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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招聘2600名医学
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讯员程 媛）5 月 20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发布招聘公告，
2024 年继续为全省县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招聘 2600 名医学院校
毕业生，为全省乡镇卫生院招聘特岗全科医生 200
名。

为进一步破解基层人才匮乏的瓶颈，夯实人
才基础，助力健康河南，自 2021 年起，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5 部门继续实
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计划用 5 年时间，通过实施

医学院校毕业生特招计划、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
划，加强基层人才引进培养。

此次特招的 2600 名医学院校毕业生，含研究
生 100 名、本科生 1100 名、大专生 1400 名。招聘对
象为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口腔医学、预
防医学、康复治疗学、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
术、药学、中药学、护理学和医学信息管理等医学
专业毕业生，应届和往届毕业生均可报名。

招聘的 200 名特岗全科医生要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且执业范围为临床类别
全科医学专业或中医类别全科医学专业；具有执
业医师资格，经过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
管理部门）认可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转岗培训
或者岗位培训并考核合格；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从
事临床医疗工作 3 年及以上，能够胜任全科医生岗
位；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医师。

对于特招医学院校毕业生，公告明确，省级财
政对特招的研究生每人每年补助 9500 元，补助 3
年；对特招的本科生每人每年补助 6000 元，补助 5
年。特招的研究生、特招到乡镇卫生院的本科生
以及取得医学本科学历的特招专科生纳入人才编
制管理。

对于特岗全科医生，公告明确，服务期内，由
中央和省级财政按年人均不低于 6 万元的标准安
排岗位津贴，特岗全科医生年度考核合格后予以
发放。特岗全科医生在服务期内纳入县级公立医
院岗位管理，享受所在乡镇卫生院同等岗位职工
的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
相应的社会保险。

在职称晋升上，对于特招医学院校毕业生和
特岗全科医生均可享受一次提前一年晋升的优惠
政策。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
可提前一年参加卫生专业中级技术资格全科医
学、全科医学（中医类）和社区护理专业的考试。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可
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晋升高级职称时，外语、
论文、工作量不作硬性规定。

河南要求，招聘工作遵循“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原则进行，参加招聘者可以点击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官方网站查询相关招聘公告。6月15日前，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结合实际自行制订招聘方
案并在市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
方网站同步发布。招聘工作由各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组织实施，对于报名人数比例达不到1∶3 的紧
缺岗位，可直接采取考核方式招聘。

图①5月17日，在安阳市殷都区洪河屯
乡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中医药坊，洪河
屯乡第一初级中学七年级学生在基地老师
的指导下，用药碾子把收获的干艾草炮制为
中药材，学习中医药文化。

张治平 毕兴世/摄

图②5月17日，在尉氏县直属幼儿园，尉
氏县妇幼保健院中医医生带领孩子们一起
认识、了解中药的奥妙，让孩子们在好奇中
对中药知识有更多的了解，激发了他们学习
中医药文化的浓厚兴趣。医生们还向孩子
们介绍了各种推拿方法、按揉穴位方法。

张治平 南倩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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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艾草小艾草””撬动大产业撬动大产业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刘 超

南阳地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
渡地带，适合艾草生长。近年来，
南阳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
打造“世界艾乡”为目标，现已形
成集种植、加工、销售、服务、研
究、培训等全产业链系统性蓬勃发
展的产业格局。

目前，南阳的艾草种植面积超
30 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为
全国最大；拥有艾草种植、加工、
销售企业和服务机构 5000 余家，
艾产业产值达150亿元，产品市场
占有率全国第一；拥有艾产品 200
多个品种，涵盖保健和衣、食、住、
行等方面，远销日本、韩国及欧洲
多国。南阳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艾
草收购集散地和最大的艾产品生
产基地。

搭建平台，推动艾产业各
环节同台交流

“除了艾条、艾灸仪、艾皂等，
今年有哪些创新产品，能否体验一
下？”

“这个艾贴使用起来很方便，
不 用 担 心 被 烫 伤 ，但 是 效 果 如

何？”
“这个现代感十足的大型智能

灸疗仪是家用的还是在艾灸馆使
用的？”

5月12日，正值第七届中国艾
产业发展大会期间，在艾产业产品
博览会展上，浓浓艾香扑鼻而来。

熙熙攘攘的游客和客商驻留
在各个展台前，或选购商品，或体
验艾灸、艾贴等传统中医药疗法，
或洽谈业务……参展的众多艾企
纷纷秀出“独门绝技”，让游客充
分领略艾产业科技新业态、新成
果，感受南阳“仲景故里 世界艾
乡”的底蕴与魅力。

为展示艾产业新产品、新技
术、新项目，南阳“以艾会友、以艾
搭桥”，成功举办了七届中国艾产
业发展大会。在本次艾产业发展
大会上，南阳成立了艾草健康产业
发展战略协作联盟，发布了仲景灸
法教程，现场签订了“年产 2 万吨
艾制品生产线建设”等4个中医药
项目。

本 次 艾 产 业 产 品 博 览 会 在
8000 平方米的会场设置了 108 个

展位，通过设立的艾草特色种植
业、艾草装备制造业、艾草研发加
工业、文旅康养休闲业、灸法保健
服务业五大展区，系统展现了艾产
业链的市场业态，全面展示了南阳
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同期，南阳还举办了艾产业高
质量发展论坛、仲景灸法论坛、艾
灸文化高峰论坛暨“针知灼见、宛
艾飘香”学术交流会等活动，有力
推动了灸疗技术、艾草行业的交流
融合，为南阳艾草产业转型升级和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借鉴。

近年来，南阳不断通过张仲景
医药文化节等其他平台推介南阳
艾产业产品，通过组织多家艾企组
建展团参加中国中医药信息大会
暨中医药健康及信息产品博览会、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利
用国内医药大型活动平台从不同
方面展示了南阳艾草传统制品、精
深加工产品、灸疗器械、大型智能
灸疗仪等产品和独有的灸法技能，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南阳艾产业。

近年来，为了统筹推动艾产业
重大工作任务落实、为艾产业发展
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南阳相继出
台了《南阳艾产业高质量发展倍增
计划》《南阳市“十四五”中药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南阳
艾产业优势再造若干措施》，着力
将艾产业打造成产业链条完善、带
动能力明显的支柱产业、特色产

业，实现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
融合发展。

科研创新，加快艾产业标
准化、规范化发展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
气候条件，南阳艾具备出绒率高、
挥发油含量高、黄酮类成分高和有
毒成分含量低的特性，而且南阳艾
种质资源相对集中，体量也是最大
的，这为南阳艾产业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基础。”5月12日，艾产业高质
量发展论坛上，国家中药材产业技
术体系艾叶单品种攻关小组组长、
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国药学
院教授黄显章向与会人员分享研
究报告。

黄显章带领的团队围绕南阳
艾的特色和优势，提出了南阳艾道
地药材名称，被农业农村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等三部委列为华中
地区道地药材。同时，他们还参与
了南阳艾地方标准的确定，建设了
南阳艾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基地，
收集艾草种质资源100余份，研发
了以艾叶为主要原料的系列产品，
从种植资源优选、种植模式研究、
质量标准制订、产品开发等环节推
动南阳艾产业发展。

这些研究成果都归功于南阳
校企合作的创新举措。南阳还借
助于南阳理工学院的河南省张仲
景方药与免疫调节省级重点实验
室、南阳师范学院的河南省艾草开

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南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南阳市艾制
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与规
模化生产加工企业合作，加大科研
和新产品开发力度。

目前，南阳艾产业已由过去的
作坊式生产向自动化生产转变，由
简单的原料传统加工向精油提炼
的深度加工转变，成为全国最大的
艾草种植基地、生产加工基地、贸
易集散地和技术输出地。从育种
源头到销售渠道，南阳已打造了一
条高效、安全的艾草产业链，先后
开发出药用、灸用、食用、日用工
业品等九大系列 200 多个品种的
艾制品。目前，南阳拥有艾相关有
效专利 1288 件（其中发明专利 38
件），与艾相关注册商标9717件。

现阶段，南阳为做好艾草系列
标准的立项申报及征集工作，指导
高校、科研部门、艾草协会、企业
等参与制订艾草种植、加工、服务
等全产业链技术规程和标准，激发
企业创新活力。全市还组织实施
市级以上艾科技项目 30 多项，为
相关艾草种植加工企业引进技术
40余项，开展了科技培训80多场，
培育了6家高新技术企业、20多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了河南省艾
草精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3 个
省级创新平台、南阳市艾草标准化
研究重点实验室等 9 个市级创新
平台。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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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冬
冬 赵忠民 通讯员韩珍
贵）5月18日至19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省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省医学会
组织 50 余位名医大家来
到 永 城 市 ，试 点 启 动 了
2024 年河南省名医名家

“传帮带·强基层”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暨在校青
少年脊柱侧弯和强直性脊
柱炎筛查义诊志愿者服务
行动。

5 月 19 日上午，启动
仪式在永城市第三初级中
学举行。省卫生健康委、
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省医学会等单位相关人员
出席启动仪式。同时，来
自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12
家医疗机构的 50 余位专
家和永城市第三初级中学
的师生代表共计 2000 余
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青
少年脊柱侧弯筛查、科普
讲座、义诊、查房、会诊、学
术讲课、带教手术等，在永
城市第三初级中学和永城
市人民医院分组同步进
行。在青少年脊柱侧弯筛
查现场，专家们一个上午
共筛查学生 1965 人，筛查
出阳性75人，需要手术治
疗 34 人；在科普讲座上，
专家们向 660 余名学生普
及了骨科和眼科健康知
识；在义诊现场，专家们为
当地骨病患者进行查体、
现场诊断等；在永城市人
民医院，专家组针对10余
名疑难、危重症患者进行
了会诊和教学查房；在学
术讲座上，专家们向 200
名基层医生传授了适宜技
术……

一系列活动的有序开
展，离不开前期的深入沟
通和交流。5 月 18 日晚，
刚到永城市的专家顾不上
休息，来到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座谈会现场，就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现状、存
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围绕如何发
挥省医学会专科分会的组织优势把大医院的技术传
到基层、如何采取措施有效保障“传帮带”落地见效，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此次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是我省名医名家
‘走基层·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的拓展和深化。通
过名医名家的示范引领和技术支持，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服务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广大基层群众将
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探索服务活动内涵，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
式，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实现志
愿服务长效化、便利化、精准化，为推动全省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示范效应。”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二级巡视员张学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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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患者的
家属一连送了4面锦旗，
以表达对河南省人民医
院中心 ICU（重症监护
室）二病区医护团队的
感激之情。这是咋回事
呢？

3月22日，28岁的黄
某在当地医院行剖宫产
手术，顺利产下一名男
婴。就在手术即将结束
时，患者突发抽搐伴心
率增快、血压低，随后转
至 ICU 治疗。由于患者
病情危重，当地医院联
系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心
ICU，请求 ECMO（体外
膜肺氧合）团队实施紧
急转运。

患者转入河南省人
民医院中心 ICU 二病区
后，经对症治疗，血压、
氧合指数稍有改善，但
依然存在多脏器功能衰
竭、脓毒症休克等情况。

“这些疾病每一项
都有致命风险。”河南省
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
部主任秦秉玉说，“我们
要尽全力，患者的孩子
和家人还在等着她平安
回家！”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邵换璋的指导下，该院 ICU 医护团
队给予患者精确、个性化诊疗：患者神志昏迷，给予
脱水降颅压、镇痛镇静、脑保护、营养神经等对症支
持治疗，动态监测患者意识状态及四肢活动情况；
积极留取标本进行细菌学检查，动态监测患者血常
规等炎症指标变化情况，适时调整抗感染方案；患
者处于休克、心律失常状态，继续给予 V-A ECMO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疗，持续泵入血
管活性药物维持循环稳定，床旁超声动态评估患者
心功能……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于 4 月 2 日实现
ECMO成功下机，4月8日成功脱离呼吸机。与此同
时，主管医生黄晓佩多次和康复科沟通，提前为患者
制订康复方案……

目前，恢复良好的患者已经出院回家，进入后续
康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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