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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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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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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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上午在北京开幕。习
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明确提
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
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
发展中医药事业。这让全省中
医药专家格外振奋。

全国名中医、中医药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丁樱表示，中医药已
守护中华民族健康数千年。近
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
支持下，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快速
发展；广大中医药从业者应当有
强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有继
承、创新、发展这一“国粹”的决
心和担当。作为这条战线上的
一名老兵，愿意在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
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全国名中医毛德西提到，习
近平总书记3万多字、3个半小时

的报告不时赢来热烈的掌声，令
他热血沸腾。他说，报告向全党
和全国人民绘就了未来我们伟
大祖国的宏伟蓝图。新时代、新
思想、新目标、新征程，让人更觉
铿锵有力，直抵人心！他表示，
作为一名老中医，他会更加热爱
所从事的中医药事业，为健康中
国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赵文霞表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作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内
容，明确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
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这一
说法接地气、合民心。作为一名
从事中医药教育和医疗工作的
人，自己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
发挥中医药优势，教好学生，服
务好患者，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
践行者。

十九大报告中“全面建立中
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
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坚持中西医并重”

的论述，引发了“中原学者”苗明
三的思考。他认为，人民群众不
但希望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
希望不得病、少得病。这里，中
医药可发挥的优势很多，中医药
大有可为！要发挥中医药的优
势和特色，加强中医药的传承
与创新作，促进中医药的原创
思维和现代技术、方法的有机
结合，促进中医药与现代医学
的互为补充，建立惠及大众的
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中医人
要按照中医药的思维模式，积
极寻找防治疾病的创新路径和
手段，提高疾病的预防与救治
效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脑
病专家王新志认真收看了党的
十九大开幕会后这样感慨。他
表示，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作为
一名从事多年医疗工作的老党

员，他会牢记嘱托和使命，严格
要求自己，进一步提高医疗水
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为他们谋幸福。

河南省名中医、心血管专家
王振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十
九大报告全面、深刻、振奋人心；
报告中的“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
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等论述，让他对中医药事
业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更激
发了他撸起袖子加油干、把一张
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他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祖国的
医疗卫生事业，立足岗位，努力
工作。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是博士生导师、河南中医药
大学针灸推拿学科带头人高希
言的感言。他说，“习近平总书
记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
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要求。”高希言表示，中医

药有着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
了巨大贡献，并以其在防病治病
和保健康复方面独特的优势魅
力走向了世界，特别是针灸很受
国外的欢迎，让针灸从业者倍感
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
定要在实际工作中把中医药事
业继承好，把人才培养好，让中
医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征程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十九大报告中“传承发
展中医药事业”的要求，河南省
名中医孙玉信表示，师承教育是
中医学习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很多中医的精华内容是通过一
代一代的传承保留下来的，它可
以弥补院校教育的不足。因此，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符合中医
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接地气
的，是符合实际的，可以加速中
医药人才的成长，促进中医药
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必将对中
医 药 事 业 的 腾 飞 起 到 助 推 作
用。

本报讯“中国中药协会艾草
专业委员会落户南阳，既是对南
阳中医药事业尤其是艾草产业的
认可和支持，也是对南阳市的鼓
励和鞭策。”近日，中药资源保护
与产业创新论坛暨中药协会艾草
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阳市召
开，旨在促进艾草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解决在原料种植、产品研
发、品牌打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会议宣读了中国中药协会艾

草专业委员会成立文件、选举结
果，聘任陈可冀、李连达、石学敏、
黄璐琦、李玉、王广基6位院士为
顾问，并向艾草专业委员会授牌。
会议要求，要广泛团结全国艾草行
业，提高行业代表性；要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沟通政府、服务企
业，为艾草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
境；要针对艾草产业存在的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整合政府、产业、学
校、科研等各方资源，编制产业和

园区发展规划，制订艾草行业标
准。南阳将依托专家智库平台，
加快制定艾草标准体系和新产品
研发标准，强力推进艾草产业规
范化发展。

据了解，艾草在南阳有着悠
久的历史。早在东汉时期，用艾
草的方剂就有 20 多个。20 世纪
90年代，南阳开始进行艾草规模
化采集、收购、加工、销售、使用的
探索。经过20年的开发利用，南

阳除艾绒、艾条等传统艾草制品
外，又开发出艾叶精油、艾叶茶、
艾香、艾草护肤品、艾叶皂等100
余种艾制品。目前，南阳市共有
艾草注册种植户 260 余家，种植
面积6万余亩（1亩等于666.67平
方米），加工企业近千家，电商达
3000 余家，研发的传统艾条系列
产品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年
销售额达到16亿元。

（乔晓娜 方 圆）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 通讯员李尤佳
戴秀娟）10月22日，国医大师熊继柏、李佃
贵、唐祖宣、张磊，以及全国名中医毛德西，
聚集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进行学术讲座，分享自己多年的治
病理念和经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工
作者带来了中医药学术经验大餐。中华中
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分会2017年学术年
会暨换届选举大会也在该院举行。

充分挖掘、整理、继承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加强中医理论与临床经验的传承，能够
推动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与发展。在大
会上，张磊“轻清法、涤浊法、疏利法、达郁
法、运通法、灵动法、燮理法、固元法”的临证
八法在治疗内科杂病方面具有临床特色；熊
继柏的“治急病有胆有识，治慢病有守有方”
指出，中医对治疗急症也有优势；李佃贵以

“浊毒”理论的应用为切入点，和大家一起探
讨中医发展思想；唐祖宣与大家分享了“中
医立法之路”的精髓与内涵；毛德西强调，要

“重识中医整体观”。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研究，是

中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名
老中医学术思想总结、继承，是提高当前中
医临床水平、培养新一代名中医的重要途径
之一。寻求更加高效的方法，把名老中医的
宝贵思想和经验继承下来，更快地运用于临
床，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会议指出，中医药
工作者要调动一切力量，共同做好名老中医
学术思想研究工作，努力实施好名老中医学
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为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做出贡献。

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分会2017
年学术年会暨换届选举大会由中华中医药学
会主办，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分会、
河南省中医院联合承办。大会选举产生了中
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分会第六届委
员，韩丽华当选名誉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
院院长崔应麟当选新一届主任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刘平说，他希
望大会进一步提高对学会重要地位与作用
的认识，增强责任感；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繁
荣名老中医学术思想；进一步加强学会自身
建设，努力提高整体工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 通讯员马驰
远）10月13~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
礼，国医大师王琦、唐祖宣、张磊等73位
省内外专家齐聚郑州，在中原脑病论坛
暨首届河南脑病学术大会上，共话脑病
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预防、诊断、治疗、康
复、健康管理暨脑病重点专科建设。大
会由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分会、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神经科分会、河南省中医药学
会、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

目前，脑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
的重大疾病之一，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
病的防治工作已经受到国家和医学界的
高度重视。本次大会以“创新提高，合作
共赢”为主题，秉承中西并重理念，设立
了以“走近院士·对话大师”为主题的主
会场，张伯礼、王琦、唐祖宣、张磊等专家
做专题讲座。大会还设置了“脑血管病、
脑研究及脑健康论坛”“头痛论坛”“眩晕
病论坛”“睡眠障碍论坛”“帕金森病及认
知障碍论坛”“神经变性病论坛”“脑血管
病介入论坛”“名医传承论坛”“神经免疫
病论坛”“脑病专科联盟论坛”“脑出血论
坛”等11个分论坛，为来自省内外100多
家医疗卫生机构的1200余位医务人员带
来了脑病诊疗学术盛宴。

本次会议学术水平高、参加人数多、
学术氛围浓厚，具有前瞻性、学术性、专
业性、创新性，为脑病专家搭建了重要的
学术交流平台，省内外专家围绕常见脑
病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交流互鉴、凝
聚共识、启发思路、共同提高。本次大会
的召开，标志着河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
防治脑病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同时，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脑病专科联盟成立，将在“专科共建”
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医脑病重点
专科医疗资源一体化发展模式，促进联
盟成员单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
流、科研协作等水平的提高。脑病专科
联盟的成立，将使全省医疗卫生机构的
脑病专科形成一个巨大的医疗网络系
统，在国家级重点专科——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医院的带领下，
进一步推动业界及全省脑病防治事业的
发展。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 通
讯员孙 璐）如何为疑难危重肛
肠病患者提供便捷的就医途
径？怎样加强肛肠专科建设、人
才培养？10月17日，在全省100
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及专科医院
医务人员的见证下，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中
医三附院）医联体-肛肠专科联
盟成立。该联盟将通过实施多
项举措，为上述问题找出答案。

肛肠专科联盟以“团结、协
作、互助、共同发展”为宗旨，推进

技术深度合作，资源充分共享，转
诊互通便利，携手共同发展，为肛
肠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
究、技术交流、运营管理等领域搭
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并逐
步完善网络就诊、会诊平台，为疑
难危重肛肠病患者提供便捷的就
医途径，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在肛肠专科联盟成立现场，
国医大师张磊赋诗一首：“肛肠
生痔实堪忧，疼痛便干血外流。
克险攻坚除隐患，轻松健康喜心
头。”肛肠专科联盟成立后，中医

三附院与肛肠专科联盟成员单
位签署医联体-肛肠专科联盟
合作协议书，并为139家成员单
位授牌。同时，消痔灵技术河南
省培训中心揭牌。

会议指出，肛肠专科联盟成
立及消痔灵技术河南省培训中
心揭牌对全省医联体试点工作
开展具有积极意义。肛肠专科
联盟可突出特色，强化服务理
念，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学术地
位及诊治水平，推动全省肛肠专
科的建设与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
讯员周勇杰）“你们中医院的医
生真贴心，让我们这些子女不
在家、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家门
口就能找县城的专家看病，真
是太好了！”襄城县湛北乡侯楼
村近80岁的老太太李彩凤在邻
居搀扶下来到义诊现场，检查
后激动地说道。

10 月 17 日，襄城县中医院
派出 13 名专家，冒雨来到全县
贫困村之一的湛北乡侯楼村，
为当地村民开展义诊服务活
动。

医疗队到达村委会义诊活
动现场时，雨已经从出发时的
朦胧细雨逐渐变为大雨。但是
这挡不住襄城县中医院医务人
员为村民服务的热情，大家下
车后立即投入到忙碌的义诊工

作中。量血压、测血糖、问诊、
把脉、提供个体化健康指导法，
医务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位村
民进行检查治疗，还给有需要
的患者进行 B 超和心电图检
查。村民们也丝毫未受天气的
影响。许多群众一大早便在村
委会等候，前来咨询的村民络
绎不绝，义诊现场十分热闹。

“闺女，你冷不冷啊！下着
雨还跑这么远的路给我们看
病，太辛苦啦！”“你们义诊几
天？明天还来吗？”村民们一句
句暖心的话感动着每位医务人
员。

此次义诊活动，专家们共
义诊150余人，受到了当地村民
的一致好评。村民们表示：“不
花一分钱，走最短的路，享受到
了最好的医疗服务。”

近日，由郸城县卫生计生委、郸城县中医院、郸城县民政局、曹子成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联合主办的“记得我爱你 共筑中国梦”春雨行动（老年认知功能筛查）在巴集乡敬老院启
动。此次活动中，专家们将走访全县20多个乡镇敬老院，将老年认知功能筛查范围扩大至农村养老
院，实现老年认知功能筛查城乡全覆盖。 郸城县中医院供稿

中国中药协会艾草专委会在南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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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医疗协作 推进技术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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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上午，河南中
医药大学举办了第三届大学
生合唱节。据了解，共有 10
支师生代表队在初赛中脱颖
而出，参加了决赛。其中，第
二临床医学院等 3 支代表队
获得一等奖。

孙河龙 翟晓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