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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淇县中医院，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牛凤
景正在为学生们传授中医药适宜技术。牛凤景扎根基层，精研
岐黄，曾对《伤寒论》中的110余方一一亲尝其滋味，辨别每个经
方的寒性热性，从而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他著书三部，其中

《中风证治》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三等奖。
王 平 王 雁 栗 博/摄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

举行中医师承拜师仪式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

员杨 磊）“愿与弟子携手谱写杏
林新篇章，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插上传承创新的翅膀……”10月
31日，在登封市人民中医院举行
的中医师承拜师仪式上，全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河
南省首届青苗人才、登封市人民
中医院副主任医师齐帅作为师
傅代表对中医师赵昊譞等 18 名

徒弟的讲话朴素又发人深省。
在拜师现场，18名师承弟子

分别向师傅呈递拜师帖、行拜师
礼、奉拜师茶、送上鲜花，表明自
己“立志中医、尊师重道，献身中
医药事业”的信心和决心。郑州
市名老中医孙三友、王文涛，登
封市名老中医冯秀哲、刘嵩平、
卢彦顺、黄星、李桂红、齐帅、丁
峰等9名师傅分别向新弟子赠予

中医典籍，勉励弟子精研医术、
治病救人。整个仪式简单而庄
重，“一躬、一拜、一盏茶”展现学
生对老师传道授业的敬重与感
谢。

登封市总医院党委书记、登
封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冯颖灿
说，师徒结对、青蓝相接。“师带
徒”是中医传承的根基，作为千百
年来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要模

式，师承教育在传承中医药学术
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方面
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老
师们要充分发挥“传、帮、带”作
用，在当好医师的同时更要当好
老师，做好医德医术传承；弟子们
要追随师父的步伐，学以致用，守
正创新，传承名医学术思想、辨析
名家医案、研习临证经验，让中医
药文化发扬光大。

“当时，我担心儿子的身体不能康复了，
来到鲁山县中医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念
头，没想到经过4个疗程的康复治疗后，竟
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儿子不但能离
开轮椅站立，而且能在走廊里行走 400 多
米，这真是奇迹呀！”近日，一直陪着儿子进
行康复训练的父亲马某，谈起儿子康复治疗
前后的变化激动不已。

患者名叫马天成（化名），家住鲁山县辛
集乡小河李村，今年37岁。据他父亲介绍，
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马天成在家里与好友
一起聊天时，突然出现呕吐、恶心、浑身无力
等症状，朋友见状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
话，及时将马天成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经过
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 18 天的抢救，患者虽
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偏瘫、语言障碍
和记忆力障碍等脑出血后遗症。

“马天成刚来我们康复科的时候，不会
说话、不会交流、不会坐立、不会行走，身上
还插着导尿管，气管还切开着，病情确实比
较重。”县中医院康复科主任马松雅说。马
松雅根据患者的康复评分结果，为患者制定
了融合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康复理念为一
体的康复治疗方案；同时，辨证施治，给予患
者中药口服。经过 3 个疗程的综合康复治
疗，患者的肢体和语言、智力等功能逐渐得
到恢复。

“我在这里已经接受了3个疗程的康复
训练，康复师对我进行‘一对一’的治疗，技
术很棒、治疗效果很好。我再巩固治疗一段
时间后，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啦！”患者董
某说，今年4月的一天中午，他在家中洗澡
时，突然出现昏迷、伴呕吐。家人立即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在医院经检查被确诊为急
性脑出血，经开颅手术等综合治疗后，保住
了生命。

“董某转入我院时，意识有时清醒、有时
昏睡，不会站立、不会行走，沟通困难，治疗
起来很费劲。”鲁山县中医院康复中心主任裴军峰说。根据患者
的病情，康复中心采用针刺、艾灸、刮痧、穴位注射、中风后遗症推
拿等传统中医特色技术以及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肌力训练等现
代康复方法，通过3个疗程的综合康复治疗，目前，董某已经能坐、
能站、能行走。“这里的医生技术高、服务态度也可好，大家相处很
融洽，跟一家人一样，而且住院报销比例高，食堂的饭菜经济实惠
又好吃。”患者的爱人李某说。

据鲁山县中医院副院长严传亮介绍，自2015年康复科成立以
来，一直秉承现代康复与传统康复相结合的治疗理念，对于脑血
管病患者，积极主动地抓住康复的黄金时期，在急性期或早期同
步进行康复治疗，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技术在康复治疗中的独特
作用，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及其家属的高度评
价，真正实现了“康复一人，幸福一家”的美好愿景。

锦旗传真情 医德暖人心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焦 磊

临颍县中医院

进社区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王 琳 佟 博）10 月 31 日
上午，临颍县中医院联合迎宾社
区，在绿城国际小区开展“情暖
居民，爱满迎宾”健康义诊活动。

在活动现场，临颍县中医
院的专家团队为居民们提供健
康咨询服务，把脉问诊，向居民
普及中医药知识，进行健康评
估。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刘 超）近年来，南阳市积极
实施仲景文化传播工程，创新开
展仲景大讲堂活动，把中医药文
化送进社区、校园、家庭、机关、
企业和乡村，把中医药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南阳立足“防未病、
治已病”，积极探索防治康养服
务模式，开展了万名中医师家庭
签约服务和万名护工居家养老
服务，有效提升群众对中医药服
务的获得感；为培育千亿级产业
链群，南阳积极发展中医药+养
生养老、食疗药膳、健康旅游等
新业态，积极打造康养名城……
近年来，南阳以建设全球中医文
化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
医药名都“两地一都”为目标，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深入实施

“1366”行动计划，努力推动中医
药文化、事业、产业“三位一体”
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走
在了全省全国前列。

文化引领，多措并举弘扬仲
景文化。南阳推动中医药传承
创新，首在增进人民群众的中医
药文化自信。仲景文化作为南
阳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文化标
识，是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
认同感，必须打好的一张“王
牌”。

在弘扬仲景文化方面，南阳
重点实施了三大工程：一是实施
仲景文化建设工程。南阳以医
圣祠为核心，高标准规划建设了

占 地 689 亩（1 亩 =666.67 平 方
米），集文物保护、收藏展览、文
化交流、中医诊疗、研学体验、观
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医圣文
化园，一期工程自今年5月开园
以来，累计吸引国内外游客60余
万人次，成为拜谒医圣、研学观
光的网红打卡地。二是实施仲
景品牌提升工程。南阳连续成
功举办16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
11届仲景论坛、两届医圣拜谒大
典，打造了“一节一坛一典”特色
品牌，仲景节会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影响力大幅提升。三是实施
仲景文化传播工程。南阳创新
开展仲景大讲堂、中医药文化进
社区、进校园、进家庭、进机关、
进企业、进乡村等“六进”活动，
累计建成张仲景博物院等3个国
家级、丹江大观苑等3个省级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在全市
上下营造了传承弘扬中医药文
化的浓厚氛围。南阳持续举办

“中医药文化夜市”，把中医药服
务送到群众身边，赢得了市民的
好评，被全国多地借鉴推广。

服务强基，千方百计做优中
医诊疗服务。推动中医药传承
创新，服务群众健康是根本。南
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

“六个一”项目，努力让群众看中
医更方便、更省钱、更有效。

南阳围绕打造一流中医药
高校，高标准筹建了总占地3000
亩的河南国医学院，目前已具备

验收条件。南阳与中国中医科
学院望京医院合作，建设了首个
落户地级市的国家中医骨伤区
域医疗中心，运行质量居同批次
项目前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国家级医疗服务。南阳
积极推动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
构提质增效，全面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全市中医院达到74家，
中医诊所近千家，开放中医床位
数 11130 张，三级以上中医院 6
所、三甲中医院3所，规模全省第
一。南阳大力实施仲景人才项
目，聘请34名院士、国医大师、知
名专家为南阳市中医药发展战
略顾问，利用仲景书院累计培养
本土经方人才132名，全市现有
中医执业（助理）医师10183 名。
其中，国医大师1名，全国名老中
医和优秀中医临床人才22名，河
南省名中医4名，南阳市名中医
56名。

南阳积极推动“医教研”协
同创新发展。南阳市被列为河
南省中医药科学院三个核心基
地之一，累计建成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研究室2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1个、市级重点实验室17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
23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
到 47 个，近年来 10 余项科研成
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南阳立
足“防未病、治已病”，积极探索
防治康养服务模式，创新开展万
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和万名

护工居家养老服务，有效提升了
群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获得
感。淅川、唐河、卧龙等县（区）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同比下降
了 5%左右、医保基金支出同比
下 降 6% 以 上 ，该 做 法 被 评 为
2023 年度《医疗蓝皮书》全国 5
个典型案例之一。

产业支撑，凝心聚力培育千
亿级产业链群。推动中医药传
承振兴，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化发
展。南阳中医药底蕴深厚、资源
富集、特色鲜明等优势，把中医
药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主导产业来抓，高标准开展“六
名”（名药、名企、名园、名艾、名
展、名城）塑造行动，着力推动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
合发展。

去年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年
产值达到400亿元，入选2023年
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十大集群，南
阳上榜全国中药产业综合实力
30强城市，中医药知识产权工作
入选国务院30个知识产权强国
典型案例。

在种“名药”上，以“药材
好、药才好”为理念，强力实施
宛药振兴计划，集中建设伏牛
山-桐柏山中医药产业走廊，努
力打响“道地宛药”品牌。目
前，全市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品
种达 83 个、面积 195 万亩，年产
值 80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
民产业。在塑“名企”上，大力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坚定
不移支持中医药企业做大做
强。目前，全市规模上中医药
企业达到 55 家，宛西制药跻身
2024 全国中成药工业综合竞争
力 50 强。在育“名艾”上，南阳
发挥艾品质优良的独特优势，
积极推动艾草全产业链发展，
着力打造“世界艾乡”。近期，

“南阳艾”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为河南省近 6 年来、南
阳市16年来唯一获批产品。目
前，全市艾草种植面积达 30 万
亩 ，注 册 艾 草 种 植 加 工 企 业
1551家、批发零售企业3132家、
服务机构393家，艾产业总产值
180 亿元，艾产品占据全国市场
的70%以上。在创“名城”上，南
阳依托中医药资源和老界岭、
宝天曼等生态资源，积极发展
中医药+养生养老、食疗药膳、
健康旅游等新业态，努力打造
康养名城。目前，已建成河南
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10
个、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20个，
南阳市康养旅游基地 19 个、乡
村康养旅游示范村25个。

下一步，南阳锚定“中医药
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定位，以建
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
验区为引领，持续做好“医、药、
文”3篇大文章，加快打造全球中
医文化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
国中医药名都，努力让古老的中
医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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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洛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79 岁的杨女士（化名）及其
家人带着一面写有“医德高尚
医术精，关爱患者暖人心”的锦
旗来到中医科，交到了陈烨、李
月华两位医生手中，感谢中医
科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悉心
照护，使杨女士的病情得以控
制和缓解，减轻精神困扰。

53 年前，时年 26 岁的杨女
士因为一些事和家人产生矛盾
并大吵一架，从那以后，其情绪
行为上就开始出现异常，主要
表现为情绪易波动、睡眠差、兴
奋话多，甚至曾在一次吵架后

离家跳井。杨女士的情况在当
时的环境和认知下并未得到重
视，更未加干预，她的病情不断
加重，经常发怒、打骂家人，开
始出现幻觉与妄想症状，总是
自言自语、说有人要害自己。

几十年来，在杨女士病情严
重时，家人也曾多次带她到精
神专科医院就诊，但每次都是
病情略有好转后就急于出院，
出院后也未遵医嘱按时足量服
药，致使病情反复发作，多次出
现自伤行为。“她性格要强，打
心里就不配合治疗，认为药里
有毒，不愿吃，而且根本不听劝

说，没说两句话呢就突然发脾
气，又骂又打。”面对杨女士的
情况，家人非常无奈。后来，在
朋友的建议下，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家人带着杨女士来到了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就诊。

由于患者有很长的精神分
裂症病史，一直未坚持有效治
疗，致使其现在的症状比较严
重，且既往有糖尿病史和高血
压史，长期睡眠不好，身心状态
非常差。综合考虑杨女士的身
心情况，中医科制定了中西医
结合的治疗方案，初期给予抗
精神疾病药物和心理疏导，搭

配服用降压药物和降血糖药
物，后期运用中药和艾灸综合
治疗。

考虑到杨女士年纪大、身
心状态差，中医科医务人员将
杨女士列为重点看护人员，专
门为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看护
方案。每日坚持聊天与心理疏
导，逐渐建立信任，慢慢地帮助
杨女士正确认识病情，打消她
对药物治疗的疑虑。就这样在
中医科医务人员的关怀和照顾
下，杨女士的身心状况明显好
转，病情得以控制，不再经常性
反复发作。杨女士的家人对医

务人员的治疗和看护感激不
已，在杨女士达到出院条件后
特地送来了锦旗表达谢意。“非
常感谢中医科全体医务人员，
他们有耐心、有责任心，我们平
时忙没法来陪护，他们就经常
反馈治疗情况，让我们放心，在
出院的时候更是反复交代一定
要按时服药，定期复诊。”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中医
科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以患者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致力于运
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患者提供
优质的医疗服务，为患者的健
康保驾护航。

南阳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村
民
迷
失
深
山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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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 通讯员郭 磊）近
日，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一位 73 岁的老人在深
山中走失，所幸在家属的不懈寻找下于4天后找
到。官坡镇卫生院兰草门诊部负责人霍建民得
到消息后火速前往现场，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跋
涉，成功将其救下山并转运至卢氏县中医院，现
在老人伤情稳定。

接到求救电话后，霍建民等紧急出诊。救
护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在山脚停下后，霍建
民背着沉重的急救箱，开始徒步上山寻找老
人。山路狭窄，杂草丛生，极易迷路或受伤，但
他不顾个人安危，穿过茂密的草木丛，艰难前
行，只为尽快找到患者。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霍建民终于
抵达现场，他不顾脸上的汗水，现场评估老人伤
情。在紧急施救后，霍建民协助家属将老人抬
下山。在下山途中，霍建民不仅时刻关注山路
情况，还要时不时观察老人状态。他们将老人
抬下山后，紧急将老人转运至中医院医共体总
院急诊科治疗。由于救护及时，老人目前伤情
稳定，恢复较好。

霍建民从医 24 年，风雨无阻为村民提供医
疗服务，用关爱与责任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康。

卢氏县中医院医共体不断完善县、乡、村三
级医疗卫生体系，着力构建“大病不出县、小病
不出乡、一般病在村看”的就医格局，建立总院
与各分院上下联动、双向转诊工作机制，目前累
计救治患者1344名，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在急诊急救
方面形成以总院急救站为龙头，以6个乡镇分院
急救站（点）为支撑，结合“健康180”项目逐步形
成中医院医共体急救体系，实现联动，提升了救
治能力和效率。

今后，卢氏县中医院医共体将不断提升医
院综合服务能力，提高急危重症的救治能力，提
升乡村医疗水平、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应急处置
能力，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用中医人的忠于职守、敢于担当
和顽强拼搏开启新时代县域紧密型医疗健康共
同体发展建设新征程。

睢县卫生健康委

举行中医药技能考试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马 雷 林莎莎）10 月 25
日，睢县卫生健康委在县中医
院举行中医药适宜技术考试。
全县共有 700 多人参加此次考

试。考试分为上午、下午两批
进行。

本次结业考核，是对本年度
前两期培训成果的一次检验，培
养更多中医药适宜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