出台《睢县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明确了工作目标、总体思路和主
要措施。

全县23家乡镇卫生院全部建
成“标准化中医馆”，其中7家达到

“河南省示范中医馆”标准。睢县
强化人才培养，近年来共招录31名
中医类别大学生，组织基层医生参
加商丘市组织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培训（共培训317人），组织全县非
中医类别医师参加“西学中”培训
（共培训280人），全县中医类别医
师占全县医师总数的20%以上。

睢县医疗卫生机构以中医理
疗室和康复治疗室为阵地，在儿
童、孕产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和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
管理中，积极运用中医药方法，开
展针灸、推拿、电疗、刮痧、熏蒸、拔
罐、牵引、按摩等中医理疗服务；强
化中医治未病服务，开展中医健康
咨询、健康评估、干预调理、随访管
理等服务。

睢县中医院建成省级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共收藏各类中
药标本1200余种，其中中药材及饮
片真伪标本 700 余种，蜡叶标本

300余种，动物标本100余种，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确定
为第三批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发挥广
播、电视、网络、微信等平台作用，加大中医药科普宣传
力度，普及中医药文化和养生保健知识；将中医药文化
纳入健康巡讲科普活动，让中医药服务更加贴近群众。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尤占松）记者3月24日从栾
川县中医院医共体召开的2024
年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
获悉，2024年，栾川县中医院医
共体将做好8项重点工作。

2024 年，栾川县中医院医
共体紧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以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
核、“双核心指标”管理为抓手，
聚焦中医药传承创新、人才梯
队建设、医共体同质化发展等8
项重点工作，在医疗服务、科研
教学、行政管理、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栾川县中医院医共体党委

书记苏智锋说，全体党员干部
要继续在“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下
功夫；要推动优秀党建成果形
成辐射效应，善于从党和人民
的立场、医共体高质量发展的
大局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
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全力推动医
共体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一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中医“求新”之路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孙晓兵 文/图

“我们这里的中医馆装修设
计突出的是新中式风格，整体以
暖色为基调，简洁大方，附近的
居民和患者来了之后感觉温馨
舒适，很有中医药文化味儿。”3
月 16 日，记者在平顶山市第二
人民医院新城区分院（新城区湖
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访时，
该院院长郭向军说。

该院的中医馆入口处是一
座原木色仿古门坊，“中医馆”
题字出自平顶山市一位书法家
之手；迎面影壁墙古朴厚重，走
廊墙面上“医者仁心”“望闻问
切”“子午流注表”等装饰品透
露出浓郁的“中医味儿”，拐角
处也被装点成了绿竹景观；针灸
室、康复室、中西医结合科等诊
室环境整洁，物品摆放有序，墙
上悬挂的“妙手神针”“上医治
未病”等书法作品，既体现了传

统中医药调理的良好作用，又增
添了中医药文化气息。

在谈到中医药特色技术时，
郭向军告诉记者，许多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开展的中医药适宜技
术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能
否运用好中西医结合等多种治
疗方法，真正为患者解除病痛；
同时，把简单的医患关系用心转
化为“亲情式的邻里关系”，打
出一套“技术＋服务＋环境”的

“组合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
群众的信任，把常见病、多发病
患者留在基层，实现分级诊疗的
目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治的
患者大多是慢性病患者，需要接
受多次治疗。而该院坐落在示
范区主城区内，周边机关单位
多，就医选择也多，如何才能提
高患者的信任感和依从性？该

院摸索出了一套“科普先行、技
术为本、专科带动、注重细节”
的方法，既履行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职能，也促进了中医专科发
展。近年来，该院坚持“走机
关、下社区、进校园”，开展以健
康教育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
如高血压病高危人群筛查、脑卒
中筛查、中小学生常见病监测、
老年人和幼儿园体检、妈妈课
堂、社区义诊等活动轮番进行，
既传播了健康知识，也吸引了很
多患者前来就诊（如左图）。

“居民是否相信你，关键还
得看你能不能给他解决健康问
题。”郭向军告诉记者。以中医
为例，该院中医馆配备了两名副
高级职称中医专家和一名中西
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坐诊，突
出针法、灸法、中西医结合三大
板块，主要方向集中在颈肩腰腿
痛、失眠、慢性病调理和康复领
域。副主任中医师张小峰擅长
五行针灸，患者络绎不绝。

去年 3 月，平顶山市面临高
考的学生张某出现严重的睡眠
质量下降、焦虑、多疑、恐惧、注
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影响了学习
效率。家长非常着急，带着张某
辗转多家医院求医治病，但是治
疗效果不佳。就在一家人为此
犯愁时，一位好心人告知平顶山
市第二人民医院新城区分院（新
城区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生张小峰治疗此类疾病有“绝
招儿”。张某在母亲的陪伴下找
张小峰求治，被确诊为青少年情
绪障碍。张小峰通过五行针灸
疗法和耐心疏导，经过1个多月
的精心治疗，患者基本恢复正

常，最终考上了大学。
刚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进修回来的主治医师
李曼曼待人热情，是居民口中的

“好大夫”，不但调理好了很多
慢性病，还收获了多面锦旗，
2020 年被评为“平顶山市医德
医风模范”。

去年 12 月，家住平顶山市
卫东区的 50 岁居民李怀根（化
名）患强直性脊柱炎，走路不利
索，睡觉时翻身困难，经人介绍
找到李曼曼求治。李曼曼采用
针灸、走罐、督脉灸等治疗方
法，很快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了
控制。

“我们结合患者的实际情
况，分析病情，找准病因，采用
中西医结合方法，掌握好技术操
作要领，在治疗疼痛及其他慢性
病方面往往能达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目前，我们治好的患者
数不胜数。”李曼曼说。

主治医师王盘的桌子上放
着多个骨骼模型和中医脉络穴
位图。在诊疗过程中，王盘经常
利用模型和挂图，从解剖到病
理，不厌其烦地讲解疾病的发生
和发展，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
离，增强了患者的依从性。

目前，该院中医馆已开展针

灸、刮痧、拔罐、熏蒸、中药溻渍
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药适宜
技术。除此之外，该院从健康筛
查中分析居民疾病谱构成，有针
对性地开设了女性产后康复、青
少年脊柱侧弯等不良体态矫治
训练、儿童生长发育评估、慢性
病管理、口腔等专科，同时，逐
步配备了 CT（计算机层析成
像）、彩超、全自动生化仪、动脉
硬化检测仪、足底扫描仪、生物
反馈刺激治疗仪等多种医疗设
备，有力地推动了专科建设。
目前，该院是河南省基层高血
压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平顶山
市特殊儿童预防接种咨询评估
中心、市残联康教中心康复协
作单位、示范区妇女保健康复
中心、示范区基层医生能力培
训基地、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
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层实
践基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营
要符合自身定位，必须有所为、
有所不为。”郭向军说，要运用
差异化思维，选择适合自身条件
的发展方向，不断求新求变，大
力弘扬中医药文化，让患者“少
花钱、看好病”；要注重日常精
细化管理，使附近居民感到便
捷、舒适、满意。

←3月22日，焦作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为群众进行针灸治
疗。为了积极响应省委关于“中医药强省建设”的号召，弘扬中医
药文化，该院医务人员走进社区、商铺等开展义诊活动，并为群众
提供针灸、刮痧、耳穴压豆等中医药服务，受到群众的欢迎。

王正勋 侯林峰 李凌霄/摄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管琳琳 丁林国 吴 霜）3
月19日，濮阳市油田第五小学四
年级六班 35 名学生走进濮阳市
中医医院——濮阳黄河中医药
文化博物馆，近距离体验中医药
文化的魅力，开启中医药文化探
秘之旅。

到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学
生们仿佛走进神秘的中医药世
界。几千年漫长的中医药发展
历程，通过陈列的各种珍贵的文
物、古籍展现出来，使学生们对
中医药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每一件展品都似乎在诉说
着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故事，让人
沉浸其中，思考再三。

在这里，学生们知道了“三
皇”伏羲、神农、黄帝与中医药的
故事；同时，无数中国古代名医，
比如张仲景、葛洪、华佗等，沿着
历史长河款款走来，向学生们诉
说着中医药发展的辉煌历史。

随后，学生们参观了中药
房。这是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
地方。一踏入药房，浓郁的中药
味迎面扑来。学生们好奇地围
着药师询问着这些中药的名称
和功效。药师一一解答，详细介
绍了中药的配伍原则和煎药方
法。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
讯员常久玲）近日，浚县中医院
党委面向各党支部开展《发展
党员程序操作规范》专题培训，
进一步规范党员发展流程，提
升党务干部的业务能力，全面
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

此次培训会围绕发展党员
工作中的入党申请，入党积极
分子的确定和培养，发展对象

的确定和考察，预备党员的接
收，预备党员教育考察和转正5
个阶段25个步骤进行逐一梳理
和解读，对党员发展过程中的
关键时间节点、容易忽略的点
着重进行讲解提示，帮助党务
干 部 增 强 记 忆 、巩 固 知 识 要
点。大家要端正学习态度，持
续提升对党务工作的政策性、
专业性、规范化、标准化的认
识，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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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固始县中医院功能
科候诊大厅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的
救治行动。

上午 8 时 53 分，在固始县中医
院功能科候诊大厅，一名候诊的女
性患者突然晕倒，情况危急。看到
患者身体抽搐，周围的人顿时惊慌
失措，正在附近巡诊的功能科副主
任蔡海迅速冲到患者身边，检查患
者的生命体征，发现患者脉搏有力，

但是呼吸困难，考虑患者可能是癫
痫或心源性晕倒。

蔡海立即和心电图室护士闫兰
兰将患者转移到附近的候诊椅上做
急诊心电图，并通知急诊科，在排除
癫痫后进行药物治疗。目前，患者
已转到该院内二科继续治疗，生命
体征平稳。

在这场救治行动中，展现了固
始县中医院医务人员的高尚医德和

精湛技艺。他们临危不乱、迅速反
应，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为患者赢
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固始县中医院专家提醒广大市
民，要关注自身健康，定期进行体
检，预防疾病。

两年来，固始县中医院功能科
医务人员已经对七八名突发疾病的
患者进行了急救，受到了患者及其
家属的好评。

候诊大厅上演生死时速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钱 隆

↑近日，临颍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在为群众测血糖。为了提高
群众的健康水平，该院在金龙广场开展“健康进万家”义诊活动，
向群众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王明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