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3 日
上午，在河南中
医药大学 2017
届毕业生毕业
典礼上，毕业生
们收到了一份
特殊礼物——
一盏闪着明亮
灯光的现代化
马灯。在我国
中医传统中，弟
子出师时，老师
要送给弟子两
件礼物——一
盏马灯和一把
黄色的雨伞，意
在教育弟子看
病要风雨无阻、
不分昼夜。

索晓灿
秦东仁/摄

中医药周刊

2017年6月27日

每周二出版
第209期

弘扬国粹 护佑健康
电子信箱：wsbzyyzk@163.com

5责编 栗凤娇 美编 马丽娜

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要求在基层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这既说明
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也说明了中医药健康
服务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
增加报纸的可读性，本版开设《中医故事》《解读
中医》《中医院传真》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
投稿！

邮箱：757206553@qq.com
电话：（0371）8596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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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正骨医院，哈拉少！”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张随山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对我们村的精准
扶贫工作是真扶贫，为贫困户和贫困村脱
贫付出了很多。”开封市第二中医院扶贫定
点村是开封市祥符区袁坊乡前孙富庄村。
6月13日上午，袁坊乡常务副乡长郭海永
带领乡干部、前孙富庄村驻村第一书记、村
党支部书记等一行6人专程来到该院，送
上印有“真心扶贫 诚意为民”8 个字的锦
旗，感谢该院驻村精准扶贫以来所办的实
事、好事。

据了解，自精准扶贫前孙富庄村以来，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选派副院长马歌任驻村
工作队队长，带领该院驻村队员，扎实开展
各项扶贫工作。该院选派骨干力量分别与
该村 58 户贫困户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
他们多次深入该村进行入户走访调查，建
立完善档卡；多方考察项目，邀请全国劳动
模范朱金喜到该村传授致富经验，并投入
8 万元种植“冬枣一号”20 亩（1 亩约等于
666.67平方米）；争取到了政府补贴，帮助
村民种植了 50 亩苹果苗；与有关部门协
调，为该村修建2.7公里乡村公路；拿出专
项资金2万元，改善村中路面、小学教学楼
等基础设施；组织专项慰问，为贫困户发放
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多次开展义诊活
动，免费发放药物；组织专家前往该村，为
行动不便、智力障碍的残疾及贫困人群进
行残疾鉴定，上门办理残疾证；对该村到开
封市第二中医院就诊的贫困患者进行“三
免一减”优惠等，受到干部及群众的广泛好
评。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院长王永刚说：“下
一步，我们医院将认真履行服务贫困村的
社会责任，拓宽扶贫思路，找准脱贫项目，
不断加大帮扶力度；多方考察，大力引进产
业技术帮扶；发挥医疗机构的优势，进行医
疗帮扶；与教育机构加强联系，培养实用型
人才，进行扶贫助学帮扶，确保该村尽早脱
贫且不返贫。”

近日，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来自俄罗斯的维克多·雷巴
高夫在住院时伸出拇指称赞道：

“洛阳正骨医院，哈拉少（在俄语
中，哈拉少的意思是好棒、了不
起）！”

“我们用两周时间，解决了
困扰维克多·雷巴高夫3年多的
病痛！”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颈
腰痛三科主任宋永伟说。曾任
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副署长的维
克多·雷巴高夫患有双侧肱骨外

上髁炎（网球肘），双侧足跟痛，
右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其中以肱
骨外上髁炎最为严重，曾在多个
国家诊治。在3年半的时间里，
维克多·雷巴高夫左肘关节封闭
注射 40 余次，右肘关节注射 7
次，结果却都不理想。

不久前，维克多·雷巴高夫
慕名来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宋永伟、田江波等对其悉心
治疗，利用中药熏蒸、针灸、小针
刀等疗法，让其肘关节的活动度

有了明显改善、双侧足跟痛基本
消失。维克多·雷巴高夫感受到
了洛阳正骨特色疗法的神奇。

在治疗期间，见多识广的维
克多·雷巴高夫情不自禁地称
赞：“宋永伟先生，哈拉少！”“田
江波先生，哈拉少！”“赵建梅护
士长，哈拉少！”“病区的美女护
士，哈拉少！”翻译韩冰提醒维克
多·雷巴高夫“浓缩点赞”，他用
刚从韩冰那里学到的汉语说道：

“洛阳正骨医院，哈拉少！”

平舆县中医院

宣传“创卫”知识

6月6日，“全国最美乡村医生”、三门峡市陕州区宫前乡韩庄村乡
村医生马云飞和村民一起翻晒中草药，并向村民讲解中草药知识。

刘 岩/摄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许永彦）6 月 2 日
16~20时，平舆县中医院组织20多名志愿者在县城舆新
广场为广大市民进行“创卫”知识宣教。平舆县卫生计
生委党组书记、主任周俊峰，副主任刘雪平，平舆县中
医院院长张新义和县创建办、创卫办等单位的有关人
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医务人员不顾天气炎热，为前来寻医问药的群众
提供服务，为他们测量血压，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
防和治疗知识，免费为广大市民发放一次性口罩、手
套、风油精、手提袋、宣传彩页等宣传品，深受广大市民
的欢迎。

医务人员围绕活动主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填写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广大市民进行“创卫”知
识宣教，营造了全民参与“创卫”工作的浓厚氛围，进
一步提高市民对平舆县“创卫”工作的知晓率，助推
平舆县“创卫”复审顺利通过。

本报讯 6月10 日，许昌市人
民政府与建业集团正式签订中医
药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项目合作
意向书。这标志着许昌市打造全
国生态健康养生基地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据了解，许昌市中医药健康
养生养老示范区项目是河南省
委、省政府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的项目工程，初步规划为温泉小
镇、休闲旅游度假小镇、医养小镇
和药膳小镇 4 个小镇，规划面积
为28.86平方千米，建成后将有效

满足老年人健康养生、健康养老、
医养结合等多层次养生养老需
求。

许昌发展中医药产业和健康
养生养老产业优势明显。目前，
许昌市以鄢陵县为中心的90万亩
（1 亩约等于 666.67 平方米）花木
种植是长江以北最大的花木生产
销售基地，已经形成了花木+文化
旅游、花木+养生养老、花木+地产
等产业；禹州市拥有中药材种植
面积40万亩，是全国17个中药材
专业市场之一，中医药文化源远

流 长 ，中 医 药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
2016 年，许昌成功获批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形成了以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为主的产、学、研
基地，以禹州市为主的产业发展
基地，以鄢陵县为主的健康养生
养老基地“一区三园”发展格局，
为中医药健康养生产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许昌市人民政府与建业
集团签订的项目为：中医药健康
养生养老示范区项目规划范围为

“两个组团”，一是以鹤鸣湖为中

心的新城区组团，二是以陈化店
镇为核心的花都大道北侧组团，
两个组团面积约为 20 平方千米；
中医药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休闲养生项目、养
生养老项目、健康养生医疗项目、
健康养生服务项目、健康养生用
品制造项目等健康养生养老五大
核心产业项目，以及相关的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推进中医药健康养生养
老示范区项目，许昌市将成立领
导小组，组建工作机构，由许昌市

委书记任第一组长，许昌市人民
政府市长任组长，相关领导任常
务副组长，相关单位为成员；从市
直有关部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
具体实施等日常工作。鄢陵县也
成立指挥部，专题、专人、专案推
进示范区建设，建业集团将成立
由其董事长任指挥长的项目指挥
部，确保项目顺利启动、推进、实
施。目前，项目详细规划、基础设
施建设等各项前期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王正勋 侯林峰 李晓辉）

许昌市人民政府与建业集团强强联手

着力打造中医药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李 季）开封
市将全市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馆组织起
来，成立了“开封市中医馆之
家”，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中医
药服务能力……6月26日，记者
从开封市卫生计生委获悉，为
了贯彻落实刘延东副总理视察
开封市中医院时关于“重心下
移、服务基层”的指示精神，开
封市卫生计生委决定，由开封
市中医院牵头成立“开封市中

医馆之家”。
在“开封市中医馆之家”成

立大会上，与会代表就如何发挥
“中医馆之家”服务基层、帮扶基
层、构建中医馆建设交流平台作
用进行座谈，对中医馆建设运营
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以及
中医馆建设运营中取得的成效
与收获等进行了讨论，并就如何
提升中医馆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进行了探讨。

开封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周广辉指出，2017 年是推进分
级诊疗制度的第一年，开封市
中医院作为三级医院，在提升
疑难危重病症救治能力的同
时，要担负起提升基层中医医
疗机构首诊服务能力的工作任
务，要借助“开封市中医馆之
家”这个平台，秉承“讲出新东
西，教会真本领”的工作宗旨，
精选中医药适宜技术项目进行
推广，在提升基层医生技术水
平和服务能力的同时，扩大开

封市中医院在群众中的知名
度。

各中医馆负责人要珍惜
“开封市中医馆之家”，利用这
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努力提升
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在“开封市中医馆之家”成
立的同时，开封市还举办了“河
南邵氏针灸流派临床经验学习
班”。该市所有中医馆选派两
三名中医业务人员参加了培
训。

开封市为基层中医馆建了一个“家”

流浪汉路遇车祸意识不清，
从急诊到重症监护再到护理院，
他9个多月的治疗康复引起了一
家医院的关注。这位老汉就是这
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老贾。

流浪汉突遇车祸
这件事还要从 2016 年 2 月

27 日说起。那一天，中牟县中医
院重症监护室来了一位特殊患
者老贾。据当时接诊患者的首
诊护士王笑倩回忆，当时老贾颅
脑外伤严重、意识不清，身边跟着
一位小伙子，说患者可能有 60
岁，名字叫老贾，出了交通事故后
肇事方推诿扯皮、置之不理，就被
急 诊 转 送 到 了 重 症 监 护 室 治
疗。交代完这些，这个小伙子也

“失踪”了。
就这样，“无名字、无身份、无

家属”的老贾开始了他的重症监
护室治疗之路。

渡过“脱机”第一关
呼吸每分钟 42 次、心率每分

钟136次，反常呼吸、面容痛苦、极
其烦躁，以“颅脑损伤，多发肋骨
骨折，呼吸窘迫综合征”入院的老
贾一入住重症监护室，抢救团队
就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气管插
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对症治
疗。于是，何时摘掉呼吸机成为
判断老贾病情危重程度的一个标
准。

第一周，老贾是在呼吸机的
陪伴下度过的。

“老贾‘脱机’啦！”老贾入院
后的第二周，他的这一病情变化
引发了救治团队的一阵雀跃。可
是，大家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
发现了另一个重大隐患。

“长期的拾荒生涯，让老贾受
到了粉尘和汽车尾气的侵袭，还
有大量尼古丁的吸入，使他的肺

部积聚大量痰液，脱机后痰液随
着咳嗽喷出。”王笑倩说，那一段
时间，老贾的痰液可谓全方位、无
死角、长短程不规则地“扫射”。
老贾的床单、被罩、床栏，病床旁
的桌子、记录单，甚至天花板都曾
受到过“袭击”。

王笑倩说，已经记不清她和
其他护士帮老贾吸痰时面部被喷
到过多少次了。

监护室里“焕然一新”
除了不间断的咯痰症状，多

年的风餐露宿还让老贾的皮肤里
留下了厚厚的沉积物。老贾入院
后的第一个月，护理团队每天为
他翻身擦浴、清洗面部沉淀的油
垢、机械排痰、翻身叩背……老贾
背部和双肩的灰垢一点点减少，
手心指缝、耳后、耳廓、脚掌、脚趾
间各处的厚厚的灰尘也消失了。

就这样，老贾在监护室里，不

仅人精神多了，皮肤也变得红润
了，有光泽了。不仅是容颜变化，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久了，老贾还
享受到了吃“百家饭”的优待。

入院时，老贾身旁无家属，能
进食后，他按时吃饭就成了问题。
于是，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建议，用
科室垫费的方式为老贾解决三
餐。“我们科的值班是12小时制，中
午忙起来时要到下午才能吃上饭，
晚饭都是 20 时下班后才吃，有时
晚上加班到 22 时才能吃上饭，委
屈老贾跟着我们三餐不定时也是
常有的事儿。”王笑倩说。

不久，监护室里的其他患者
看到了这一情况，主动提出把自
家的“病号饭”分给老贾一份。小
米粥、豆浆、牛奶、鱼汤、骨汤……
老贾的三餐日渐丰富起来，吃“百
家饭”成为老贾在重症监护室里
获得的又一次优待。

终于有了归宿
由于老贾的特殊身份，受伤

时又牵涉第三方责任，于是他病
情稳定后的去向成了问题。每天
的探视时间，看到别的家属到床
旁探视，老贾眼神中流露出羡慕
之情。

从老贾入院直至恢复生活自
理能力的近8个月时间里，帮助老
贾找到家人成了中牟县中医院重
症监护室乃至整个医院的关注点。

在经历了多方寻找未果之
后，院方决定每月出资1500多元，
让老贾住进一家条件不错的老年
护理院，还定期组织医务人员登
门回访、探望。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老贾的
康复和重返社会的情况。”王笑倩
说，2016年年底，老贾最终由中牟
县民政部门接管，到福利机构生
活。

老贾的监护室之旅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王伟玲

中医故事

平舆县中医院志愿者正在宣传“创卫”知识 丁宏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