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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医药学校2025年招生简章
所获荣誉

河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省医学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招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河南省中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洛阳市特色办学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洛阳市文明学校
洛阳市职业教育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技能培训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先进单位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位于文
旅胜地、中原药谷核心区，紧邻
洛栾快速和高速通道，是经省教
育厅批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
业学校、河南省示范性中专、河
南省高水平专业群学校，交通便
利，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学校
占地面积 134 亩（1 亩=666.67 平

方米），建筑面
积 6.8 万 平 方
米，现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在校
生 4850 余 人 。
学校开设有护
理、康复技术、
中医护理、中医
康复、中药等 8
个专业，历年来
为基层培养了
大量的中医药
优秀人才。作
为职业学校技

能培训和认定机构，2024 年为
在校生开展 13500 人次的各类
技能培训，共计为 2098 名毕业
生发放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
师、保健调理师、中药材种植员
等技能等级资格证书。学生毕
业后可以通过对口升学、高校
单招升入高校。所有专业学生

毕业后还可以参加国家组织的
资格考试。我校为中医研学基
地，通过中医文化宣传、中医 AI
（人工智能）诊疗、中药材辨识
等方式，普及医学知识，传承中
医药文化。

2024 年，我校参加对口升
学 702 人 ，考 入 高 校 学 生 652
人 ，其 中 中 医 类 600 分 以 上 3
人，分别获全省第 3 名、第 7 名、
第 44 名；西医类最高分为 599
分，位居全省第73名；积极参加
护理技能大赛，在市级职业技
能比赛中获一等奖1人，二等奖
3 人，三等奖 4 人；在省级职业
技能比赛中获二等奖2人，三等
奖2人。当前，学校正在按照筹
建大专院校的标准，步履坚定
地向着建设占地 450 亩、建筑面
积 15 万平方米、容纳 5000 人规
模的洛阳中医药职业学院的目
标稳步迈进。

国家资助
免学费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

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可享受国
家免学费政策。

助学金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
制正式学籍的一年级、二年级、
三年级在校学生（连片特困地区
农村学生，不含城镇户口，以及
其他15%的困难学生），可享受助
学金政策，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平均2300元。

奖学金 全日制在校生中特
别优秀的学生，可获得每人每年
6000元。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 河南
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
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发放

“雨露计划”扶贫助学补助，每人
每年3000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河南省

教育厅颁发普通中专毕业证

书，国家承认学历，均可参加国
家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护士、执
业药师及相关医药卫生技术资
格考试；毕业生均可参加对口
高考。我校是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机构，可为毕
业生颁发养老护
理员、保健按摩
师、保健调理师、
保育师、健康照
护师、中药材种
植员等职业技能
等 级 资 格 证 书
（国网可查）。

报名须知
1.参加中招

考试的应届毕业
生，可直接到我
校招生办报名。

2.报名时须
携带身份证或户
口本原件及复印

件、中考成绩单。
3.初中、高中往届毕业生及

社会青年到校报名，须提供身份
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并真
实准确填写个人信息。

4.我校未与其他任何学校开
展联合办学，未委托任何社会机
构为我校招生，报名学生请电话
咨询招生办或者到学校招生办
咨询。

地址：洛阳市嵩县田湖镇大石桥村
联系人：杜建芳15136391899 杨新杰13938866519 刘建成13783181393

招生专线：（0379）66301346 66300360
网址：http://www.lyszyyxx.cn

2025年招生计划一览表
（招生代码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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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多地发布高温橙
色预警，郑州局部最高温度达
40℃（摄 氏 度），体 感 温 度 超
45℃。在高温高湿的“蒸笼模式”
下，户外工作者、老年人、儿童等
重点人群的健康面临严峻挑战，
发生热射病等急症及心脑血管意
外风险显著升高。连日来，记者
走访多家医院，为大家整理出重
点人群高温防护指南。

体温高达41.5℃
热射病险些要了他的命
近日，郑州持续高温，郑州市

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一名病
情危重的热射病男性患者。患者
入院时体温高达41.5℃，伴有心率
快、血压低等症状。该院急诊科
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建立静脉通
路补液，使用冰盐水及冰块局部
降温以及应用电子变温毯，以达
到快速降温的目的。

医务人员询问陪同者得知，
患者宴先生为户外工作者，3小时
前被发现意识不清、呼唤无反
应。当天郑州天气炎热且湿度
高，体感闷热，这是热射病高发的
典型环境。

入院时，患者对光反射迟钝，
神志不清，颈部及四肢肌肉痉挛，
体温高达41.5℃。为了保护中枢
神经系统并防止进一步损害，值
班医生程锦立即为患者进行床旁
气管插管，并连接呼吸机辅助通
气，以改善其呼吸状况。同时，使
用冰毯、冰帽来降低体温和氧耗，
达到脑保护的目的。鉴于患者病
情危重，医务人员随后将其转入
综合性重症监护室（GICU）接受
治疗。

经过积极有效的治疗，患者
病情逐步好转。最终，患者成功
脱离呼吸机，顺利从GICU转入普

通病房进行进一步康复治疗。
无独有偶，郑州人民医院急

诊科也接诊了一名体温高达40℃
的热射病患者。经过紧急抢救，
患者转危为安。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急危
重症医学部主任郭琳介绍，热射
病是重症中暑的严重类型，是高
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体力
活动后产热过多和（或）散热过
少引起的体温急剧升高，伴有意
识障碍的一种急性疾病。一旦
发病，后果严重，致死率为 20%~
70% ，老 年 患 者 致 死 率 可 高 达
80%。根据发病原因，热射病分
为劳力性热射病和非劳力性热
射病。若发现有人体温异常，应
立即将其转移至阴凉处并进行
降温处理；若患者出现抽搐，切
勿在口中放置任何物品或试图
喂水，待医生到达后可使用安定
注射液控制症状。急救人员到
达后，应立即建立静脉输液通
道，并注射生理盐水等。

老年人谨防“隐性”中暑
警惕心脑血管意外

“中暑并不一定是由暴晒引
起的，一些节俭的老人舍不得开
空调，要警惕‘隐性’中暑。”河南
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
李琳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些老年
人为了节省电费，在高温天气下
只使用风扇并紧闭门窗，导致室

内空气不流通且湿度增加。在高
温高湿的环境中，湿度越高，中暑
的温度阈值越低。如果老年人出
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可能是中暑
的前兆，应立即开窗通风，严重时
应及时就医。

李琳特别提醒，高温天气下，
老年人应避免正午太阳直射时段
外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的老年人务必遵照医嘱按时
服药，切勿擅自调整药量。统计
数据显示，每年6月至9月是心脑
血管疾病高发期，气温超过 35℃
后每升高1℃，心脑血管相关的急
诊患者增加 17.3%。结合近期接
诊情况，李琳说：“当前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较前期有所增加。入伏
后湿度加大，湿热环境将加剧心
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三高’老
年群体尤需警惕心脑血管意外。”

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增
多，导致水分大量流失，血液变得
黏稠，增加血栓风险。此外，室内
外温差过大（如空调温度过低）会
引发血管收缩、血压骤升。李琳
建议，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应科学
补水，每日饮用1.5升至2升水，可
适当补充电解质水（或含糖盐的
饮品）。空调温度宜设置在 26℃
左右，避免骤然降温；从高温环境
进入冷气场所时，可以在门口停
留一下以适应温度变化，保护心
脑血管。

儿童户外活动避开高温时段
饮食卫生严把关

记者了解到，由于家长防护
意识的提高，近期因高温中暑就
医的儿童并不多。但儿童新陈代
谢快、汗腺发育不成熟、体温调节
中枢还在发育中，相较于成人，他
们更容易中暑。因此，在高温高
湿天气条件下，儿童需特别加强
防护。郑州市儿童医院东院区急
诊主任王海军建议家长科学安排
孩子户外活动时间：“外出活动应
避开10时至16时高温时段，尽量
选择清晨或傍晚外出。不要等到
孩子口渴再补水，补水应遵循‘少
量多次’的原则。大龄儿童可适
当饮用电解质饮料，但切忌一次
性大量饮水，以免加重肠胃负
担。”

夏季饮食安全对儿童健康构
成重大隐患。王海军说，近期接
诊的胃肠炎患儿有所增加。夏季
儿童喜欢食用冷藏的西瓜等食
物。但如果冷藏食物储存不当
（如未覆盖保鲜膜），容易感染李
斯特菌等病菌，可能引发脑膜炎
等严重疾病，近期已有相关病
例。他建议，冰箱储存食物时务
必使用保鲜膜等进行密封；食用
前，生食水果需彻底清洗（或去
皮），熟食则需充分加热。如果孩
子出现呕吐、发热，尤其是伴有精
神不振的情况，应立即就医。

高温天气，重点人群这样防护
本报记者 郭娅妮 丁 玲

西华县人民医院

多学科联合
救治意外伤患儿

本报讯 （记者侯少
飞 通讯员屈 源）7 月 3
日，一名患儿家属分别将
3面锦旗送到西华县人民
医院急诊门诊、急诊外科
病区和医学美容科医务
人员的手中。

时间回到 6 月下旬，
患儿因意外事故受伤，头
面部伤口鲜血直流，并出
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情
况十分危急，患儿家属焦
急万分，立即联系了西华
县人民医院医生冯恺。
在电话中，冯恺冷静而专
业地指导家属进行现场
止 血 和 转 运 准 备 等 事
宜。约10分钟后，患儿被
顺利送至该院急诊门诊。

抵达医院后，值班医
生赵帅兵迅速反应，凭借
丰富的经验对患儿的伤
情进行精准评估，并立即
为其实施包扎止血，确保
患儿的生命安全。同时，
他引导患儿通过绿色通
道快速完成颅脑 CT（计
算机层析成像）检查。鉴
于患儿病情复杂，赵帅兵
随即联系神经外科、影像

中心和医学美容科进行
联合会诊。各科室专家
迅速响应，经过全面细致
的综合评估，确认患儿颅
脑内部无明显出血或挫
伤。考虑到患儿年龄小
且受伤部位特殊，为减少
伤口对其日后生活的影
响，医学美容科医生凌凤
洋为患儿的头面部伤口
进行彻底清创和美容缝
合。

术后十几天里，该院
医护团队不敢有丝毫懈
怠，认真按时为患儿换
药，细心进行伤口护理，
并定期随访。在医务人
员的专业治疗和贴心关
怀下，患儿恢复良好，伤
口愈合情况令人满意。

这 3 面锦旗，不仅是
荣誉，更是责任。西华县
人民医院负责人说，全体
医务人员会以此为动力，
继续秉持“以患者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不断优
化联合诊疗模式，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全力守护县
域患者的健康，书写更多
温暖人心的医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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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治 平
通讯员张 帆）7月4日，一场融
合思政课展示与无偿献血的
特色活动在开封高级中学东
校区举行。此次活动创新性
地将无偿献血知识科普作为
思政课核心内容，为全市教育
体育系统融合生命教育与社
会责任树立了鲜明旗帜。

活动以充满“宋韵”风情
的献血科普片拉开序幕，生动
展现无偿献血对于拯救生命
的重要意义。随后，开封市二
十五中教师、“河南好人”赵作
战分享自己 18 年坚持无偿献
血的感人故事与深刻感悟，用
亲身经历传递公益精神。他
朴实真挚的话语深深打动了
现场师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
奉献的力量。

开封高级中学政治组教
师王静静以《一臂之力 青春
热血》为题进行思政课展示，
从社会责任、生命价值等角度
深入剖析无偿献血的意义，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其科学性和
重要性。她通过丰富的案例
与互动讨论激发学生思考，在
他们心中播下热爱公益、助人
益己的种子。

思政课展示结束后，现场
气氛热烈，与会教职工和各界
代表深受触动，纷纷登上采血
车踊跃参与无偿献血，将课堂
感悟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不
仅是爱心的传递，更是对“知
行合一”育人理念的生动诠
释，为生命教育与思政教育融
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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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
崔清华 翟世界）近日，由鹤壁市
卫生健康委、鹤壁市疾病预防控
制局主办，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承办的鹤壁市洪涝灾害卫
生防疫应急演练在鹤壁市防灾
减灾公园举行。

本次演练以 A 县发生严重洪
涝灾害为背景，模拟灾后霍乱疫
情突发的紧急场景。演练共设
置 22 个场景，涵盖响应启动、疫
情监测、饮水及食品卫生监测及
管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环境
消毒、健康教育、新闻发布、响应
终止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了
卫生防疫应急处置的流程与要
点。

演练中，分析研判组精准分
析疫情传播风险，提出科学的防
控建议。症状监测组密切关注群
众健康状况，确保传染病病例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疫情发生后，流行病学调查人员
争分夺秒，深入现场追踪传染源、
排查密切接触者；采样检测人员
严格按照操作规范，采集饮用水、
食品及吐泻物等标本并及时送
检，为疫情科学防控提供数据支
撑；环境消杀组有效切断传播途
径，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健康教
育组通过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卫
生防疫知识，提高群众自我防护
意识和能力；舆情应对组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
群众情绪。

本次演练不仅检验了鹤壁市
洪涝灾害卫生防疫的应急预案和
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的建设成
果，还进一步提升了全市洪涝灾
害卫生防疫能力，也为今后科学、
规范、高效开展卫生应急工作积
累了宝贵经验。

7月7日，在漯河医专二附院暑假托管班，老师给小朋友讲解排鼓技巧。该院开设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根据
孩子们的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分层教学和丰富的课程体系，组织孩子们在完成假期作业、巩固学业的同时，参与趣味
体育，体验扎染、泥工等手工创作，学习实践食育知识，走进自然探索园地采摘，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快乐中进
步，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王明杰 卢 闯 刘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