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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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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中医院

徐林院士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赵 玉 温 迪）6 月 8 日，镇
平县中医院举行徐林院士工作
室揭牌仪式暨学科共建启动仪
式。

镇平县中医院搬迁之后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服务质量
控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在发展中也面临着技术瓶颈、人
才短缺等问题。徐林院士工作
室的成立，不仅是医院学科建设
的新起点，更是向更高目标迈进

的新动力。镇平县中医院将全
力支持徐林院士工作室的建设
和发展，为徐林院士及其团队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保障，确保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

徐林是国家二级教授，主任
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俄罗斯
工程院外籍院士，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主任。
徐林说：“此次来到这里建立院
士工作室，是一次极具意义的合
作。我们团队将充分发挥优势，

把现代医学的前沿技术与传统
中医智慧相结合，为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院士
工作室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
一份责任与使命。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们团队将以这个工作室
为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人才培
养、科研合作等一系列工作。”

揭牌仪式结束后，徐林院士
团队在镇平县中医院门诊楼开
展义诊活动，优质的服务让患者
及家属连连称赞。

镇平县中医院一直致力于
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满足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
求。徐林院士工作室的建立，一
方面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
到国内顶尖专家的医疗资源；另
一方面，借助徐林院士工作室专
家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理念，能够
推动镇平县中医院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促进医院整体发展，
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医
疗服务。

群众家门口的中医药服务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王召峰 陆明凯 文/图

“从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就能
看出来，截至今年5月，仓头乡卫
生院的门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在逐步增长，但整体经济收入是
下降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在提
升服务能力、拓展业务范围、降
低患者医疗费用，努力让群众满
意。”近日，鲁山县仓头乡卫生院
院长张大伟说。

仓头乡卫生院位于鲁山县
的西北部，距离县城约20公里。
仓头乡属于浅山区，交通不便，
患有严重疼痛疾病的患者，到县
城看病困难重重。

为扭转被动局面，2023 年，
按照上级安排，张大伟担任仓
头乡卫生院院长。新一届领导

班子非常重视卫生院的发展，
把改善就医环境、引进专业技
术人才、开展新技术项目、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购置专业医疗
设备等纳入议事日程。为了加
强中医馆建设，仓头乡卫生院
成为鲁山县中医院的对口帮扶
单位。鲁山县中医院每周五和
每周六都会安排疼痛科等科室
的专家，来到仓头乡卫生院坐
诊、看病、查房、带教，通过对口
帮扶的形式，不仅快速提升了
基层医生的医疗服务能力，而
且规范了临床医生的诊疗行
为，很多疼痛疾病和一些疑难
杂症得到了有效解决，群众不
出远门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

服务。
去年7月，鲁山县中医院选

派疼痛科主治医师尹静颖到仓
头乡卫生院开展对口帮扶工
作，系统培训中医药适宜技术，
显著提升了基层医生的诊疗能
力。在对口帮扶期间，尹静颖
收治过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急
性发作患者。60 岁的村民曹女
士因搬重物导致腰痛剧烈伴右
下肢放射痛、行走困难，尹静颖
接诊后精准施治，巧妙融合穴
位注射与局部拔罐疗法，1次治
疗就让疼痛大幅缓解、活动改
善，3次巩固治疗后症状基本消
失。此案例更成为现场教学范
本，尹静颖借机深入剖析疾病
要点与技法精髓，使乡村医生
们掌握了刮痧、埋线、拔罐等中
医药适宜技术。尹静颖的支援
切实提升了仓头乡卫生院的医
疗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使群
众在家门口便能便捷享受到优
质的中医药服务，获得了患者
的高度赞誉。

“今天，我特别感动，院长带
着医生来到家里，给我做健康随
访和巩固治疗，仓头乡卫生院的
服务态度真好”。今年70岁的王
女士一边接受着针灸治疗，一边
夸赞刘静静医生的技术好。王
女士说，30 年前她患了颈椎病，
一到晚上睡觉时右肩膀就抬不
起来，甚至疼得难以入眠。在医
院里，经过 X 射线检查发现，王
女士是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导
致疼痛。按照医生指导，王女士

在家里平时依靠口服药物和自
己购买的颈椎牵引器来缓解疼
痛。

今年2月，王女士的左肩膀
突然又抬不起来了，并出现脖
子僵硬、疼痛难忍的症状。第
二天，王女士的老伴儿骑着三
轮车将她送到了仓头乡卫生院
疼痛科就诊。“当时，王女士的
肩膀根本抬不起来。根据王女
士的病情，我采用针灸、艾灸、
中药溻渍、牵引等传统治疗方
法，经过14天的住院治疗后，王
女士疼痛症状消失了。”仓头乡
卫生院疼痛科执业医师刘静静
说，这些都是鲁山县中医院长
期派驻的专家实施“传、帮、带”
的结果。他们指导中医馆的建
设，开展新技术，拓展新业务。

“针灸、推拿、牵引、拔火罐、中
药溻渍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很实用，治疗
效果相当好，也很受疼痛患者
的欢迎，治愈好的患者举不胜
举。”刘静静说。

鲁山县中医院积极实施对
口帮扶工作，持续为乡镇卫生
院注入优质医疗资源，全方位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鲁山县中医院选派 10 名经

验丰富的高年资主治医师，每
周抽出两天时间深入董周乡、
观音寺乡、仓头乡、背孜乡、土
门乡等乡镇卫生院，利用坐诊
带教、多学科会诊、学术讲座培
训、义诊等方式，将针灸、推拿、
中药调理等中医药适宜技术精
准下沉，让农村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便捷的中医药服
务。同时，鲁山县中医院敞开
大门接收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
进修学习，构建“输血”与“造
血”并重的人才培养机制，从科
室规范化建设、医疗技术应用、
诊疗能力提升到健康教育普及
等多维度发力，全面夯实基层
医疗服务根基，有效破解基层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
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
乡”的就医新格局。

“我们将始终秉持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理念，以更精准的对
口帮扶举措，让中医药适宜技术
在基层绽放光彩，为乡村振兴筑
牢健康基石。”鲁山县中医院党
委书记刘海军说。

执业医师刘静静上门为患者做针灸治疗

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生活环境，人与人相处的方式
和语言都差别很大：打招呼时说

“你好”，不如直接问“吃了吗”。
河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

院老师吉云鹏从小在城市长大，
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到工作，都
在校园。2025 年 2 月，吉云鹏被
单位选派到固始县赵岗乡南天门
村驻村两年，从一名“往来无白
丁”的高校老师，变成了最基层的
驻村干部。

为了更好地了解村里情况，
与村民们打成一片，吉云鹏巧妙
地把驻村工作和专业特长结合
在一块：每周在村卫生室给村民
针灸半天，每周半天和乡村医生
一起深入农户，一边看病一边了
解村里情况。

村里来了个针灸博士
卫生室病床不够用

吉云鹏是2025年2月17日随
队正式进驻南天门村。在村里转
了一圈后，吉云鹏他们决定通过
义诊切入工作，更好更快地与村
民们打成一片，他们通过农村特
有的传播信息途径——口口相
传，宣传义诊信息。3 月 6 日，驻
村工作队联合赵岗乡卫生院在村
卫生室举办“岐黄护芳华，杏林送
春晖”义诊活动，当天100多名村
民参与。看到村民们对针灸的认
可，吉云鹏决定把义诊固定下来：
每周三下午在村卫生室义诊，每
周三上午随乡村医生入户。

南天门村常住人口 2300 多
人，村里留守老人居多，不少老人
有肩周炎、关节病、脾胃病等慢性

病，以前要么忍着，要么吃药，一些
老人也去过医院针灸，但是比较麻
烦。听说村卫生室有个省级医学
院的针灸博士每周义诊，一到周三
下午，就有早早来排队的老人。村
卫生室有两名医生，都是西医，也
很支持吉云鹏的工作，腾出病床，
准备好号牌，帮助发号。

不少病人闻讯赶来，从开始
几个人慢慢地到20余人，不仅本
村的村民来看病，外村的病人听
说了也赶过来，卫生室的 4 张病
床不够用，不少村民坐在凳子上
接受治疗。一些老人也会在其他
时间找到吉云鹏就诊，只要没有
特殊情况，吉云鹏来者不拒。吉
云鹏的身份早由驻村干部变成了

“随时接诊的吉医生”，“身份模糊
了，沟通方便了”。

培训乡村医生入户义诊
小小针灸成桥梁

“很多乡村医生对针灸很感
兴趣，但是没接受过系统的培训。”
吉云鹏博士在交流中发现，也萌发
了和乡村医生交流的想法。4月
29日，驻村工作队联合赵岗乡卫
生院，面向全县基层医务人员举办
的“针灸技术培训班”正式开班。
赵岗乡卫生院、村卫生室及其他乡
镇卫生院负责人50余人参加了活
动。吉云鹏把理论讲解与实操结
合，讲授针灸治疗颈腰椎病、中风、
面瘫等疾病的技术。

“解决了村民的病痛，还不收
费，很快建立了相互信任。”吉云
鹏说，中医针灸具有‘简、便、验、
廉’的特点，村民节省习惯了，各
种慢性病都想试试。“有村民先是

通过针灸治疗颈椎病，颈椎病减
轻后提出再治治腰痛，腰好了再
治治腿。”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我的患
者。”提起这些，吉云鹏很自豪。

前不久，村党支部书记因急
性腰扭伤疼得厉害。吉云鹏给村
党支部书记扎了 4 针，效果比较
明显。村党支部书记很快接受了
中医，并成为工作队的宣传员。
越来越多的患者不舒服了，都愿
意到村卫生室进行针灸。

每周二上午，吉云鹏和乡村
医生联合入户巡诊。“有了义诊这
个纽带，驻村工作开展起来更顺
手了。”河南中医药大学驻南天门
村第一书记孟长海长期从事中医
临床工作，出身农村的他能明显
感觉到村民对他们的欢迎。

河南省中医院

帮扶活动下基层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

讯员武汶萱）近日，河南省“红
会送医计划”、河南省中医院

“杏林名家，返乡送医”帮扶活
动在西华县举行。

河南省中医院与西华县中
医院建立医联体协作关系，开
展高水平专科合作，并建立“河
南中医药大学就业基地”，为基
层输送“留得住、用得上”的实
用型中医药人才，带动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此次活动中，专家们还开
展了主题讲座、义诊和查房
等。在门诊楼前，肿瘤诊疗中
心马纯政主任给卵巢癌恢复期
的张女士修改了治疗方案，改

善了靶向治疗后的脾胃问题；
在病房楼里，妇科病房内不断
有医务人员驻足观看，一位妊
娠剧吐的患者脸色苍白，在王
怡军护士长操作揿针和穴位按
压后，情况马上好转，“护士长，
这招能教教我们吗？”围观护士
纷纷求教；护理义诊上，常年便
秘的王女士尝试了火龙罐，随
着薛秀灵护士的操作，当场肠
鸣阵阵，不禁感叹“中医药太神
奇了！”

“专家再多看几个病号吧。”
临近结束，义诊现场依然人头攒
动，群众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就
诊机会。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
共惠及百姓6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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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刘
晓飞）脑出血不是终点，而是康复的起
点，抓住 3 个月~6 个月的康复黄金期，
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就能为生命争
取更多可能！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直门医院洛阳医院（洛阳市中医院）一
位脑出血患者家属的肺腑之言。

今年3月，李女士（化名）无明显诱
因出现意识不清等症状，被紧急送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
（洛阳市中医院）就诊。医生诊断李女
士颅内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
血，脑出血，烟雾病。李女士接受急诊
动脉瘤介入栓塞术，术后入住重症医
学科继续治疗。治疗1个月后，患者因
脑部疾病后遗症仍意识不清、左侧肢
体瘫痪，于4月7日开始进行高压氧治
疗配合康复治疗。

面对李女士脑水肿未消、神经功
能重度受损的困境，该院高压氧治疗
团队和康复科治疗团队密切协作制定
方案：启动高压氧治疗——每日“加压
吸氧”，唤醒“沉睡的脑细胞”，在2倍大
气压下输送纯氧，修复受损的神经元，
同步配合肢体训练、针灸、吞咽康复训
练等，多管齐下。4 月 30 日，在高压氧
治疗舱外，65 岁的李女士在家属陪同
下，迈出了脑出血后的第一步。距离
开始高压氧治疗仅 24 天。这场从“意
识不清、肢体瘫痪”到“站立行走”奇迹
康复背后，是高压氧技术与多学科团
队的携手攻坚。如今，通过连续的高
压氧与康复治疗后，患者目前已能独
立行走。

李女士的案例证明，即使脑出血
后遗留严重功能障碍，通过“黄金时间
窗”内的“高压氧治疗+个体化康复”，
仍可能实现功能重建。目前，她仍在
持续康复中，目标是从“独立行走”迈
向“正常生活”。

村里来了个针灸博士
本报记者 高玉元

→6月10日，在焦煤中央医院门诊楼前，医务人员为群众
讲解葫芦灸知识。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焦煤
中央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义诊和科普宣传，向群众介
绍督脉灸、葫芦灸等中医药知识。患者现场进行针灸、耳穴埋
豆等中医疗法的体验。

王正勋 侯林峰 王 雪/摄

↑6月8日，三门峡武强中医院医务人员在药王山孙思邈
雕像前诵读《大医精诚》。三门峡武强中医院组织员工前往陕
西省铜川市参观孙思邈纪念馆，弘扬大医精诚精神。

朱晓娟 李东强/摄

安阳市中医院

助推中医妇科学发展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吕贵德）6月8日，由安阳市
中医药学会主办，安阳市中医院
承办的中医妇科学分会成立大
会暨学术交流会在安阳市中医
院成功举办，市、县级妇科相关
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会议。

中医妇科学作为中医药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
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医
妇科分会的成立，是安阳市中
医药学会发展一个重要里程

碑，填补了学会中医妇科方面
的空白。

安阳市中医院将切实履行
主委单位职责，从平台共建、人
才共育、学术共进、服务共享等
方面全力支持中医妇科学分会
发展。中医妇科学分会将以此
次成立为契机，推动理论创新
与临床实践、中西医技术、人才
培养与学科建设、智慧医疗与
基层需求的深度融合，为健康
中国战略贡献“安阳力量”。

漯河市中医院

中医药文化实践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白 冰 陈朝锋 郭鑫珂）6
月 5 日上午，“漯河市实验小
学、漯河市中医院——中医药
文化实践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此次中医药文化实践基地
揭牌，既是推动中医药文化融
入校园、浸润童心的重要举措，
也是落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

根据协议内容，漯河市中

医院将与漯河市实验小学协作
互助，共同发展，实现资源深度
融合与优势共享，积极探索中
医药文化与小学教育融合发展
的新路径，努力打造具有特色
的中医药文化课程，让中医药
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