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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在沁阳市中医院，消防教官正在向医务人员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1月2日~1月3日，沁阳市中医
院分别在东、西两院区开展全覆盖式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在培训现场，消防教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火灾案例，从安
全隐患、火灾扑救、火灾自救等角度讲解消防知识，并在现场对消防器材的使用进行实操教学。

王正勋 侯林峰 屈文薇/摄

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讯员石红军 赵 阳）登

封市人民中医院工会驿站
坚持“工会有力量、医院有
温度”的服务理念，在解决
户外劳动者歇脚难、喝水难
等基本问题的同时，充分发
挥中医药特色，让“小驿站”
传递“大健康”，被广大劳动
者称之为“当归”驿站。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位
于市区中心繁华街段，人流
量较大，医院工会驿站在门
诊大厅外专门设置 24 小时
爱心便民茶饮区，结合中医
五运六气理论，按照中医因
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
提供醒脾化湿茶，养心安神
茶、清热利咽饮、夏季消暑
饮等，让环卫工人、快递员、
送餐员等户外劳动者亲身
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和工
会组织的温暖。据统计，
2024 年 6 月以来，工会驿站
共为户外劳动者和周边商
户提供茶饮服务 2.36 万人
次。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工
会驿站充分发挥中医药研
学基地的优势，2024年共组
织32场研学系列活动，共计
1443 名学生参加。医务人
员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互动
学习，让学生了解到中医药
文化发展史、中医“四诊”知
识、常见中药药性，制作三
九（伏）贴、中药糖果、中药
香囊，跟练八段锦、五禽戏
和眼睛保健操等，让学生近
距离感受祖国中医的博大
精深，从而激发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与传承。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工
会驿站坚守医者仁心，开展

“五进”活动，多次组织专科
医生为户外劳动者开展义
诊活动。针对户外劳动者

生活作息不规律、长期提重物、工作强度大等特点，
医务人员从中医治未病的角度给予合理化建议和
职业健康指导，并引导他们树立个人防护意识，培
养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同时，为他们免费提供耳
穴压豆、核桃明目灸、正骨按摩等中医特色项目服
务，一位环卫工人说：“太舒服了、太神奇啦！”义诊
活动将健康关爱送到户外劳动者“家门口”，为他们
撑起了一把健康“保护伞”，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豫晋陕三省四市代表汇聚三门峡
共谋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医药发展大计
本报讯（记者 朱晓娟）共谋

中医药创新发展大计，共襄中医
药事业盛举，1月3日，豫晋陕黄
河金三角区域中医传承创新高质
量发展大会在三门峡市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
张伯礼做《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的思考》主题报告，立足中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前沿，为中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凝聚智慧和
力量。

近年来，三门峡市坚持把加
快中医药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
置，先后实施了三门峡市中医院
迁建、中药制剂研发质控中心建
设等一系列中医药发展项目。
三门峡市中医院与河南中医药
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等加强深度合作，提升综合
实力，为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区
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重要保障。三门峡市将以此

大会为契机，认真倾听专家学者
的真知灼见，运用好大会成果，
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事业蓬勃
发展。

河南省高度重视中医药区
域合作，全力支持豫晋陕中医药
融合发展，下步将进一步加强与
全国兄弟省份交流互鉴，共同推
进中医药专科学科建设迈上新
台阶，取得新成就。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专家团队，豫晋陕黄河金三角
区域三省四市，以及洛阳市、济源
示范区等地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
等，近500人参加此次活动。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 院 三 门 峡 合 作 医 院 正 式 揭
牌。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学术会
议、参观调研等活动。大会结束
后，张伯礼等专家在三门峡市中
医院新院区参加大型义诊活动。

让中医药在基层扎根发芽
——西平县二郎镇卫生院中医馆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胡志新 文/图

值班主任 王保立 责编 安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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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农村，不少人
因为劳累过度患了疼痛性疾
病。因此，二郎镇卫生院在现有
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力
度、改善就医环境、培养技术人
才、购置专业设备、开展中医项
目，让中医药在基层扎根发芽，
为患者提供‘简、便、验、廉’的
中医药服务，为群众的身体健康
保驾护航”。近日，驻马店市西
平县二郎镇卫生院院长刘鹏威
说。

走进二郎镇卫生院的门诊
大厅，映入眼帘的是装修风格独
特、中医诊室布局合理、服务功
能完善的中医馆。“针灸康复科、

中医治疗室、小儿推拿室、成人
推拿室、康复训练室、艾灸室、煎
药室、疼痛科、中药房等科室都
是我们卫生院的‘亮点’。科室
里使用的专业设备、开展的中医
药服务项目，吸引了周边地区的
患者慕名前来就诊。目前，我们
中医康复科每天的门诊量均在
50人以上，住院病床使用率达到
了100%。这些变化得益于医疗
环境改善、技术引进、人才培养
及能力提升，患者满意度大幅提
升。”刘鹏威说。

“经过治疗，我的嘴歪眼斜
症状明显缓解，如果再巩固治疗
几次就完全康复了。康东奎医

生的中医技术真好！”患者名叫
祝红（化名），2024 年 11 月 18 日
的早上，祝红起床后出现了嘴
歪、眼斜、说话含糊不清等症状，
她的女儿发现后立即将母亲送
到西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大娘，您这不是脑梗死，属
于面神经麻痹。”在西平县人民
医院，祝红经过治疗后能够正常
说话，医生建议祝红回到卫生院
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于是，祝
红到二郎镇卫生院中医馆进行
康复治疗。

“俺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康
东奎医生在治疗面瘫等疾病方
面有独特的方法，找他看病俺心
里感到踏实。”祝红一边接受记
者采访，一边不断地夸赞康东
奎。祝红住院期间，康东奎根据
祝红的病情，采用传统的针刺、
艾灸、低频治疗，配合口服药物
等方法进行治疗。目前，祝红的
嘴不歪，眼不斜，说话也变得清
楚。“像祝红这样的患者，还有很
多，我们采用中医药适宜技术，
为他们解除了病痛。”康东奎对
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效果自信满
满。

“为了满足不同患者的需
求，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的办法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让
患者有‘医’靠。”刘鹏威说，今
年，他参加了浙江大学中医馆建
设领航班培训，学习了国内最先

进的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结合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实际情况和
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他将这些
先进的管理理念运用到中医馆
建设上。在原有人员基础上组
建中医康复团队，发挥副高以上
职称人员的技术力量，新招聘中
医师、转岗培训人员，外聘专
家。同时，该院选派医生分别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驻马店市中医院、南京
市中医院进修学习，并到武汉、
济南、厦门、长沙等地参加中医
特色诊疗技术短期培训班，陆续
引进治本温灸、刮痧灸、热敏灸、
雷火针、小儿推拿、内热针等新
技术。

刘鹏威说，为普及中医药文
化，二郎镇卫生院每年都要组织
全镇乡村医生进行中医药适宜
技术培训，安排专家讲解艾灸、
针刺、推拿、按摩等中医药适宜
技术，通过多种形式，有力地推
动了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的
广泛推广和应用，为中医药事业
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与此同时，二郎镇卫生院还
定期邀请河南中医药大学、驻马
店市中医院等单位的中医药专
家来院坐诊、授课等，形成“学中
医、信中医、用中医”的良好氛
围。

二郎镇卫生院开展中医内
科、中医康复科、中医肛肠科、中
医治未病、颈肩腰腿痛科，设立
中医专家门诊、中医文化展览馆
等，以不同形式展现中医药的魅
力，传播中医药文化。截至2024
年 12 月底，该院住院 603 人次，
门诊量 2.1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了220%以上。

“目前，我们的中医康复团
队不仅有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情
怀，而且还身怀独特的中医技
术，在治疗各类疼痛疾病方面均
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
用优质的服务赢得了患者的广
泛认可与肯定。”刘鹏威说。

下一步，二郎镇卫生院将不
断探索和创新，努力打造治疗和
康复一体化的服务格局，为群众
的健康提供更坚实的医疗保障。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徐建
军 乔 俭）“服药 3 剂，口渴有减；服药 7
剂，目昏显减；服药10剂，乏力明显好转；
服药20剂，诸证皆失，神清气爽，空腹血糖
明显下降，10多年的顽疾终获临床治愈！”
近日，在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国家级名老
中医乔振纲传承工作室，一位贵州患者家
属通过微信视频连线，向乔振纲报喜。

57 岁的凌某有 10 多年糖尿病史，屡
经西医（服二甲双胍、注胰岛素）治疗，用
药中糖降，停药后反弹，病情时轻时重，遂
成顽疾。机缘巧合，患者得知国家级名老
中医乔振纲的盛名后，2024年12月13日，
于千里之外赶赴洛阳就诊。“患者跨省而
来，绝不能使其失望！”乔振纲说。

乔振纲接诊时了解到，凌某终日渴而
喜饮，饮不解渴，乏力、神疲，两目昏糊，大
便时干时溏；舌质暗淡，中部满布裂纹，舌
苔黄厚；脉沉细，濡而无力。脉证合参，治
宜益气健脾、滋肾养阴。

服药20天后，患者家属喜不自禁地向
乔振纲报喜说“10多年的顽疾，终获临床
治愈！”

针对为凌某开具的中药处方，乔振纲
说，方中重用黄芪，可以益气扶正，促使气
化，与白术同用，强化脾之生津功能；用辽
沙参、玄参、麦冬，取诸药甘凉养阴之功，
同时加用乌梅，寓酸甘化阴之能；用生地、
熟地、山药、女贞子、旱莲草等补肾填精，
强化阴精之源；用百合、知母、黄连、石斛、
桑叶等，取其清热润燥之功。本方妙在用
少量肉桂作为反佐，既削减诸药之寒性，
又蕴含“补阴必于阳中求阴，阴得阳助则
源泉不竭”之深意。综观本案之治，谨守
中医病机，明辨标本关系，君臣佐使分明，
配伍得当严谨，终获痊愈。

记者了解到，出身于中医世家的乔振
纲，系豫西中医泰斗乔保钧先生的长子，洛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以善治各
种肿瘤和疑难杂症而闻名于省内外。2012
年，乔振纲被确认为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18
年，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六部委批准，在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国家级名老中医
乔振纲传承工作室。2021年11月，乔振纲
获“河南省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药文化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讯员刘

娓希 范方婷 韩冰 赵芸萱）1月4日，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药文化馆
正式开馆。该院中药文化馆不仅是一
座集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科普宣传为
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展馆，更是一个
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展示手段的中医药
文化传播中心。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药文
化馆的建立，彰显了地域特色和中医药
文化资源优势，旨在突出展示中医药文
化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成就。中药文化
馆不仅是一个展示中药标本、传播中医

药知识的文化平台，更是一个传承中医
药文化的重要阵地。该院将利用好这
个平台，积极开展中医药科普活动，面
向广大群众普及中医药知识，传播中医
药健康理念，让中医药更好地惠及百姓
健康。

与会嘉宾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
中药文化馆参观。馆内展出了各类丰
富的中药标本，还通过文字、图片、实
物、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详细展示了中
药起源、发展、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

在中医药文化传承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分别进行主题分享。研讨会后，与

会专家来到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一病区、中医科，为患者
把脉问诊。

开馆当天，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同步举行第二届中医养生文化节。
名中医现场义诊，凭借深厚的医学造诣
为群众解疑释惑，给出诊疗建议；中医
特色诊疗项目展示，让群众亲身感受针
灸、推拿等传统疗法的独特魅力；中医
药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中
医药知识；免费品尝膏方和中药茶饮，
让群众在味觉体验中领略中药与茶文
化的完美融合。

鹤壁市中医院

举行中医药研学活动

漯河市召陵区中医院

成立河南省眩晕病诊疗分中心

本报讯（记者王 平 通讯
员陈明焱）1月6日，鹤壁市北大
培文中学的近60名师生来到了
鹤壁市中医院南海路院区开展
中医药研学活动。

师生们在医务人员带领下，
参观了煎药室、智能化中药房、中
医儿科门诊、中医特色护理门诊
等科室，了解中医药文化知识，感
受到中医药的神奇与魅力。

在中药房，中药师带领师生
们识别常用中药材、观看丰富多
样的中药标本，介绍了中医药的
发展。在煎药室，医务人员向师
生们展示了中药的煎煮过程。
中医特色护理门诊的护士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师生们讲解了
养生保健常识，还现场演示了耳
穴贴压、刮痧、火龙罐等中医特
色疗法。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骆 观）1月5日，河南省眩
晕病诊疗中心召陵分中心在漯
河市召陵区中医院揭牌。

河南省眩晕病诊疗中心召
陵分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召陵
区中医院在专科建设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是满足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的具体行
动。该分中心将成为区域内眩
晕疾病诊疗的标杆，为更多患

者带来希望与光明。召陵区中
医院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建
立规范化诊疗模式，形成眩晕
规范化诊疗体系，实现对眩晕
病患者的精准诊治，推动本地
区眩晕病的诊疗技术水平提
升，造福广大眩晕病患者。

随后，河南省眩晕病诊疗中
心主任张道培，围绕眩晕疾病的
诊疗进行了专题授课，为参会人
员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中医馆的医生正在为患者做艾灸治疗

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刘 超）1月8日，记者从南
阳市中医药管理局获悉，南阳市
中心城区12家中医诊所中医药
适宜技术（灸类）应用暨张仲景
经方阁艾灸馆以已正式运行。

在中医诊所设立张仲景经
方阁艾灸馆，就是要充分发挥诊
所贴近群众的作用，引导中医师
将行医理念从“治病为中心”转
向“预防为主、以健康为中心”，
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艾灸、体
验艾灸，从而享受到艾灸带来的

健康益处，并运用艾灸等中医药
适宜技术为广大群众解决颈、
肩、腰、膝疼痛等中医药慢性疼
痛问题，让人们感受到中医“简、
便、验、廉”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南阳市首批 60 家
张仲景经方阁艾灸馆将陆续挂
牌。近年来，南阳市聚力打造中
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建设康
养目的地，通过提升产品品质、
加强人才培养、规范灸疗服务，
强力打造“南阳艾”“仲景灸”品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