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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让中医“味儿”更醇
本报记者 常 娟 王 平

本报讯 （记 者
刘静娜）2024年12月
31日，在河南省短缺
药品供应保障会商
联动机制全体会上，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对 2024 年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会商联动
机制取得的成效进
行了总结，研讨了存
在的问题，对进一步
做好短缺药品保供
稳价工作进行了安
排。

2024 年，河南省
充分发挥会商联动
机制的作用，促使各
成员单位协调联动，
推进短缺药品保供
稳价工作，使药品短
缺现象得到有效缓
解。

短 缺 药 品 供 应
保障关乎民生与社
会稳定，是重大政治
任 务 与 民 生 工 程 。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全面分析了河南省
短缺药品保供稳价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要求重点加
强保障基层群众药
品的可及性，各成员单位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
沟通、监测信息互通、阶段交流、紧急事项会商
等，切实保障临床药品供应，满足人民群众的用
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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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旸）
2024 年 12 月 30 日，“郑在
救·五分钟社会救援圈”公
益项目在郑州签约。未来
3年，这一公益急救项目将
致力于提升郑州市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应急救
护能力，用科技助力城市
应急救护体系完善，为生
命救援提供更多保障。

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
者来说，当意外发生时，如
果救援人员在现场能够就
近获取 AED 应急救护设
备，就能及时开展心肺复
苏、AED 电击除颤等应急
救援，填补医务人员到达
前的空窗期，为挽救生命
创造条件、赢得时间。

“郑在救·五分钟社会
救援圈”公益项目依托郑
州市网格化管理平台，通
过加强AED配置和应急救
护培训，数字化联结120急
救系统、AED 定位系统和
志愿服务系统，实现急救
需求与救援资源的高效匹
配，变“偶发式”急救为“网
约式”急救，旨在完善社会
化应急救护体系，提升院
前急救率，守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

按照计划，“郑在救·五
分钟社会救援圈”公益项目
分3年实施。其中，2025年
项目预计投入超1000万元
资金，拟购买、配备 500 台
AED设备，同时，面向社会
有针对性地开展志愿者招
募并开展急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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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了，我一直想来看看你们，看看
当年手术台上和我说话的医生。”2024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医生看完检查结果，给
出“术后没有复发迹象、恢复不错”的结论
后，原本面容严肃、神情紧张的贝贝（化
名），脸上瞬间充满了笑意。

17 年前，贝贝因患脑瘤，在新乡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手术。脑部的手
术一般都是全身麻醉，怎么可能在手术
台上说话呢？原来，贝贝当年接受的是
大陆首例全过程清醒状态下功能区脑肿
瘤切除术。因为常规的脑肿瘤切除术是
采用全身麻醉，患者在手术中完全没有
知觉，医生也无法在手术中判断是否损
伤了患者的语言区和运动区。“如果切除
过程中损害到脑功能区，患者就会出现
偏瘫、失语、失明等后遗症。”该院神经外
科一病区主任医师周文科说。当年，他
就是手术团队的一员，在手术台上和全
程清醒的贝贝说话，探测出贝贝大脑内
哪些部位是“禁区”，防止在切除肿瘤时
误切这些重要功能区，以避免患者发生术
后瘫痪、失语的严重后果。

当年，贝贝被确诊为脑瘤，这让贝贝和
家人陷入绝望。“手术费要 2 万元，当时家
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想着不治了。”贝贝
回忆说。

幸运的是，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当时正在开展“博济力健工程”，为患者免
费手术，贝贝符合手术条件。2007 年 3 月
17日，是让贝贝一生难忘的日子。在手术
台上，医生不断和贝贝交流，向她提问简
单的加减法题目，她都不假思索地给出了
正确答案。经过近 3 小时的手术，肿瘤被
顺利切除。当听说手术马上结束时，手术
台上的贝贝俏皮地比起了“V”形手势，把
医务人员都逗乐了。手术结束时，贝贝自
己坐了起来，笑着穿上病号服，下了手术
台。此时，手术团队成员都如释重负，而
一直坐在手术室外的贝贝家人也终于放
下了心。

17 年后，贝贝已开启全新的人生，在
结婚后拥有了一儿一女，家庭幸福美满。
这一次，贝贝与丈夫特意回到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在复诊的同时，也向当年给
予她第二次生命的医务人员表达深深的感
激之情。

“17年了，我一直
想来看看你们”

通讯员 刘娓希 赵芸萱

1月2日，焦作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正在鉴定血型。近日，焦作市中心血站接到一家医院的求助，该院一名胃部恶性肿瘤患者病情危重，
急需手术，却因技术问题无法完成血型匹配。随后，该血站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利用多种实验方法成功鉴定出患者的血型，并为患者提供了术
前的救命血和术中的储备血。据了解，多年来，焦作市中心血站不仅负责全市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的采集供应工作，还承担着特殊血型鉴定、疑
难输血检测和咨询指导的工作。为了及时给全市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焦作市中心血站相关工作人员全天24小时处于应急状态，随时为
临床用血提供保障。 王正勋 侯林峰 王 琰/摄

2024 年 12 月 30 日 10 时，郏县
医疗健康集团中医院院区（以下简
称郏县中医院）成人康复医院医务
人员正在运用针刺、推拿、拔罐等中
医药特色疗法促进患者康复；同一
时间，郏县医疗健康集团龙山分院
中医馆医务人员正忙碌地为患者把
脉问诊、煎药；郏县医疗健康集团冢
头分院中医科医生专注地跟随上级
医院医师坐诊、查房……

中医药的优势在基层，中医药
的声音在基层。连日来，记者在郏
县中医院及乡镇卫生院采访发现，
这里紧盯中医药强县目标，主动探
索，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扩大中医
药服务范围，让中医“味儿”更醇，中
医药服务能力更强。

县中医院“龙头”强了

不久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
文公布了 2024 年全国基层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名
单，郏县中医院脑病三科主任卢军
占被认定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这样
的专家全国共有 896 位，河南省共
有60位，平顶山市有5位。

“这既是对他传承发展中医药
事业作出贡献的肯定，也是近年来
我院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
展结出的又一硕果。”郏县中医院党
委书记林爱国说。

作为郏县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领头羊”，近年来，郏县中医院积极
练好“内功”。据郏县中医院院长王
栋介绍，该院实施人才立院战略，蓄
积医院发展动能。该院一方面设立
了 200 万元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制
订了中青年医师培训实施方案，除
积极搭建平台让中青年医师到市级
以上医院接受临床学习培训，还发
挥院内中老名医的临床带教、指导
作用，制订中青年医师培训实施计

划，对中青年医师每月进行一次学
习培训；另一方面，积极邀请平顶山
市级以上医院知名中医药专家前来

“传经送宝”。
截至目前，郏县中医院拥有“朱

汉章针刀医学奖”获得者张彦珂、王
朝君等十余名中医药专业技术人
才；成功打造了针灸康复理疗科、糖
尿病科 2 个省级重点中医专科，治
未病科和脑病科2个市级重点中医
专科。同时，还新增了儿童康复科、
肿瘤科、心病科、康复科等4个县级
重点发展专科。

在科研上，郏县中医院同样表
现出色。该院研发出腰腿康复丸、
腰腿疼痛丸两个纯中药制剂，目前
已通过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并投入临床使用，受到了患者好评；
研发出医用冷敷贴、馨黑白丑两种
纯中药外用药；在2023年度河南省
医学科技攻关计划联合共建项目立
项名单中，该院申报的“肾著汤（甘
姜苓术汤）加味治疗寒湿性腰肌劳
损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项目，和

“基于数据挖掘和网络药理学探讨
古代中医治疗头痛方剂的用药规律
及作用机制分析”项目获批立项，成
为全省唯一一家有省级科研课题被
立项的县级中医院。

中医药特色亮点多了

走进郏县中医院治未病中心，
古朴典雅的中医药文化长廊，洋溢
着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记者
了解到，这是全省县级医院中第一
家治未病中心。该中心通过对亚
健康人群实施腹针、阴阳平衡罐、
经络调理等40余种中医特色疗法，
将群众健康管理关口前移，年服务
患者1.5万多人次。

在郏县中医院针灸推拿医院，
每年有2万多人次接受推拿、火针、
耳针、脐疗等中医药疗法；郏县中医

院成人康复医院年均服务患者近千
人次，中医药康复疗法在康复治疗
中的使用率达到100%。

“大力发展特色专科的不只是
郏县中医院。”郏县卫生健康委中
医股股长李献华对全县中医药特
色亮点如数家珍。郏县制订了推
进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药科室
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和建设标准，
全县县级综合医院全部完成了中
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全县 13 个
乡镇卫生院、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均能开展 6
类（针灸、艾灸、刮痧、推拿、拔罐、
中药溻渍等）10 项（毫针、腹针、脐
针、关节运动推拿技术、经穴推拿
技术、关节调整推拿技术、隔物灸、
针罐技术、穴位贴敷技术、中药泡
洗技术等）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
项目。在原有中医馆的基础上，按
照示范化中医馆建设标准，郏县还
对堂街、冢头等卫生院中医馆进
行提档升级，共有 9 家被评为省
级示范中医馆，超额完成省定创
建目标，创建数量位居平顶山市
第一。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文件
提及中医阁建设之前，我们自选动
作，印发了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建
设实施方案，从装修风格、文化氛
围、标识标牌、制度版面、设施设
备、人员配备等方面实行‘六统
一’，促进村卫生室建设。我们通
过摸底遴选，选择了基础条件好、
中医药服务能力强的村卫生室作
为试点。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以点
带面在全县打造了 90 所具有中医
药特色的村卫生室和 40 所中医
阁。”李献华说。

郏县龙山街道崇文社区卫生室
医生张小朋告诉记者，该卫生室去
年就增挂了崭新招牌——中医阁，
能够开展6类10项以上中医药适宜

技术服务。

基层中医药人才“聚”了

老百姓对中医的需求很大，尤
其是名老中医，如何把好中医留在
基层？郏县采取“悉心育”等多种手
段，让中医药人才“长”在基层。

李献华介绍，郏县医疗健康集
团建立了全县中医药人员“乡聘村
用”“轮流派驻”的人才使用和管理
机制，对集团内各成员单位的中医
药服务实施规范化、同质化管理，促
进中医药人才向基层流动。

郏县中医院发挥中医药人才
优势，根据各乡镇工作实际，采取
托管、共建、帮带等形式，与乡镇卫
生院开展科室共建，下派中医专家
到基层长期坐诊、带教、查房，将下
派人员的考勤与绩效纳入帮扶单
位统一管理，真正实现人力资源共
享、科室利益共赢。目前，郏县中
医院已共建中医专科 7 个，下沉针
灸、小针刀、神经阻滞、穴位注射等
新业务、新技术20余项。同时形成
专家效应，让患者随着医生走，引
导患者基层诊治，把一些常见病、
多发病、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实
现分级诊疗。

以郏县医疗健康集团白庙分院
（白庙乡卫生院）为例，得益于郏县中
医院儿童康复科的整体下沉，该院儿
童康复科病床数量从原来的30张增
加到70张，新增了听觉统合训练系

统、悬吊系统、沙盘等，使得康复方法
更加多样化；同时，开设了6岁至14
岁患儿周托服务，诊疗患儿涵盖平顶
山市新华区、叶县、鲁山县等地。

除了科室共建，郏县还充分发
挥县中医院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
心的职能，组织抽调相关中医类别
中级以上业务骨干组建师资队伍，
筛选适合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对全
县中医药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截至目前，郏县已培训乡村两级医
生1000多人次，实现了全县所有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适宜技术全
覆盖。

通过一系列举措，郏县建立健
全了中医药三级服务网络，全县382
所村卫生室均配备了 1 名中医或

“能中会西”人员，能够开展4类6项
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真正实现了

“乡乡有中医馆”“村村有中医服务”
的目标。

“我们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卫
生健康工作，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在
政策上给予倾斜，在机制上给予保
障，才让郏县的中医药发展焕发出
勃勃生机。”郏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张利恒说。下一步，郏县将
以建设中医药强省大会为契机，围
绕传承创新发展主题，紧盯中医药
强县目标，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服务
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厚植发展优
势，全面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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