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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 14时 7分，嫦娥六号返回

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在内

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探月工

程嫦娥六号任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的全体

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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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 员 冀 丹 丹 刘 超）6
月 21 日，记者从南阳中医
药强市建设推进大会上获
悉，南阳市明确中医药强
市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做
好“ 中 医 、中 药 、文 化 、创
新”4 篇文章，在中医药文
化传承发展中心建设上求
突破、走在前，奋力打造全
球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
地、全国中医药名都。

大会还宣读了南阳市
中 医 药 发 展 战 略 顾 问 名
单、全国第三批“中华老字
号”入选名单以及河南省
先进制造业集群、省名中
医、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省中医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名单，发布了 9
个 2023 年度中药材地方标
准。南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智慧，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王福伟参加大会
并讲话。

王 智 慧 说 ，南 阳 市 上
下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锚定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承
发 展 中 心 战 略 定 位 不 动
摇，在中医药振兴发展上
走前列、做表率。他强调，
要发挥优势、攻坚突破，突
出做好“中医、中药、文化、
创新”4 篇文章，在全国中
医药振兴发展上打头阵、
扛大旗；同时要加强领导、
狠抓落实，全域统筹聚合
力。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
担当，狠抓政策落实，树立
鲜明导向，加强中医药监
督管理，走出具有特色的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要织密“服务网”，打
造全国中医高地，叫响“全
国中医看南阳”品牌。要提
升诊疗能力、健全服务网
络、强化服务创新，让群众

“看上好中医、方便看中医、
看中医少花钱”，形成“中医
名师辈出、群星闪耀，中医
专科优势明显、特色突出，
中医医院品牌鲜明、影响广
泛”的良好格局。

二要做强“全链条”，
培育千亿级产业链群，打
造全国中医药名都。要育道地“名药”、壮中药

“名企”、兴南阳“名艾”、创康养“名城”，坚持以医
带药、以药促医、医药并举、药医共荣，构建种植、
加工、仓储、交易、检测、研发、应用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体系，着力打造千亿级中医药产业链群。

三要擦亮“金名片”，传承弘扬仲景文化，打造
全球中医圣地。要打响仲景文化品牌，深化融合
发展，促进交流合作，不断提高中医药文化的感召
力、影响力、辐射力，打造全球中医圣地、世界中
医药文化交流窗口。

四要激活“动力源”，强化创新引领，打造中医
药现代化强引擎。要高水平建好河南国医学院、
张仲景实验室等高等级载体，建强一支结构合理、
特色明显、专业精湛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加强与中
医药头部企业和创新平台的合作，打造名副其实
的中医药人才聚集地、仲景经方科研创新高地。

建设全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是省委、
省政府对南阳建设中医药强市寄予的深切厚望。
王福伟说，南阳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资源优势，推动
中医药事业优势再造、中药产业能级跃升、仲景文
化弘扬传承，高质量建设全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
展中心。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南阳中医药发展，加快推进南阳中医
药强市建设步伐，不断开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新局面。

以以““传承传承””为支点为支点
撬动撬动““妇幼妇幼++中医药中医药””深度融合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朱晓娟

“中原庞氏妇科流派起源于清
乾隆五十年（1785年），相继有八代
传承人。庞氏妇科临床对崩漏、不
孕症、更年期综合征和妊娠病诸证
等有独到的见解和治法……”在近
日举行的河南省妇幼健康领域中
医药工作推进暨传承工作室建设
培训会上，面对来自各省辖市卫生
健康委分管副主任、妇幼科科长，
全省三级妇幼保健机构院长（或书
记）、中医药工作负责人，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中原庞氏妇科第七代传承人
庞玉琴，向大家讲述了中原庞氏妇
科流派的基本传承情况及诊疗经
验。

2024年5月，河南省妇幼保健
机构中医学术流派及名老中医传
承工作室建设单位（第一批）名单
公布，确定洛阳市妇幼保健院等4
家机构设立河南邵氏针灸流派传
承工作室，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等4

家机构设立名老中医庞玉琴传承
工作室，许昌市妇幼保健院等7家
机构设立平乐郭氏正骨流派传承
工作室。

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建立，
搭建了名医学术交流、中医药文化
传承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平台。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强化中医
药与妇幼健康工作的深度融合，在
第一批传承工作室建设基础上，持
续遴选与妇幼保健机构业务有效
结合的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和省
级名中医，推动建设新一批传承工
作室，加快构建医疗、保健、预防、
康复、养生于一体的妇幼健康领域
中医药服务网络。

推进名老中医传承工作
室建设

2024年5月，河南省组织开展
了三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学术流
派及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申报。

在机构自评、地市推荐、省级评估
的基础上，综合各地常见病、多发
病，及机构工作基础和人员配备情
况，结合地理位置便于辐射周边原
则，经研究，确定14家河南省妇幼
保健机构中医学术流派及名老中
医传承工作室建设单位（第一批）
名单。省卫生健康委将印发具体
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定期开展考核
评估。

“协调中医妇科、儿科等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
指导老师、中医学术流派代表性传
承人在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传承工
作室，旨在培育一批特色优势明
显、临床疗效显著、辐射功能较强、
资源横向整合的妇幼健康领域中
医药传承群体，拓展延长妇幼健康
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以更好地满
足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需求。”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
樊英戈介绍，2024 年，实现全省市
级三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传承
工作室全覆盖。

河南省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
祥地、医圣张仲景的故里，中医药
资源丰富。平乐郭氏正骨是驰名
中外的中医骨伤科重要学术流派，
总结出的“气血辨证理论”及“七原
则”“六方法”的学术思想以及“平

衡理论”，对儿童生长发育迟缓、产
后疼痛、更年期骨质疏松等疗效显
著。河南邵氏针灸学术流派的

“理、法、方、穴、术”兼备的学术思
想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儿童消化
和产后调理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中原庞氏妇科拥有一套独有
的妇科理论体系，擅长中医妇科病
的诊断及治疗，对妇科疑难杂病也
有一定的辨证经验，郭珈宜、邵素
菊、庞玉琴是上述中医学术流派的
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中医药领域
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学术代表
性。据此，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又组
织筛选出了21种优势病种和第一
批12项中医药适宜技术，请这些名
医大家在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传承
工作室，通过“传、帮、带”推动妇幼
中医药服务“沉下去”，引领提升基
层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服务水平。

推动中医药服务“沉下
去”

“听说平乐郭氏正骨、邵氏针
灸的大专家在这里设立了工作室，
定期到这儿坐诊、查房、开展技术
推广等，这真是一项便民就医的好
举措。”连日来，在洛阳市妇幼保健
院邵氏针灸传承工作室，慕名而来
咨询、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韩保卫说，目前，“妇幼+中医药”已
在多个临床领域实现深度融合，针
灸、药浴、穴位贴敷、小儿推拿等中
医药适宜技术在孕产保健、妇女保
健、儿童保健、辅助生殖、产后康复
等方面均有运用，不少患者也会主
动选择中医诊疗。洛阳市妇幼保
健院将以平乐郭氏正骨流派、河南
邵氏针灸流派传承工作室的设立
为契机，强力推进中医药融入妇幼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医
药在妇女儿童预防保健和疾病诊
疗中的独特作用，实现“未病先防”
和“既病防变”的目标，更好地为群
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14家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
立中医传承工作室后，按照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有关要求，专家们将充
分挖掘本学术流派和中医专病在
长期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
学术思想及独到的临床诊疗技艺，
结合妇女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
系统整理操作规范，通过跟诊带
教、现场质控、讲座交流、学术会议
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好头雁效
应、做好传承创新，抓好中医药适
宜技术在妇幼领域的运用，做到真
传经、传真经。

（下转第2版）

关注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
全生命周期眼健康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谢宗阳

“我们要着重关注儿童青少
年、老年人两个重点人群，大力推
进全生命周期眼健康。”在 6 月 21
日~23日召开的河南省第三十次眼
科学术年会上，河南省医学会眼科
学分会主任委员、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眼科医学部主任张凤妍说。

此次会议由河南省医学会主
办，以“智慧眼科，驱动未来”为主
题，邀请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
任委员姚克，国际眼科学院院士、
河南省医学科学院院长王宁利等
国内外权威眼科学专家，围绕眼科
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疗法，
通过领航讲座、“超级眼说家”论
坛、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交流形
式，加强省内省外的眼科学术交
流，着力解决临床疑难问题，切实
提高眼科医务工作者的诊疗水平，
提升河南省眼科的学术影响力。

“对于儿童青少年，我们要重
点关注他们的近视问题。我们要
让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拥有
充足的睡眠和足够的户外活动时
间，以减少青少年近视的发生率。

对于老年人，我们要重点关注青光
眼、白内障、老年黄斑变性等问
题。”张凤妍说。

姚克在专题讲座中说，白内障
是在全球居首位的致盲性眼病。
我国现有白内障患者数量超过1.3
亿。在符合手术指征的前提下，建
议患者双眼都接受白内障摘除手
术。不过，在第二眼手术前，建议
明确第一眼手术后的屈光状态。
常规建议避免双眼同时接受手术。

王宁利在专题讲座中说，近年
来，近视防治新技术和新措施不断
涌现，主要包括远视储备、学龄前
儿童屈光筛查、用眼行为干预、公

共卫生干预策略，以及低浓度阿托
品滴眼液、阅读“近变远”设备、用
眼行为监测设备等。“有眼底病理
性变化的近视者，要注意定期检查
眼底。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
已经成为我国不可逆致盲性眼病
的主要原因之一，还会增加白内
障、青光眼和斜视等眼病风险。”王
宁利说。

“对于 20 岁~60 岁的人群而
言，要重点关注一种疾病——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如果糖尿病患者
发病5年以上，就有可能发生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河南省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万光明说。

据张凤妍介绍，近年来，河南
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不断探索和
实践，在眼科医学教育、临床研究、
技术革新、健康科普等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新的进展和突破，成功举办
了多场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开展了
多项眼科新技
术的临床应用
研究，推广了一
系列适宜基层
的眼科诊疗技
术。下一步，河
南省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继续
以发展智慧眼

科、提升服务质量为目标，以科技
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与合作，搭建高水平的学术平台，
深化临床研究和技术发展，推动眼
科诊疗技术的进步，提高眼科疾病
的防治效果。

→“宝宝真棒，再把这个捏起来……”6月26日，在焦作市
康复教育中心里，康复师正带着特殊宝宝进行康复锻炼。据
了解，为了更好地关爱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工作，让他们更
好地融入社会，焦作市妇幼保健院和焦作市残联联合开办了
焦作市康复教育中心。该中心按照一级残疾人康复机构标
准化建设，全面优化整合医疗、康复、教育等资源，打造“医、
康、教”融合发展新模式，一站式解决各类残疾人康复、入托、
入学等问题。

王正勋 侯林峰 李凌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