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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

引育高层次人才促进科研创新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刘姝含）7 月 6 日，河南省中
医药科学院举办博士后进站答
辩会，引育优秀青年科研人才，
推动中医药学科高质量发展。
国医大师丁樱、河南省知名儿
科专家闫永彬、河南省中医药
科学院执行院长曹向阳等评审
专家，现场对招引的人才进行
了答辩考核。

当天的答辩会前，河南省
中医药科学院为博士后合作导
师丁樱、闫永彬等颁发聘书。
随后，当天进行答辩的博士研
究生高敏就博士后阶段拟开展
的研究计划进行了展示。在答
辩环节，专家们从专业能力、科
研潜力、工作计划等方面，向高
敏进行了提问和点评。

科研机构与高校联合培养

博士后，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
人才的重要途径。河南省中医
药科学院贴近产业需求，聚焦
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专
注理论创新能力培养，拥有深
厚的基础研究积淀和良好的学
科交叉平台。

长期以来，河南省中医药
科 学 院 积 极 探 索 与 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联 合 培 养 博 士 后 等 高

层 次 人 才 培 养 新 模 式 。 此 次
招 引 博 士 后 进 站 进 行 联 合 培
养 ，是 双 方 又 一 次 探 索 与 结
合。

今后，河南省中医药科学
院将为招引的高层次人才，提
供一流的科研平台和支持；将
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培养
更多兼具学术素养与实践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

聚焦群众需求 锻造中医“长板”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程小可 张 娟 文/图

“叔叔 ，我的右胳膊抖得
厉害，还有头晕、流鼻血……”

“小朋友，别害怕，让叔叔给你
检查一下。”记者在叶县夏李
乡卫生院内科诊室采访时，村
民李某因为孩子出现眩晕、流
鼻血等症状，便带着孩子来卫
生院就诊。根据患儿的情况，
该科医生周书鹏及时为患儿
进行了对症治疗。10 分钟后，
患儿的症状明显缓解。

据孩子的家长李某介绍，
他正在家中做午饭时，突然接
到 孩 子 辅 导 班 老 师 的 电 话 ，

“孩子在课堂上突然出现流鼻
血、眩晕”。放下电话，李某骑
着三轮车往辅导班赶去。接
到孩子，李某没有片刻停留，
直接来到离家最近的夏李乡
卫生院就诊。周书鹏安抚孩
子 的 情 绪 后 做 了 相 关 检 查 ，

“不用担心，孩子没有大碍，主

要是上火引起的流鼻血，孩子
因为紧张导致眩晕、胳膊抖动
等症状，我给他做一下治疗，
开点儿药”。由于周书鹏的悉
心 照 料 ，患 儿 的 情 况 逐 渐 好
转。

周书鹏说：“我是一位全科
医生，在基层坐诊，不仅要进行
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对于疑难
杂症也要有所涉猎。多年来，
卫生院没有治疗疼痛的专科医
生，出现治疗不了的情况，我们
就推荐患者去上级医院。”

长期以来，叶县夏李乡卫
生院没有专业中医师坐诊，只
能依靠内科医生开西药输液，
辅以有限的理疗手段。为改
变中医科“有科室、无骨干”的
困境，去年 9 月，叶县夏李乡卫
生院院长王奇超根据实际情
况，选派业务骨干赴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进修，切
实提升对常见疼痛性疾病的
中医诊疗能力。

“在基层，群众对针灸、推
拿、中药外治等‘简、便、验、
廉’的中医药疗法需求迫切，
过去苦于专业人才短缺，无法
提供规范服务。”王奇超坦言，

“此次下决心派业务骨干出去
学 习 ，就 是 要 啃 下 这 块 硬 骨

头 ，把 中 医 药 服 务 短 板 补 起
来。”该医师此次进修聚焦疼
痛性疾病的中医药特色诊疗
技术，系统学习针灸、正骨、康
复、疼痛等。学成归来后，卫
生院中医科将彻底结束“无专
业中医师”的历史，逐步建立
起以中医为主导的疼痛诊疗
单元，让群众无须四处奔波即
可 获 得 规 范 、有 效 的 中 医 治
疗。

叶县夏李乡卫生院积极引
进专业技术人才，大力推广中
医药适宜技术，重新组建中医
门诊，成立中医馆，由医生李
帅通担任科室负责人，其他门
诊医生积极协助中医馆开展
工 作 ；开 展 了 理 疗 、按 摩 、拔
罐、推拿、针灸、熏蒸、小针刀、
贴敷等中医药诊疗技术，疼痛
患者可以得到专业的中医治
疗。此举标志着卫生院在中

医药服务能力建设上迈出了
突破性一步。

为了解决基层患者“看中
医难、止疼痛更难”的问题，王
奇超带领干部职工转变发展
思路，将“做强中医科，破解基
层疼痛难题”确立为卫生院发
展的战略支点。把中医这块

“短板”锻造成服务基层的“长
板”。这不仅是单一科室的崛
起，更是乡镇卫生院响应国家
号召、优化服务结构、精准对
接群众健康需求的生动实践。

王奇超说，下一步该院将
持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引
进更多的中医药诊疗技术，比
如面神经麻痹中医治疗、偏瘫
后遗症中医理疗康复、皮下埋
线减肥等，满足更多患者的就
诊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 受 到 专 业 、高 效 的 医 疗 服
务。

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检查身体

人间烟火气
中医奇妙游

本报讯 （记 者 朱 晓 娟
通讯员张 晓）这个夏天，三
门峡的市民们有了纳凉好去
处。人们三三两两相约在

“中医药消夏之夜”活动的现
场，一起沉浸在中医药的神
奇体验中，享受这场“健康狂
欢”……

7 月 3 日至 5 日，三门峡
市中医院精心筹备的“中医
药消夏之夜”系列活动在三
门峡市义乌商贸城举行，旨
在弘扬中医药文化，为百姓
送上免费贴心的中医药健康
服务。

在健康义诊咨询区，20
余位中医名家，携手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派驻
专家，组成强大的义诊专家
阵容。不管是身体有点儿不
适，还是想咨询养生小妙招，
都能在这里得到专业又贴心
的服务。

在中医药特色疗法免费
体验区，针灸、推拿专家和护
理骨干各展所长，为群众免
费开展针灸、推拿、艾灸、拔
罐、千金痧灸、火龙灸、耳穴

压豆等中医药特色
疗法。

一 位 市 民 体 验
完针灸后激动地说：“扎完针
灸，眼睛一下子就明亮了许
多，中医真是太神奇了！”

在中药辨识区，中药辨
识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市民的
参与。现场展示了日常生活
中常见的药食同源的多味中
药，药学专家详细讲解了各
种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辨识
方法，让市民们对中药入食
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在健康科普区，医院感
染控制和公共卫生管理科、
中医健康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在现场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
解中医保健养生知识，解答
群众的健康咨询，让人们在
轻松的氛围中收获实用的健
康知识。

在中药茶饮、药膳免费品
鉴区，营养科专家联合药学骨
干精心为市民准备了多款精
美的药膳，还有各式醇香的中
药茶饮供大家免费品鉴。

“一边品尝美味，一边感
受中医药与美食的完美融
合，这也太惬意了吧！”一位
市民说。

三门峡市中医院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新乡市获嘉县中医院以

“双首创”破局——省内首家公立
医院在院内开设“中医药生活超
市”、首家抖音直播推广药食同源
产品，创新“线下实体体验+线上
云端服务”双轨模式，填补公立医
院多元化中医药健康服务空白。

模式创新
双轨驱动重构服务场景

“超市”进院：沉浸式中医药
生活圈。获嘉县中医院在门诊
楼一楼打造河南省公立医院首
个“中医药生活超市”，道地药

材、“药食同源”精品、艾草养生
器械及中医药文创产品，全程质
控 ，确 保“ 真 材 实 料 、安 全 可
靠”。“中医药生活超市”集购物、
教育、体验于一体，通过“产品试
用+健康咨询”模式，让群众在就
诊间隙感受“治未病”理念融入
日常生活的便利。

“直播破圈”
云端赋能精准惠民

获嘉县中医院紧抓数字经
济机遇，开通官方抖音直播间，
成为省内公立医院直播推广药
食同源产品的“先行者”。直播
间由资深药师、中医师出镜，围

绕三伏茶、特色艾草制品、四季
养生茶等“明星产品”，解读功效
与适用人群，将专业养生知识转
化为“可带回家”的健康方案，突
破地域限制，实现优质中医药资
源“触屏可及”。

自主研发
科研赋能产品升级

获嘉县中医院依托强大的
中医药科研能力，在省内率先建
立中医药产品研发中心，聚焦药
食同源领域，自主研发多款产
品。例如“女神茶”“男神茶”等，
针对不同性别体质特点设计配
方，融合枸杞、玫瑰、黄精等道地

药材，兼顾口感与功效；“黑芝麻
丸”采用传统九蒸九晒工艺，结
合现代营养学优化配比，成为深
受群众喜爱的零食；四宝饮茶杯
的自过滤设计，在品尝茶水的同
时可以减少茶渣的干扰。所有
产品均通过临床验证与安全性
评估，由医院全程把控原料采
购、生产工艺及质量监测，确保

“研发、生产、销售”闭环管理。
核心价值

公立公信引领健康消费升级
获嘉县中医院院长刘峥说，

线上线下产品均经医院严格审
核，构建“真材实料、专业可靠”

的信用体系，直击消费者“真假
难辨”痛点。

闭环服务生态。线下超市
提供即时体验与专业咨询，线上
直播实现广覆盖与便捷购买，形
成“体验、咨询、购买、反馈”服务
闭环，推动中医药服务从“疾病
治疗”向“健康管理”延伸。

未来，获嘉县中医院将持续
优化双平台运营，探索“直播预
约到店体验”“线上咨询线下调
理”等互动服务，联动县域中医
药资源打造区域健康品牌，让创
新模式惠及更广人群，为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基层智慧。

南阳市卧龙区中医院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赵乙仰）“平时上班比
较忙，今晚遛着弯儿就看了
病，还学了调理方法，这种服
务太贴心了！”日前，南阳市
卧龙区中医院（南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西区医院）以“沉浸
式夜市”为载体，推出专家义
诊、养生功法、药膳茶饮、穴
位贴敷四大板块，并全新打
造六面中医药主题彩旗，以
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融合的
视觉盛宴，吸引市民驻足打
卡。

在活动现场，卧龙区中
医院的资深中医专家团队一
字排开，内科、妇科、儿科、疼
痛科等科室专家齐上阵，为
群众提供义诊服务。“望、闻、
问、切”四诊合参，专家耐心
解答市民疑问，开具个性化
调理方案，并传授四季养生
要点。

广场前，伴随着悠扬的
音乐，针灸推拿科主任带领
的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展示
团队身着汉服演练功法，舒
展筋骨、调和气血的招式引
得围观群众纷纷效仿。“左右
开弓似射雕”“双手托天理三
焦”……一招一式间，市民们
不仅体验了中医传统功法的
魅力，更将“未病先防”的健

康 理 念 融
入日常。

据 悉 ，
此次活动特设特色中药茶饮
包咨询与穴位贴敷粉服务综
合展区。在展位上，“安眠
饮”“减脂饮”“祛湿饮”“通
便饮”等定制茶饮包引得市
民驻足咨询围观。市民了解
后可至医院定制个人专属茶
包，将健康理念融入日常饮
食。同时，医务人员针对失
眠、保胎、止呕止咳、痛经等
需求，还提供了穴位贴敷药
粉，进行个性化调配，让中
医外治法切实走进市民生
活。

南阳市卧龙区中医院执
行院长李卫阳表示，今年，该
院已经举办中医药文化夜活
动市4场，累计服务群众3000
余人次。该院的这项中医药
惠民活动，将固定在每周五晚
上，持续到10月底结束。

此次夜市活动不仅是一
次惠民服务，更是中医药文
化“接地气”的生动实践。从
中医药专家义诊到养生功
法，从中药茶饮品尝到穴位
贴敷，市民们在“逛、品、学、
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
大精深。接下来，南阳市卧
龙区中医院将以“中医药文
化夜市”为纽带，持续开展此
类活动，推动中医药服务走
进千家万户。

让优质中医药资源“触屏可及”
本报记者 常俊伟 通讯员 曹 培

温县中医院

中医助力科学减重
本报讯“短短 45 天，我

的 体 重 从 220 斤（1 斤 =500
克）下降到 180 斤，整整瘦了
40 斤。腰围缩小了 12 厘米！”
崔先生十分开心地向温县中
医院治未病科医务人员反馈
道。“看来咱们这中医，还真
是博大精深啊！”

崔先生说：“胖了以后，我
的身体负荷比较大，由于打
鼾，我晚上睡不好、白天易疲
劳。”一直以来，崔先生为自
己的过度肥胖而烦恼，曾多
次进行体重管理，但因为平
时饮食不规律，运动少，腹部
脂肪堆积较多，尝试了很多
种减肥方法，但最终都收效
甚微。

在朋友的推荐下，崔先生
来到温县中医院。接诊医生
崔二旗经过辨证，诊断为痰
湿型肥胖，并为崔先生制定
了穴位埋线联合小针刀疗法
治疗方案。

崔二旗说：“患者是痰湿
体质。由于脾胃运化功能失
常，导致水液代谢障碍，水液
停滞于体内。埋线治疗具有
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健脾祛

湿等作用。痰湿体质患者进
行埋线治疗后，体内的痰湿
邪气可以随着经络疏通逐渐
排出体外，体重也会逐渐下
降。”同时，医务人员还为患
者 制 定 了 膳 食 方 案 ，采 用

“211 餐盘法则”，每餐 2 份蔬
菜、1 份蛋白质、1 份主食，增
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的比
例，控制热量摄入，坚持规律
饮食，避免暴饮暴食。每周
进行 150 分钟~300 分钟中等
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 2 次
力 量 训 练 ，重 点 锻 炼 大 肌
群。利用碎片时间做办公室
拉伸运动，每周固定时间测
量体重和腰围，以监测减肥
成果。

崔先生说：“中医真的很
神奇，第一次埋线结束，我的
饭量就小了一半，没有那种
一直想吃的感觉了。第一阶
段 15 天就瘦了 10 斤，三次联
合治疗 45 天瘦了 40 斤，腰围
减少 12 厘米。体重减轻后，
身体轻快，心情愉悦，关键这
种中医组合的疗法不痛苦，
比较容易做到，太感谢了。”

（王正勋 侯林峰 张浩）

洛宁县中医院

开展“西学中”培训
本报讯 （记 者 刘 永 胜

通讯员向晶玉）连日来，在豫
西山区的洛宁县，非中医类别
医师学习中医工作持续走深
走实。目前，设在洛宁县中医
院的首期“西学中”培训班 24
名学员经过系统学习，已有11
人通过考核顺利结业，为全县
中西医结合诊疗队伍注入了
新生力量。

“西学中”培训是提升县
域医疗服务能力、促进中西
医 协 同 发 展 的 重 要 举 措 。
2024 年，洛宁县中医院依托
优质中医药资源，开设首期
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培
训班，吸引全县 24 名临床、口
腔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
资格的西医医师参训，培训
采用“集中学习、课外自学、

临床实践”三位一体模式，设
置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
学、中药学等 9 门必修课程，
以及针灸学、中医妇科学等
多门选修课程，总学时超过
850 学时，其中临床实践不少
于6个月。

经过系统培养，11 名学
员以优异成绩通过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组织的结业考核，
取得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
学习中医培训结业证书。

凭借首期成功经验，近
日，洛宁县中医院“西学中”
第二期培训班现开始面向全
县开放报名，计划招收二年
制学员 60 名，为有志于掌握
中医药技能、提升综合诊疗
能力的西医同仁提供了宝贵
的学习平台。

7月6日，在开封市中医院东司门院区，医务人员为小记者团讲解“针灸铜人”相关知识。由开封市
中医院、开封日报报业集团精心策划，汴梁晚报小记者团一行30余人来到开封市中医院东司门院区，
开启了一场融合历史、文化与健康智慧的“中医药文化之旅”，零距离探访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沉浸
式感受中医药的魅力与神奇奥秘。

张治平 陈 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