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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丁樱喜收新徒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 冰 赵 妞）5 月 2 日，国医
大师丁樱在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喜
收3名“洛阳新徒”。

丁樱教授系第四届国医大
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
的政府特殊津贴，河南中医药大
学儿科医学院院长，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院
长。丁樱教授从事中医、中西医
结合“医、教、研”55年，擅长中西
医结合诊治小儿疑难疾病，尤其
是肾脏疾病及风湿免疫系统疾
病，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等
214 人，为中医药事业发展输送

了大批骨干力量。
当日上午，在洛阳市妇幼保

健院通衢院区门诊大厅，洛阳市
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副主任马
腾、儿童消化内科主任刘利明、急
诊医学科主任路俊锋依次向丁樱
教授呈递拜师帖、敬献香茶、献
花、行鞠躬礼。丁教授回赠医籍
并颁发回徒帖。

自去年7月丁樱国医大师工
作室洛阳工作站落户以来，丁樱
国医大师团队多次来洛阳市妇幼
保健院坐诊指导，全面提升了洛
阳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诊疗能
力。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此次

拜师为契机，通过“名师带高徒”
的方式，系统传承丁樱教授的中
医诊疗经验，持续推进中医药特
色专科建设，全力打造豫西地区
妇幼中医诊疗新高地，让更多儿
童享受到高品质的中医药服务。

丁樱表示，挖掘妇幼健康领
域中医药特色优势、提升中医疗
效，推进中医药人才梯队的培养、
学专科实力的优化，都是“中医
人”要思考的命题和努力的目标，
希望弟子们能坚持不断积淀，自
我成长，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添砖加瓦。

拜师仪式结束后，丁樱教授

及其团队分别在洛阳市妇幼保健
院通衢院区进行现场坐诊，三位
弟子跟师学习，不少患儿家庭慕
名而来。

近年来，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积极响应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
将中医药服务贯穿于医疗保健全
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妇幼+
中医药”服务模式，并荣获“国家
妇幼中医药特色建设单位”。未
来，该院将持续加强中医药特色
专科建设，完善“师带徒”培养机
制，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的独特优
势，为健康洛阳建设贡献力量。

文创让中医药“潮”起来
本报讯 （记者郭娅妮 通

讯员郑金铎）“您看！把这几味
药材直接放进香囊，再扎紧袋
口，既能驱蚊又能安神！”日前，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举办的“豫见中
医”中医药文化月——大学生劳
动教育实践成果展现场，河南中
医药大学的学生正手把手教市
民制作中药香囊。从传统技艺
到创新玩法，从趣味互动到创意
文创，大学生们以年轻视角与创
新实践，让传统中医药文化焕发
新活力。

“豫见中医”中医药文化月

活动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精心打造的中医药文化
宣传品牌，至今已成功举办 4
届。该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化的
集市形式，打破群众认为中医药

“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让市民
在趣味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
的魅力，推动传统文化融入日常
生活。

活动当天，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龙子湖院区广场
变身“中医药文化大观园”。在
健康咨询区，该院妇科、中医内
科、儿科、脑病科等科室专家现
场义诊。“春季肝气生发，饮食要

以清淡为主，少吃辛辣食物。”中
医内科主任医师靖惠军一边为
市民把脉，一边叮嘱，“可以适当
吃一些菠菜、芹菜，对身体好。”
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里人头
攒动，“扎针的时候几乎没感觉，
酸胀感过后反而浑身轻松！”体
验完针灸治疗的张女士忍不住
感叹。

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劳动教
育实践成果展示区。“莲子清心、
茯苓健脾……把它们串成手链，
好看又养生！”在岐黄文化手工
坊内，大学生小陈拿着刚制作完
成的中药材手链向围观市民介

绍，“这些药材都是天然的，戴在
身上还能闻到淡淡的药香呢！”
在传统中药搓丸台前，大学生们
示范古法手工制丸技艺，焦三仙
芝麻丸醇厚的香气引得市民纷
纷驻足品尝。“这丸子嚼起来香，
吃完胃里暖暖的，难怪说有健脾
功效！”尝过焦三仙芝麻丸的刘
女士竖起大拇指。

在“猜药名，对方歌”游戏摊
位前，市民们盯着展台上的中药
材绞尽脑汁，在欢声笑语中，中
医药知识悄然入脑入心。在中
医药标本相框制作区，用玫瑰、
菊花、黄芪等中药材拼贴成山川

草木图案，兼具实用与艺术价
值，引得不少市民赞叹：“原来中
药还能这么玩！”

中医药院校的劳动教育，是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
一环，更是传承中医药文化、强
化实践技能的重要途径。本次
活动围绕“以劳树德、以劳增智、
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
五大主题，通过图文、实物等展
览方式，不仅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更展现出新
时代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让中医药文化在年轻
一代的实践中“潮”出了新模样。

新密市中医院

开展世界哮喘日义诊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赵书玲）5月6日上午，在新
密市中医院门诊大厅，医务科和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联合开展
世界哮喘日义诊活动。

在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哮
喘患者提供过敏原筛查等，实现
哮喘的精准分型诊断。该院呼
吸科专业团队，根据患者年龄、
病情严重程度及诱发因素，制定

包含吸入药物治疗、免疫调节、
过敏原规避在内的个性化方案，
并让患者体验多样的中医药特
色治疗。该院定期开展哮喘患
者公益讲座，内容涵盖吸入装置
使用、急性发作自救、运动与饮
食指导，帮助患者成为疾病管理
的“第一责任人”。本次义诊活
动提高了患者对哮喘的了解程
度，收获了群众好评。

→5月1日，在灵宝市中医院，下肢骨伤
科医师许君辉、王佳颖正在专注地为患者处
理伤口。“五一”假期，大多数人还沉浸在休闲
放松、与家人朋友欢聚的美好时光里，医务人
员却用坚守与奉献，守护着万千家庭的健康
与幸福。

朱晓娟 夏喜梅/摄

智慧共享中药房 开启服务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刘 超）近日，从河南省民政
厅传来喜讯，河南省南阳张仲景
基金会（以下简称张仲景基金
会）被审定为 4A 级慈善组织（基
金会）。这一殊荣不仅彰显了张
仲景基金会在公益领域的卓越
贡献，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张仲
景基金会工作的高度认可。

据悉，河南省民政厅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组织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张仲景基金会进行了实地
评估。经过对张仲景基金会的
组织建设、内部治理、项目运作、
信息公开以及社会影响等多个
方面综合评估，张仲景基金会成
功获得4A级慈善组织的评定。

张仲景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始终秉承“弘扬仲景文化，关爱
民众健康”的宗旨，围绕南阳中
医药强市建设主线，充分发挥了
公募基金的扶助、补充、激励、保
障作用，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学
术提升、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
养、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提升、
张仲景国际化品牌推介、中医药
科普教育宣传等方面开展项目
资助。目前，累计发放项目资助
资金 8058.3 万元，实施了仲景书
院、中医药丛书编撰、中医馆建
设等项目，目前仲景书院已开展
4 期培训，前 3 期 308 名学员已结
业，编撰《张仲景文化研究》《中
医志》《名老中医仲景系列学术
专著》等，建成了 110 余家中医
馆，为南阳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提供有力的支持。

叶县城关乡卫生院

“三名”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岳婧阳 陈燕丽 朱晓红）5月6
日，记者从信阳市中医院了解到，
该院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
技术等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为
患者提供系统审方、药品调配、临
方炮制、智能煎煮、真空袋装、个
性化制剂、配送到家、用药指导等
集约化药事服务。

信阳市中医院智慧共享中药
房面积530平方米，设有接方室、
调剂室、粉碎室、煎煮室、物流室
等功能区域。目前，配备50台煎
药机、30个煎药罐以及十几套电

磁炉，每天可完成 800 张个体化
处方的代煎工作，可为该院及其
他医疗卫生机构、药店等提供中
药饮片处方在线审核、调剂、煎
煮、配送到家等“全程化、个性化、
一站式”服务，实现优质中医药服
务资源共享。

信阳市中医院智慧共享中药
房的特色和优势：

调剂人员拿到调配单后扫码
进行调剂，除了对先煎、后下等需
要特殊煎煮的中药进行单包外，
还需要留出样品，待调剂结束后
进行品种及总量复核，并上传图

片备患者核查，有效提高了处方
调剂质量，减少调剂误差。

煎药环节全程扫码操作。信
息化系统设置最低浸泡时间和常
压二煎时间，确保中药饮片的有
效成分充分煎出，提高中药饮片
利用率，保证煎药质量。

煎药完成后扫描二维码，发
送包装指令，自动更新袋数、装量，
并打印患者信息标签，“一药一码
一签”，患者各项信息一一对应。

提供代煎中药配送服务。在
信阳市主城区提供免费送药上门
服务，当日上午11时前处方均可

于当日下午配送完成，上午11时
以后的处方于第二日上午配送完
成。患者无需在医院等待取药，
减少患者排队等候时间，提高患
者就医体验。

为满足患者及时领取需求，
该院高新院区提供当日代煎药当
日21时前自取服务，且各院区一
楼大厅有告知书，内容包括微信
查询方式、各院区取药地点、取药
时间、咨询电话等。

智慧共享中药房具有信息化
管理优势，患者可关注信阳市中
医院微信公众号，点击煎配中心，

输入手机号，随时查询审核、调
剂、复核、浸泡、煎药、包装、配送
物流动态，实现中药饮片的全程
追溯，提高医院服务效率。

信阳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
说，智慧共享中药房，是该院提升
中医药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传
承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下一
步，将继续坚持“六好”服务宗旨：
好药方、好饮片、好调剂、好煎煮、
好配送、好疗效，不断优化服务流
程，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努力为百
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中
医药服务。

郸城县中医院

胸痛中心晋升为“国家级标准版”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侯同廷）近日，在第十四届
胸痛中心大会上，郸城县中医院
顺利通过国家级胸痛中心基层
版转标准版认证，成为国家级标
准版胸痛中心。

郸城县中医院胸痛中心自
建立以来，每季度定期举行胸
痛中心联合例会、质量分析会
和典型病例讨论会，持续优化
各项救治流程，不断提高救治

能力和水平，积极整合院前急
救系统与院内绿色通道，扎实
推进急性胸痛的规范化救治工
作，并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提
升广大群众对急性心肌梗死等
疾病的认知水平。

在胸痛中心“基转标”建设
中，郸城县中医院介入技术得到
快速提升，为急性胸痛患者的
生命安全与健康构筑了更加坚
实的防线。

夜幕下的夏禹公园灯火通明，空气中飘散着淡
淡药香。4月30日晚，由禹州市委宣传部、禹州市卫
生健康委、禹州市中医药管理局、禹州市融媒体中心
等单位联合主办，以“岐黄文化耀华夏，健康禹州新
时代”为主题的“药都禹州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在
这里火热“开市”。

名医专家把脉问诊、中医特色诊疗服务、药膳代
茶饮品鉴、中药材鉴别、养生功法学习……市民们前
来“赶集”，场面堪比网红打卡地。

“大夫，我最近总是睡不踏实……”“孩子咳嗽一
直不好，咋办呀？”在各个摊位前，前来咨询的市民排
起长龙。

来自禹州市中医院、禹州市人民医院、禹州市中
心医院、禹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禹州市妇幼保健院的
专家们热情地为市民把脉问诊、解疑释惑，耐心地普
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

在夜市的各个体验区，沉浸式与互动式的特色
设计宛如一把把神奇的钥匙，瞬间开启了市民对中
医药文化和诊疗技术的“探店”热情。虎符铜砭刮痧
的神秘、耳穴压豆的精妙、葫芦灸的温热、儿童保健
推拿的轻柔……这些中医药适宜技术如同璀璨的明
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市民前来体验。

专家们摇身一变，成了热情的摊主。他们仿佛
是技艺高超的工匠，用专业的手法、耐心的讲解，精
心雕琢着每一项诊疗服务、每一个特色体验。在这
里，市民们不仅能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更
能享受到更高层次、更具特色的贴心服务。

“其他地方的夜市能享受美食，咱们这里的夜市
能‘享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带着全家来逛中医药文
化夜市的赵先生不禁感叹。他手里捧着一杯清热明
目饮，带儿子体验推拿，妻子在做耳穴压豆，老母亲
在体验葫芦灸，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在中医药特色
文化展示区，一套套养生功法行云流水般展开，动作
舒缓而优美，每一个姿势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养生智慧。市民们被这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纷
纷围拢过来，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招一式地认真学
习。随着练习的深入，人们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着
气血的流动，体会着身心的放松与愉悦。一位正在
练习的市民闭上眼睛，微微一笑，轻声说：“这养生功
法真是太神奇了，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这套功法简单易学，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调
节气息，对身体大有裨益。”市民张女士可是中医药
文化夜市的“老粉儿”，去年就“场场必到”，今年一听
说又要举办，早早便来到了现场。

“禹州拥有药典记载的道地药材共 36 种。其
中，‘禹’字头道地药材有：禹白芷、禹丹参、禹全
蝎……”在“禹八味”道地药材展示区，中药师一边
向市民介绍禹州道地药材，一边教孩子们用中药材拼贴出一幅
幅精美的画作。

据主办方介绍，这种“中医药+夜经济”的创新模式将持续到6
月中旬，每周五晚上都会定时在夏禹公园举办。

（王正勋 侯林峰 澎 湃）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苏 珊）“这是今天挂出去的
第 65 个就诊号，这些患者都患有冠
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分别来自
鲁山县、平顶山市区以及南阳市等
地，甚至还有省外的患者慕名求医。
城关乡卫生院能有这样的发展，得益
于城关乡卫生院实施的名院、名科、
名医‘三名’服务。”近日，叶县城关乡
卫生院党支部书记、中医科主任娄戊
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9月，城关乡卫生院新一届
班子成立后，新任院长叶跃东带领干
部职工不断创新工作，开拓业务范

围，提出以“三名”建设和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为抓手，以“一个人影响一个
学科”的服务理念，提升城关乡卫生
院的社会影响力，把科室建设成为相
互学习、具有独特技术的专业科室，
以过硬技术和热情服务赢得好口
碑。通过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就诊条
件得到了改善，医疗服务能力有了较
大的提升，独特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成
为患者康复的“利器”，院貌发生了质
的变化，来院就诊的患者数量大幅提
升。

“现在，城关乡卫生院发展得这
么好，我作为一名基层医生感到很自

豪。我不仅要把自己丰富的临床经
验和中医药技术传授给学员们，还要
为患者把准脉、看好病，同时还要为
家庭困难的患者奉献自己的一片爱
心，让他们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娄
戊戌说，领导重视医院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大家的干劲十足。他平时坐
诊从早晨一直忙活到晚上，找他看病
的患者来往不断。

“中医药适宜技术在调理慢性病
以及疑难杂症方面效果是相当好的，
目前，学中医、用中医、信中医的氛围
在医患之间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娄
戊戌说。

濮阳市

提升中医医疗质量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徐 晶）近日，濮阳市成立
市中医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工作
办公室，制定濮阳市中医医疗
机构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工作指
引，从体系建设、机制运行、能
力提升三方面，积极推进中医
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工作。

濮阳市中医医疗质量控制
管理工作办公室负责全面统筹

管理全市中医质控工作，将全
市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全部纳入
办公室秘书处，参与谋划、制
定、推动年度质控工作。其工
作指引，明确市中医医疗质量
控制管理工作办公室、县（区）
中医药行政主管部门、各中医
医疗机构职责任务等方式，扎
实落实提升医疗质量“织网”专
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