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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本报讯 （记者王明
杰 通讯员曾昱豪 郭鑫
屈秀玲 吴琼）1月9日，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
原门氏妇科流派传承人
门波收徒拜师仪式在郑
州举行。信阳市人民医
院中医科主任屈秀玲正
式拜入门波教授门下，成
为中原门氏妇科第五代

传承弟子。
此次拜师仪式，不仅

促进了中原门氏妇科学
术流派的传承与发扬，也
为信阳市人民医院中医
妇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契机。今后，屈秀玲将深
入研习传统妇科良方，带
领科室人员积极弘扬中
医药文化，让中医药更好
地惠及百姓。

信阳市人民医院

医道传承薪火相续

焦作市中医院

体育医院运动康复中心揭牌
本报讯 近日，焦作

市中医院太极体育中心
门诊部暨焦作市体育医
院运动康复中心揭牌仪
式在焦作市太极体育中
心举行。

太极体育中心门诊
部的成立，是焦作市探索
体育与医疗卫生深度融
合的新尝试，为群众提供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它标志着焦作市在促进

人民健康、预防疾病、提
升人民体质等方面迈入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焦作市中医院将依
托专业的医疗团队和科
学的运动指导，提供从预
防保健、疾病治疗到康复
的全方位服务，让运动成
为治疗的一部分，让健康
成为生活的常态。

（王正勋 侯林峰 田
焦军）

鹤壁市中医院

爱心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 （记者王平

通讯员陈明焱 魏 星）近
日，鹤壁市中医院骨科、中
医特色护理门诊等科室的
医务人员前往鹤壁市淇滨
区书香铭苑党群服务中
心，为社区居民开展专家
义诊、健康筛查及中医药
特色宣讲活动。

在义诊现场，医务人

员为居民进行推拿、耳穴
贴压、中药硬膏贴敷等中
医药特色治疗，引得居民
们纷纷排队体验。

该院相关负责人说，
义诊活动旨在为居民普及
健康知识和疾病预防方
法，提供专业便捷的医疗
服务，在家门口撑起“健康
保护伞”。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

扎根基层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段泓涛 闫丽娜 苏应许 文/图

“我们医院的医生李晓垒和
杨文燕，在中医学术方面认真钻
研，勤奋好学，对待患者如同亲
人一般，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他们对中医的热爱和执着，让中
医药技术如同火炬传递一般在
基层得到广泛推广，更好地服务
群众健康。”近日，舞钢市中医院
国医堂中医内科医生侯国金被
确立为 2024 年全国基层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专家时，他满脸笑容、激动不已。

据介绍，全国基层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是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推进的
一项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承载
着深入挖掘、系统整理、有效传
承并广泛推广基层名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思想与精湛临床技艺
的重要使命。侯国金作为舞钢
市中医院国医堂中医内科副主
任医师，在基层中医药领域深耕
多年，学术造诣深厚，临床经验
丰富。

1月14日，记者走进舞钢市
中医院的门诊大厅，映入眼帘的
是国医堂三个大字，走廊两侧设
置了具有独特风格的8个中医药

门诊诊室。在侯国金的诊室内，
记者环顾四周发现，患者送来的
各类锦旗挂满了墙壁，找他看病
的患者也是络绎不绝。“侯医生，
这几天我的肠胃不舒服，吃不下
饭，有点儿恶心反胃，浑身没劲
儿，您给我看看是什么病？”侯国
金通过“望、闻、问、切”，很快为
患者开出了中药处方，患者满意
地离开了诊室。

“自去年 7 月我们医院开始
申报名老中医工作室以来，每天
因脾胃病、肺病等疾病来就诊的
患者达50人以上，应用经方治疗
慢性病的患者不计其数，由于中
医药技术独特，在基层得到了广
泛认可。”侯国金说，舞钢市尚店
镇尚东村谢某12岁的儿子，因反
复低烧，身上疼痛、乏力，上不了
学，四处求医也未得到有效治
疗，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之久。
去年6月，谢某在别人的介绍下，
带着儿子来到舞钢市中医院就
诊，侯国金通过中医诊断，确诊
患儿为少阳经郁热引起的不适
症状。他运用“和解少阳，调和
营卫”的疗法，让患儿服用中药
汤剂进行调理。第一个疗程，患
儿出现低热的次数逐渐减少；第
二个疗程，患儿体温已经恢复到
正常范围。

在采访过程中，侯国金向记

者介绍了一个特殊病例。“这位
患者有轻度抑郁症，我们采用中
药调理，达到疏肝解郁、调节平
衡的目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侯
国金说，25岁的于某易怒、烦躁、
失眠、焦虑，对生活和工作造成
巨大困扰。于某来到舞钢市中
医院就诊，侯国金运用中药和心
理疏导相结合的疗法，一个月
后，于某的上述症状消失。“诊室
里悬挂的一面面锦旗充分说明
了患者对中医药技术的认可，我
作为一名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
专家，要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把
中医药传承放在第一位，做好

‘传、帮、带’工作，把中医药技术
传承给我的学生们，为更多的疑
难杂症患者提供优质的中医药
服务。”

据舞钢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蔡广贺介绍，近年来，该院紧紧
抓住中医药发展的机遇，弘扬了
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人才梯
队建设，推动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经验的继承与创新。按照全国
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建设要求，该院作为项目依托
单位，今年6月申报了“侯国金全
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工作室以侯国金副主任
中医师为引领，采取师带徒模
式，做实做细中医药“传、帮、

带”，与6名院内医务人员及乡镇
卫生院医生建立师徒传承关系，
采用传统师带徒形式，对传承人
进行授课，以座谈、侍诊、查房、
下乡义诊等形式传授学术经验、
学术思想，提高学员们的专业技
能和学术水平。同时，继承人认
真记录跟师笔记、撰写跟师心
得，认真整理门诊医案，总结老
师的学术思想。在授课过程中，
侯国金注重医德医风方面传承，
帮助传承人树立科学的中医药
发展观，指导其掌握中医药特色
诊疗技术，每月对传承人的学习
进行阶段性考核，以考核促成
长，进一步提升中医药诊疗水
平，不断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从而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使中
医药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新的一年，舞钢市中医院充
分发挥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的作用，进一步加
强学术交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同时加强人才培养，举
办学术经验交流会，提供更多的
培训机会，帮助继承人进一步提
高业务能力；定期下乡巡诊，重
点指导基层医生解决疑难复杂
病例，继续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探索传承长效机制，促进可持续
发展，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

侯国金正在带领医生学习中医药适宜技术

→1月13日上午，在汝阳县中医院门诊大厅，一名患者家属
正在享用医院免费提供的预防流感中药汤剂。入冬以来，该院组
织资深中医药专家精心制作预防流感的中药汤剂等，在门诊大厅
及3号楼一楼大厅向群众免费提供，方便大家随时饮用。

刘永胜 武啸南/摄

全国名中医赵文霞团队编写的中医药科普图书
荣获河南省2024年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
讯员冯 超）日前，河南省 2024
年优秀科普作品（图书）评选活
动揭晓，全国名中医、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赵文霞带
领团队编写的《别让脂肪伤了
肝：图说脂肪肝防治 180 问》荣
获一等奖。

这一图书作为普及脂肪肝
防治知识的科普读物，由全国
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赵文霞领
衔，依据国内外权威的脂肪肝
及相关疾病诊疗指南，结合赵
文霞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体会编
写。

赵文霞长期致力于中医药
在脾胃、肝胆疾病防治方面的
研究，尤其擅长治疗慢性病毒
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脂肪肝
等疾病，其团队的多年研究成
果在书中得到了体现。

《别让脂肪伤了肝：图说脂
肪肝防治180问》一书以通俗易

懂的文字阐述脂肪肝相关理
论，内容深入浅出，趣味性强，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全面、
实 用 、易 懂 的 脂 肪 肝 防 治 指
南。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
脂肪肝的认识和防治意识，也
为脂肪肝患者提供了科学、合
理的治疗和管理建议。

值班主任 王保立 责编 安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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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杨
洋 张贵彦）1 月 10 日，河南省医学科
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南阳南召基
地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和揭牌仪式
在南召县举行，进一步加强院地合作，
推动健康河南建设。仪式上，河南省医
学科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南阳
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及南召县相关负责
人共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南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将其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
优势产业链群、着重打造的千亿级产业
集群之一，先后出台了《南阳市支持生
物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南阳市生物产
业补链强链延链行动方案》，围绕中间
体、原料药、生物发酵、动保产品、现代
中药、医疗器械五大产业集群，不断完
善生物医药大健康和医疗服务体系；
2024年全产业链产值约400亿元，南阳
市入选中国中药产业综合实力30强城
市，中医药产业集群上榜2023年河南省
1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此次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订和南召基地揭牌运行，对做
大做强南阳生物医药产业，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南阳市
委、市政府将在政策、资金、资源等方面
给予全方位的保障，为科研工作的顺利
开展创造良好条件，助力合作取得丰硕
成果。

本次合作将依托河南省医学科学
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公共平台资
源，探索南召县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共享
省医学科学院新药筛选检测、大分子药
物、药物评价、食药同源评价等，持续加
大共享力度，提升平台使用效率；河南
省医学科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将
发挥资源优势，协助南阳南召基地在招
引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等方面给
予支持；培养、聚集和吸引优秀人才，开
展学术合作与交流，为基地建设提供必
要的支撑；利用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
南省中医药科学院的科研院所、附属医
院技术研发优势，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和
人才培养，发挥南阳作为全国中药材的
主产区、南召县辛夷等产业的特色优
势，开展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建设以辛

夷等为原料的中药饮片、保健品、中药制剂等系列产品，拓宽辛夷
等中药应用领域；充分发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
学院创新引领作用，加强南召县与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省中
医药科学院、中原纳米酶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全方位多维度协同创
新发展，联合开展科研活动和技术攻关、委托课题、上下联动、资
源共享，切实提升南召基地研发能力和水平；发挥河南省医学科
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以恒利康生物
科技为代表的企业与省内外相关“头部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当地
优势资源，分离筛选保藏适合大健康需求的菌种，促进益生菌菌
种选育和应用转化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植物酵素产品
的提质升级，打造康养品牌；同时，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负责定
期征集辖区内生物医药企业人才、技术、项目需求情况，与河南省
医学科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沟通开展技术对接合作，遴选
出适合南阳生物医药产业改造升级和具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
技成果，优先在其所辖企业实现转移转化，加快南阳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等产业链与创新链、供应链无缝衔接，
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落地转化。

基地签约挂牌，标志着四方合作的开始。下一步，南阳市将
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科研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让更多患者受益于科技创新；加快河南省医
学科学院、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南阳南召基地建设，建立长期稳
定、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省中医
药科学院的创新发展引领和带动下，南召县人民政府整合全县生
物大健康科技创新主体及平台资源，以点带面。南阳市卫生健康
体育委协调推进全市卫生大健康领域创新体系建设，坚持资源整
合、创新协作、共建共享的理念，持续催生成果转化，引领生物大
健康产业晋位升级，为河南高质量发展贡献南阳力量。

巩义市新华中医院

医养结合守护老人身心健康
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讯

员宋 欢 杨景瑞）“王大爷，医生
给您新开的降糖药和降脂药，我放
在您床头柜上了。”近日，在巩义新
华中医院医养结合中心，85岁的王
先生不用排队、挂号，护士就会准
时把常用药送过来。

“以前我就怕自己三更半夜身
体不舒服，如今在这儿住着，看病、
拿药都很方便。”说起“医养结合中
心”，王先生告诉记者，“医养结合
中心 24 小时都有医生、护士值班，
住在这里，有安全感。”

巩义市新华中医院（原巩义市
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采用养
老与医疗相结合的服务新模式，有
效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及就医问

题。该中心配备有专业的护理照
料团队，采用成熟的照护体系和特
色护理，借助中风科（神经内科）、
骨伤科、心内科、消化内分泌科、康
复科等重点专科优势，根据入住老
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特点，量身定
制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为老人提供
全方位高质量的24小时照护服务，
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巩义市新华中医院医养结合
中心坚持“以老人身心健康为本”
的理念，24 小时贴心服务，建立健
康档案，医务人员定时进行日常巡
视、健康监测，帮助老人进行药品
管理，服务老人健康生活，为每位
老人提供全方位生活护理、照料服
务。常年有院内知名中医专家坐

诊，可为老人量身定制中医养生保
健方案，增强老人体质。

“杜阿姨，吃饭啦！”推开房门，
护士杨景瑞端来温水，为杜女士洗
脸、洗手，再帮她系上围兜，协助她
进食、吃药。

今年 60 多岁的杜女士患尿毒
症，且有多种慢性病，曾多次住院
治疗，出院后病情不断反复，生活
不能自理，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日常的看护让唯一的
女儿临近崩溃。今年年初，家属将
杜女士送至巩义新华中医院医养
结合中心。

两天一次的透析、调整用药、
康复训练、测量血压、换洗床褥、聊
天互动……在医务人员日复一日

精心护理下，杜女士精神状态日渐
好转。杜女士的女儿说：“来看妈
妈时，看到杨护士在逗妈妈笑，喂
妈妈吃饭，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
有了明显的改善。真的是非常放
心，我也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实实在在解决了我的大
难题。”

“医养结合中心为老人制定了
个性化的健康评估方案，全面了解
其健康状况和需求，安排医生定期
巡诊，制定合理的用药方案，针对
性 开 展 健 康 教 育 和 预 防 保 健 服
务。此外，我们定期组织心理咨询
等活动，以缓解老人的心理压力和
孤独感。”巩义新华中医院医养结
合中心主任王利丹说。在医养结

合的养护模式下，经过健康管理、
生活照料、康复训练、个性化营养
膳食、健康评估等，现在杜女士已
经能下地活动。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巩义市新华中医院医养结合中心
不仅关心老人身体健康，更注重老
人的心理护理。该中心会鼓励老
人多参与集体活动，并为其安排多
姿多彩的文娱活动，如康复锻炼、
练八段锦、打太极拳、下五子棋、辅
助步行训练等，让老人在这里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

医养服务，考验的是细节。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巩义市新华中医
院医养结合中心依托自身的医疗
优势，满足老人“小病不离床，大病
不离院”的养老需求，为入住老人
提供专业、便捷、全面的医养服务，
切实解决失能、半失能、长期病、多
重慢性病的老年人家庭及社会照
护难题痛点，实现就医零距离、探
访近距离，让老人们在医疗与养老
的融合中，安享晚年的美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