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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茶饮、零食抱抱桶、润
颜汤包、元气汤包、养生馒头礼
盒……春节期间，灵宝市中医院
药膳坊里一派繁忙景象，刚刚制
作好的各种美味琳琅满目。

这些美食，是灵宝市中医院
药膳坊工作人员运用蒸、煮、烧、
炖、熬、炒等烹饪技法，将常见食
材与多种中药材巧妙地融合，精
心制作而成的，不仅满足了人们
对美味的追求，又有一定的保健
作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
市民的喜爱。

如何将中医药这一中华民
族的瑰宝传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是灵宝市中医院一直以来探
索的问题。近年来，灵宝市中医
院充分挖掘中医药特色优势，做
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
作，积极营造信中医、学中医、用
中医、爱中医的社会氛围，推广应
用中医药适宜技术，让基层中医
药服务方便可及，造福百姓健康。

中医药特色服务受青睐

“这个大葫芦真管用！前两
天，我晚上着凉拉肚子，来做了
一次艾灸就不拉肚子了。今天，
我想着再来做一次，巩固一下效
果！”

“我跟着中医院的专家练八
段锦，才四五天就已经熟练掌握
了动作，能全程跟着做下来了！
这套保健功法练下来，不仅能强
身健体，还能让人身心愉悦。”

近日，记者走进灵宝市中医
院，与两位前来就诊的患者攀谈
时了解到，这里会定期举办公益
活动，让大家免费体验中医药特

色服务。
2024 年，灵宝市中医院在本

部和康乐院区开设了中医药文
化集市，在灵宝市文化广场、体
育馆、强人（商业）街举办为期一
个月的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中医
药与市民生活“零距离”，提高中
医药文化的普及率和影响力。

灵宝市中医院在中医药文
化夜市上，开设了中医健康咨
询、中医体质辨识、中医药适宜
技术体验、康复理疗、儿童中医
药适宜技术体验、中药饮片和药
膳展示、保健功法教学等特色服
务，让市民近距离体验、感受中
医药的独特魅力。该活动累计
服务群众12万人次。

2023 年，为了大力推广中医
食疗服务，将食疗渗透到百姓日
常生活和防病治病、康复养生的
方方面面，着力解决城乡居民因
营养结构不合理引发的各种慢
性病、老年疾病，灵宝市中医院
成立了药膳坊，常态化推出药食
同源类产品。目前，该药膳坊开
发产品共计七大类 80 余种，其中
中药茶饮、养生馒头等一经推
出，备受市民青睐，做到食中有
医、医中有食，实现健康、美味两
不误。

如今，灵宝市中医院药膳坊
成了网红打卡地，无论男女老
少，都要来这里点上一杯中药奶
茶，享受与众不同的味觉体验。

2024 年中秋节，灵宝市中医
院推出的一款药膳月饼，更是成
了“一饼难求”的稀罕物。市民
王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这药膳月饼带着中药的清香，
有健脾胃的功效，口感清爽，真

是又好吃又健康，我提前 3 天预
约才买到。”

目前，灵宝市中医院积极推
广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进企业、
进机关等活动，开展了一系列中
医药知识专题讲座，向市民群众
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培养青少
年儿童对祖国传统医学的传承
意识，让群众体验中医药适宜技
术、品尝中医药美食，让千年瑰
宝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中医特色疗法赢赞誉

灵宝市中医院现有河南省
区域中医专科协作单位骨伤诊
疗中心和康复诊疗中心。

骨伤诊疗中心应用中医特
色疗法和传统的中医正骨手法，
结合现代西医手术诊疗理念，为
骨伤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
健康管理。

“我当时只是拉了一下女儿
的胳膊，她便痛得大哭起来。后
来，我发现孩子的左胳膊无法伸
展，这是咋回事儿？”近日，在灵
宝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李卫彬
的诊室，刘女士焦急地介绍着孩
子的情况。

李卫彬迅速判断出孩子是
胳膊脱臼，便安抚家长说：“不要
着急，复位一下就好。”只见他用
双手上下握住孩子的肘腕部，旋
转、屈曲，手法精准、动作轻柔，
随着一声轻微的“咔嗒”声，成功
将孩子脱臼的胳膊复位了。孩
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刘女士激动
地向医生连声道谢。

“太感谢你们了，本以为这
么大年纪做不成手术了，没想到
手术这么成功！”近日，103 岁的
王女士髋关节手术后，不再因疼
痛而备受煎熬，吃饭也香了，睡
觉也好了，整个人都精神了不
少。为此，家属专门到医院向李
卫彬表示感谢。

李卫彬说：“老年人最害怕
的就是髋关节骨折，不是骨折本
身有多可怕，而是骨折后，如果
不能及时有效治疗，患者因活动

受限而长期卧床，就会导致褥
疮、坠积性肺炎等并发症的发
生，这些并发症会间接让患者失
去生命。因此，老年人髋关节骨
折后，我们一定要及时采取有效
的治疗方法。”

康复诊疗中心开展了神经
系统疾病康复、骨折术后康复以
及疼痛康复等服务，应用传统康
复手法为患者提供中医特色康
复服务。近期，灵宝市中医院特
色专科——疼痛科开设了中医
疼痛门诊，采用中医特色疗法，
治疗多种疼痛性疾病，同时可以
根据患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
化康复诊疗、疼痛健康管理及慢
性病管理服务。

74 岁的陈女士患有严重的
骨质增生、腰肌劳损、椎间盘突
出等疾病。她在灵宝市中医院
疼痛康复一科就诊时，科室主任
董文波考虑到她的年纪较大、身
体承受能力有限，建议采用中医
特色疗法进行保守治疗，缓解疾
病所带来的疼痛。在征得陈女
士同意后，董文波当天就为她进
行了针灸治疗。

第二天来就诊时，陈女士开
心地说自己的腰痛当天晚上就
有所缓解。她说：“好久没有像
昨天晚上一样，可算是睡了一个
安稳觉。”看到希望后，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陈女士每天早早地就
来候诊。经过一周的针灸治疗
后，现在陈女士腰直起来了，疼
痛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行动也自
如多了。她逢人就夸：“多亏了
灵宝市中医院精湛的医术，让我
这老腰又能直起来了！”

“师带徒”培养强能力

杨妙妙是灵宝市中医院中医
内科主任中医师罗跃东的弟子。
只要有时间，杨妙妙便会来罗跃
东的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传承工
作室学习。罗跃东每诊断一位患
者，都要和弟子讨论脉象、舌诊，
讲解诊断思路和用药原则。

杨妙妙不止一次说过：“我跟

着罗老师学到了很多经验，看病
思路更开阔、用药更精准了。”

灵宝市中医院依托全国基
层名老中医药传承工作室罗跃
东和刘树声两位专家，通过“师
带徒”传统中医教学模式，传承
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培养造就
了一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

同时，灵宝市中医院还切实
加强医教协同，大力培养基层中
医药人才，对中医药及中医药适
宜技术进行整理和研究，挖掘其
中的精华，累计培养“西学中”及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人才 700 余
人，为临床实践以及基层卫生院
中医诊疗和中医药适宜技术应
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2024 年 8 月，灵宝市中医院
遴选医德高尚、医术高超，在区
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中医
医师担任导师，同时选拔一批
有热情、热爱中医药事业的中
青年医师，向导师们拜师学习，
传 承 发 扬 名 老 中 医 的 学 术 思
想。

青年医师杨程程说，其指导
老师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
结合的典范。在学习过程中，杨
程程不断汲取导师们的丰富经
验，让自己在临床中运用中医思
维去审因论治，组方遣药，这是
医院传承中医学术的独特方法，
也是青年医者最宝贵的学习方
式。

除此之外，灵宝市中医院创
造性地将中医文化和党建文化
相结合，打造出一面独特的廉政
文化墙，吸引了众多个人和团体
前来参观学习。目前，该文化墙
已被灵宝市确定为灵宝市廉政
文化教育基地。

“这不仅推动了医院党建与
业务的深度融合，更是医院积极
探索推动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体
现。”灵宝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
院长段宏涛说，下一步灵宝市中
医院将不断提升内涵建设，提高
科研能力，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
更好地推进灵宝市中医药事业的
传承创新发展。

让基层中医药服务方便可及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夏喜梅

本报讯 （记者丁 玲）2 月 6
日，记者从 2025 年郑州市卫生健
康工作会上获悉，今年，郑州市卫
生健康系统持续抓改革、强基层、
提能力、优服务、保安全、促发展，
全力推动医学高峰更高、区域医
疗更强、基层卫生更稳、健康服务
更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
获得感。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坚持“党建引领

‘医’心为民”，提升基层党支部建
设质量，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实
现党建强、基础牢、业务精、作风
硬。聚焦基层基础，深入推动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聚焦能力
提升，深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专项；聚焦传承创新，深入推
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专项；聚焦预
防为主，深入推动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专项；聚焦均衡持续，深入推
动重点人群健康保障专项。强化
信息化支撑、项目支撑、法治支
撑、安全支撑、科普支撑。

2025 年，郑州将大力实施“三
明医改经验”改革攻坚行动。其
中，巩义市、中牟县、金水区、惠济
区 被 选 定 为 市 级 攻 坚 示 范 县
（区），力争在政府投入保障、债务
化解、薪酬制度改革，以及紧密型
医联体建设等多个关键领域实现
创新突破。在推行“便民就医微
改革”方面，推动扩大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范围。持续推进“护理到
家”和“家庭病床”服务。推动取
消门诊预交金制度，医疗机构将
医保患者住院预交金额度降至同
病种个人自付平均水平。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依托郑州市
中医院建设世界（中国）中医针灸
中心，打造国际化的针灸临床医
学研究和转化推广中心。推动建
设多点触发、反应快速、科学高效
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全
市“1+16”家传染病监测预警中
心配置功能。以 120 指挥平台升
级改造为抓手，完善院前、院内
急诊急救一体化管理，加快急诊
急救“五大”中心信息系统建设，
为 120 急救车安装“5G（第五代移
动通信系统）芯片”，优化提升调
度态势感知应用系统，实现“上
车即入院”。在医疗集团、医共
体牵头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建立完善三级慢性病管理服务体
系，加快推进慢性病智慧管理信
息平台建设，逐步为基层配备数
字出诊包、智能血压仪等诊疗设
备，做实慢性病精准管理服务。
鼓励引导更多医疗机构转型为老
年医院、康复护理机构，力争各
县（市）均设置（挂牌）1 所老年病
医院。大力发展用人单位办托、
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
多种模式，推动托幼一体化建设。开展儿童健
康“五小”专项行动。持续开展适龄妇女免费宫
颈癌和乳腺癌筛查、产前和新生儿疾病免费筛
查等民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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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孩子们在南阳市中医院独山院区（南阳市
骨科医院）了解形态各异、功效不同的中草药。当天，南阳
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们满怀热忱来到该院，开启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走进中医院 考察探究中医药文化创新”实践活动，
探寻中医药文化的奥秘。 乔晓娜 苏伟伟/摄

↑日前，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孩子们正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了切实解决职工子女寒
假期间“看护难”问题，该院精心筹备了“冬日‘乐’学，‘医’启成长”寒假特色托管班，138名职工子女在这里
开启了一场为期14天的充实而快乐的寒假之旅。 秦旭芊/摄

“小小医学生”医院奇妙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