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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是河南省示范性中专、河南省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是河南省唯一招
收中医专业学生的中专卫校。学校现
有在校生5600人，开设有中医、中药、
中医护理、中医康复、护理、康复技术、
药剂、检验等 11 个专业，生源来自全
省各地。学校为职业学校技能培训和

认定机构，2023年为在校生开展
各类技能培训 11744 人次，为毕
业生发放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
师、保健调理师、中药材种植员
等技能等级资格证书 1974 人。
学生毕业可以通过对口升学参
加高考，2023年考入高校的学生
有365人。所有专业学生毕业后
还可以参加国家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护士、执业药师等资格考
试。2023年，学校中医专业毕业
生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

率获全省10个大中专院校第二名。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办学条件，

促进产教融合发展，更好地为中医药
事业、中药产业、康养产业服务，嵩县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产业集聚区建设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新校区。该项目占
地面积 133 亩（1 亩=666.67 平方米），
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总投资2.5亿
元，可以容纳学生3000人，2022年9月

开工建设，计划今年5月底竣工，可以
实现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

国家资助
免学费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式学籍在校学生，可享受国家免学费
政策。

助学金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式学籍的一年级、二年级在校学生（连
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城镇户口，
以及其他15%的困难学生），可享受助
学金政策，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平均
2000元。

奖学金 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
秀的学生，奖励每人每年6000元。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 河南省中
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发放“雨露计划”扶贫助
学补助，每人每年3000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省教育厅颁发

普通中专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均

可参加国家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护士、
执业药师及相关医药卫生技术资格考
试；毕业生均可参加对口高考；我校是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可为毕业生
颁发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保健调
理师、保育师、健康照护师、中药材种
植员等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国网
可查）。

报名须知
1.参加中招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可直接到我校招生办报名。
2.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

原件及复印件、中考成绩单。
3.初中、高中往届毕业生及社会

青年到校报名，须提供身份证或户口
本原件及复印件，并真实准确填写个
人信息。

4.我校未与其他任何学校开展联
合办学，未委托任何社会机构给我校
招生，报名学生请电话咨询招生办或
者到学校招生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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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招生计划一览表

专业

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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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医学检验技术

口腔修复工艺

康复技术

制药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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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收费标准

广告

地 址：洛阳市嵩县城关镇开发区·北元，在县城乘2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卫校）下车
联系人：杜建芳15136391899 杨新杰13938866519 刘建成13783181393

招生专线：（0379）66301346 66300360
网址：http://www.lyszyyxx.cn

邮编：471400
电子邮箱：lyzyyxx@188.com

河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省医学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招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河南省中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洛阳市特色办学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洛阳市文明学校
洛阳市职业教育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技能培训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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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保护脾胃很重要
□赵 静

合理饮食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五行属土，

喜燥恶湿。夏季降水量较大，人体容
易出现脾虚湿困症状。因此，人们适
合摄入健脾利湿的食物，如薏苡仁、扁
豆、芡实等，有助于祛除湿气，维护脾
胃健康。

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苦味入
心。夏季人们普遍心火偏亢，容易出
现心烦气躁、心神不宁等症状。因此，
人们适当增加苦味食物的摄入量（如
苦瓜、莲子等），可以起到清心解暑的
作用，对身体大有益处。

孙思邈说：“（农历）五月常服五味
子，以补五脏气。”五味子酸甘入心、甘
温而润。汗为心之液，夏季人体大量
出汗后，气津耗散易伤心。因此，人们
饮用五味子茶，可以补气生津。另外，
人们可以选择祛暑生津的食物，如西

红柿、黄瓜、桃等。
盛夏时节，烹饪方式以煮汤、熬

粥为主，可以达到滋阴生津的目的。
在夏季，人体出汗较多，钾也会随之
流失，容易造成肌肉无力、心慌等症
状。因此，人们适当增加香蕉、茄子、
紫菜、海带等食物的摄入量，可以补
充钾。

夏季天气炎热，许多人喜欢喝冷
饮，吃冰镇食物、凉拌菜等，但摄入过
多生冷食物，会导致脾胃虚寒，出现腹
泻、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人们应
食用易消化、清淡的食物，少吃生冷食
物。脾胃虚弱者，应选择应季的蔬菜
和水果，以免脾胃受到损伤。

随着温度升高，食物内各种细菌
的繁殖速度加快。人如果食用了被细
菌污染的食物，就容易患细菌性痢疾、
急性肠胃炎等疾病。因此，在夏季，人

们要注意饮食卫生，购买新鲜的食材，
并且清洗干净；炊具和餐具要清洗干
净，生、熟食品所用的炊具要分开，以
免出现肠胃不适。

保持心情舒畅
嵇康所著《养生论》云：“更宜调

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
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
意思是说“心静自然凉”。心主血脉，
心气推动和调节血脉循行于脉中，周
流全身。心情舒畅了，血脉运行就能
顺畅。

夏季阳气达到最盛，人体的阳气
运行也达到顶峰，加之外界温度不断
升高，人们易怒易躁，导致气机郁滞，
从而影响脾胃功能，出现肝脾不调的
情况。因此，夏季养生应清心宁神，人
们可以选择绘画、阅读、听音乐、品茶
等怡情养性的活动。

适度运动
在夏季，人们最好选择在清晨或

傍晚天气较凉爽时进行运动。人们可
以选择一些柔和、舒缓的运动方式，如
散步、慢跑、练五禽戏、练八段锦、打太
极拳等。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后注意
及时补充水分。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夏邑县卫生
计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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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药教育筑牢法治之基
□禄保平

一、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
律，构建中医药教育发展新格局。

《中医药法》第七条指出：“国
家发展中医药教育，建立适应中医
药事业发展需要、规模适宜、结构
合理、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教育体
系，培养中医药人才。”第三十三条
则强调：“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
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以中医药内容
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注重
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
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
相结合。”这些条款规定了中医药
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要求。笔
者认为，中医药高等教育应立足新
发展阶段，坚持以《中医药法》为基
本遵循，努力构建中医药高等教育
发展新格局。

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近年
来，学校坚持与时俱进，在深化中
医药教育改革中积极贯彻新发展
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医药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子；全方位贯彻教育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等发布的各项政策要求，在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努力建立以
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
中医药类专业课程体系；增设中医
疫病学课程，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疫
病防治方面的作用；增加中医药经
典课程内容，将中医药经典能力等
级考试纳入考核体系；强化中医思

维培养，建立了“重实践、早临床、
跟名师”的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
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

以“三个融合”为抓手，不断创
新中医药教育教学理念。立足学
校实际，以医教协同、科教融汇、产
教融合等为抓手，进一步加强校
院、校企、校地合作，积极申报和建
设了一批特色行业学院、现代产业
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深入开展
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进一步
开展特色中医药通识教育，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等融
入通识教育，构建了以“全人教育”
为目标、注重“通专结合”的中医药
特色通识教育体系。

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为重
点，全面加强教学全过程管理。扎
实开展“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年”活
动，着力加强对教学过程各环节的
指导，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着
力加强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教
学，积极拓展优质实践教学基地，
全面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积极开展
课程思政工作坊活动，将课程思政
理念贯穿教学全过程；持续优化教
学考核管理，进一步推进教考分
离，不断改进形成性考核；持续加
强教学全过程督导和教学质量评
价。

以特色班和全过程教学班为
依托，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

河南是医圣张仲景的故乡，近年
来，学校在中医药教育方面注重打
造仲景特色，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时注重增加特色课程模块，突出中
医药特色和仲景特色；认真总结中
医学仲景学术传承班、中药学传承
班、平乐正骨传承班等特色班的成
功培养经验，进一步强化和推广中
医药特色人才培养；依托非直属附
属医院，积极开设中医学、中西医
临床医学等专业全过程教学班，培
养更多特色突出、能力过硬、适应

“健康中国”“健康中原”建设需求
的中医药专业人才。

二、以新医科建设为动力，积
极推进中医药教育守正创新。

我们应从唯物史观出发，立足
新医科建设背景，不断推进学科专
业交叉融合，着力培养一流中医药
人才，为新时代中医药事业在“传
承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守正创新”
奠定坚实基础。

中医药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
不断吸纳古代天文历法、数学、农
学、动植物学、地理学、哲学等多学
科精华，不断吸收融合当时的最新
科技成果。可以说，中医药学本身
就是一门融合多学科交叉知识的
学科体系。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的今天，单一学科创新瓶颈凸显，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学科交
叉融合是必由之路和必然趋势。

实践也充分证明，学科交叉是培养
包括中医药在内的高层次领军人
才的重要途径。“人民英雄”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国医大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伯礼，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
呦呦等，均具有多学科交叉知识背
景。如何培养具有学科交叉背景
的一流中医药人才，是摆在中医药
高等教育面前的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必须不
断完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体制机
制。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约束导向
机制，引导学校和教师打破学科边
界组建学科交叉教师团队，革新教
育理念，以交叉团队为架构开展教
研活动，推进中医药学与其他学科
交叉融合，促进教师交叉学科思维
培养和塑性；组建跨学科专业学习
小组，使不同专业学生针对同一问
题，从各自专业角度出发，用多学
科知识共同分析解决问题；指导老
师引导不同专业间学生的交流讨
论与深度合作，借鉴其他学生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促进学生学科
交叉思维的培养。

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还应积
极探索招生模式改革，多途径培养
复合型中医药人才。例如，争取教
育和卫生健康部门政策支持，突破
现有招生模式，招收具有文、史、

理、工等专业背景，对中医药有浓
厚兴趣的非医专业本科毕业生攻
读中医药学学位，促进学生在医学
和原有非医学知识体系交叉融合，
培养交叉学科思维；同时争取卫生
健康部门支持，允许以上学生考取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

积极推进研究性教学，是加快
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的有效方
法。例如，将学科前沿、最新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引入学科基础课
程教学，打破专业壁垒，拓宽学生
视野，使其系统掌握开展中医药研
究的多学科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强化科研方法教学，培养学生的文
献检索、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能力，
使其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掌
握开展中医药研究的基本技能和
方法；加快推进中医药特色科研平
台建设，将学生纳入科学研究团
队，引导学生早进实验室（研发中
心），早参与科研课题，深入科研一
线开展科研创新实践锻炼，把科研
创新实践嵌入学生培养全过程。

中医药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挑战。未来，中医药教育
界应持续贯彻《中医药法》精神，秉
承中医药发展命运共同体理念，不
断续写新时代中医药教育新篇章，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中医药
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医药教育是传承中医药文化、创新中医药学术的重要载体，是培养中医药人才、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基
础。培养什么样的中医药人才，事关中医药事业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
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

今年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实施7周年。《中医药法》是我国第一部全
面、系统地体现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基本性法律，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作为中医药
高等教育工作者，笔者深切地体会到《中医药法》实施7年来，对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
效保障了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

养 生 食 谱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养心安神——百合绿豆薄荷汤
□李珮琳

材料：百合60克，绿豆60克，薄荷20克，冰糖适量。
做法：百合、绿豆洗净后，放入碗内浸泡3小时；

在锅内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后放入百合、绿豆，煮
至绿豆熟烂时放入薄荷再煮20分钟，最后加入适量
冰糖调味。

功效：养心安神、清热降脂。

《黄帝内经》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观点。中医认为，脾胃功
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体阳气的盛衰。脾胃功能强，气血旺，阳气足；
脾胃功能弱，阳气不足，疾病丛生。因此，夏季养生要注意保护脾胃。

夏至时节，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
天。因此，夏至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俗语说：“夏至一阴生。”
阴气也从这一天开始滋长。此时，人们应根据夏季阳盛于外的特点，注
重保护脾胃，提高免疫力。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的

那些事，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您
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节气养生》《读书时间》《读名著·品中医》
《养生堂》《中药传说》《杏林撷萃》等栏目期待您
来稿！

联系人：李歌
投稿邮箱：258504310@qq.com

赵匡胤，宋代开国皇
帝，始称宋太祖，涿郡（今
河北涿州）人。

《清波杂志》记载，五
代时，有一名叫卓奄的和
尚，靠种菜维持生计。一
天中午，卓奄饭后小睡片
刻，梦见一条金色巨龙飞
到菜地，咬食莴苣。卓奄
突然惊醒，但梦中情景历
历在目，心想定有贵人将
要来临。卓奄抬头朝莴
苣地望去，看见一位相貌
堂堂、身材魁梧之人正欲
取莴苣。他赶紧谦恭地
走上前去，取了大量莴苣
赠给这个人。临别时，卓
奄说：“苟富贵，无相忘。”
那人回答：“异日若得志，
定当为您修一座寺庙以
谢今日馈赠之恩。”此人
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投军后，屡立
战功，官至殿前都点检。
960 年，赵匡胤发动陈桥
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
帝 ，建 立 宋 朝 ，定 都 开
封。即位后，赵匡胤知道
卓奄还活着，为卓奄修建
了一座寺庙。从此，莴苣
也成了食疗养生佳品。
我国国徽设计者之一、美
术家钟灵曾赋诗赞莴苣：“生拌熟烹两相宜，
长存朝气是良师；厨间只欲添佳味，无意惊人
着虎皮。”

莴苣，又名莴笋、千金菜，为菊科植物莴
笋的茎叶及种子，我国长江流域普遍栽培。
中医认为，莴苣味甘、性凉，入大肠经、肝经、
胃经，有清热利湿、通络下乳的功效，适用于
脾胃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尿血、产后缺乳或
乳汁分泌不足等。《本草纲目》言其“通乳汁，
利小便，杀虫解毒”。《本草纲目拾遗》言其“利
五脏，通经脉，开胸膈”。《日用本草》言其“利
五脏，补筋骨，开膈热，通经脉，去口气，白齿
牙，明眼目”。现代研究结果表明，莴苣富含
蛋白质、糖类、胡萝卜素、维生素Ｂ、维生素
Ｃ，以及钙、磷、铁等矿物质，有“素食中的保
健高手”之称。莴苣具有以下功效。

预防神经管畸形 科研人员发现，莴苣中
含有天然的叶酸，孕妇多吃莴苣及含叶酸丰
富的食物，有助于胎儿脊髓的正常形成，并降
低胎儿患神经管畸形的风险。

防癌抗癌 莴苣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
矿物质，还含有莴苣苦素、芳烃羟化酯等。莴
苣苦素能够分解食物中的致癌物质，防止癌
细胞生成，对于肝癌、胃癌等有一定防治作
用。此外，莴苣还可减轻癌症患者放疗或化
疗的不良反应。芳烃羟化酯能分解引起细胞
突变的致癌物质亚硝胺，对于消化系统癌症
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调节血糖 莴苣中糖和脂肪的含量较低，
矿物质、维生素等含量较为丰富，尤其是含有
较丰富的烟酸。烟酸是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及促进葡
萄糖转化为脂肪的作用，有助于改善糖代谢，
调节血糖。

促进睡眠 莴苣含有一种乳状浆液，有安
神镇静的作用，适宜神经衰弱、失眠者食用。

提高食欲 莴苣味道清新且略带苦味，可
以刺激消化酶分泌，增进食欲。其乳状浆液
可以增强胃液、消化酶和胆汁分泌，从而刺激
消化道各器官蠕动，促进消化，对消化功能减
弱和便秘者尤其有利。

改善心脑血管 莴苣的钾含量丰富而钠
含量较低。高血压病、心脏病患者常吃莴苣，
可以维持体内的水电解质平衡、促进排尿、降
低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防治贫血 莴苣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无
机盐，其中铁的含量尤为丰富。铁在有机酸
和酶的作用下，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莴苣
可以有效防治缺铁性贫血、妊娠期贫血、产后
贫血等。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