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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本报讯 近年来，南召县委、
县政府着眼于国家中医药发展
大局，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制定
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起政府
主导、多部门合作、专业机构支
持、全社会参与的中医药发展工
作机制，将中医药工作纳入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卫生事业发
展规划和县政府年度工作目标，
有力推动全县中医药事业的全
面发展。

一是组织保障到位。该县成
立争创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领导
小组，全面统筹推进各项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
责创建工作的推进落实。

二是制定工作方案。该县制
定《南召县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实施方案》等方案，
提出创建目标、任务和要求，明确
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制定严
格的奖惩措施。

三是充实工作队伍。该县成
立南召县中医药管理局，设置中
医药管理股，配备5名专职人员，
年拨创建经费20万元，具体负责
全县中医药工作和各项业务的开
展。

四是健全考评体系。该县将
创建工作纳入全县综合目标管理
考核内容，县政府定期研究创建
工作，对创建工作的重点、难点及
时研究解决，并坚持月督导、季检

查、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的督导原
则，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五是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该县不断加大对中医药建设的
投入力度，用于县、乡、村三级中
医药基础建设、人才队伍与服务
能力建设。在全县卫生事业费
中，中医药事业费投入占比逐年
增加。

六是落实配套政策。该县将
中医药服务项目（包括针灸、治疗

性推拿等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和
中医药适宜技术、中药饮片、中成
药等）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补偿范围；中医医院住院起付
线比同级医院低 100 元，同时报
销中医药补偿比例为 10%，引导
参保职工和居民选择中医药服
务；与健康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落
实《南召县健康扶贫工作方案》，
对贫困户实行5次报销。

（乔晓娜 方 圆 王俊宣）

南召：

政府主导 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大夫，我舌头疼得厉害！三四年了，我
连口热水都不敢喝……”5 月 26 日，在鹤壁
市中医院的义诊桌前，67岁的张老太太向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教授
朱翠玲诉起苦来。鹤壁市中医院副院长邢
志强此时正坐在朱翠玲身旁。

“张老太太，您伸出舌头，让我们看看
吧！”说着，朱翠玲请邢志强一起为张老太太
进行舌诊，发现张老太太舌质红、苔薄少且
干，有少量裂纹。邢志强跟朱翠玲讨论起
来：“我觉得张老太太是阴精亏虚。她舌头
疼、不能吃热的东西，很可能和缺乏微量元
素有关。”此前，邢志强曾接诊过数位舌头疼
的患者，大多数跟缺乏维生素 B12有关。朱
翠玲表示认同，并结合张老太太4年前曾患
脑梗死的情况，开出了中药方：麦冬20克，清
半夏15克，黄连10克，生地黄20克，茯苓20
克，白芍 20 克，丹参 20 克，黄芩 10 克，川芎
15克，甘草6克，山楂20克。每天一剂。

这是 5 月 26 日第七届嵩山杯“脑心同
治·共铸中国心”走基层活动走进鹤壁的
义诊现场，10 多位中医药专家在鹤壁市中
医院为老百姓义诊，同时一对一地带教基
层医生。该活动由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河
南省中医药科技交流中心联合步长制药
和河南领春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企
业开展。活动共分 6 个组成部分，包括中
医名家学术讲堂，中医名家学术义诊，中
医药健康扶贫，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中
医药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推广交流，以
及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示等。

在义诊桌后与朱翠玲讨论病例，让邢志
强受益匪浅。培养中医药人才既要尊古学
古，又要传承创新。邢志强觉得，像这样在
义诊桌后的中医带教很有针对性。中医专
家之所以强于基层医生，不仅因为中医专家
具有更多的知识储备，更因为他们在中医药
诊治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层次更深。“这就
好比两个人握手，在外人看来握手的姿势相
同，但是握手的力度只有双方才能感知。”义
诊桌后的带教，不仅让中医专家和基层医生
对同一个病例进行讨论，更给予基层医生向
中医专家学习应用中医思维诊治疾病的机
会。

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王端权说，随
着中医药发展白皮书《中国的中医药》《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
药法》等文件和法规的相继出台，中医药受
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此次活动给了基
层医务人员问道于专家的机会。

在当天上午举办的第七届嵩山杯“脑心同治·共铸中国心”
走基层活动中医名家学术讲堂上，朱翠玲告诉基层医务人员，读
经典、拜名师、多临床，是中医人的成才之路。

“这条路充满艰辛。由于中医培训人才的特殊性，一名好的
中医可能在40岁左右才能出炉，这就需要中医人不断学习和磨
练。”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风湿骨病科主任周淑娟看
来，提高中医技术水平，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临床实
践能力，这也是她在中医名家学术讲堂上作《中医理论自信与方
证临床应用》讲座的目的所在。

近日，在全国基层名老中医朱修身主任医师传承工作室启动暨拜师仪式上，师承学员向朱修
身献茶。据悉，此次传承工作室启动暨拜师仪式在长垣县中医院举行，全县多家医院的代表出席
此次仪式。全国基层名老中医朱修身主任医师传承工作室的启动，将推动该县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 常俊伟 孙冠贞/摄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
员魏亚林 李文卓）近日，濮阳市
中医院骨二科和护理部主任张瑞
香分别获得“中医护理服务表现
突出的病房（集体）和护士（个
人）”两项荣誉，并受到了河南省
中医管理局的通报表扬。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此次共通
报表扬了在中医护理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35个科室和112名护士，旨
在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增强护理人员的职业荣誉感。濮

阳市中医院骨二科和护理部主任
张瑞香分别获得“中医护理服务
表现突出的病房（集体）和护士
（个人）”两项荣誉。

濮阳市中医院多年来一直致
力于深化中医护理工作，不断加
强护理队伍建设，通过进修培训、
技能比武、应急演练、品管圈和6S
（内容包括整理、整顿、清扫等）精
益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打造出一
支团结、高效、进取的护理团队，
树立了优质护理服务品牌。

信阳市平桥区中医院

开展“送医下乡免费体检”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熊立军）日前，信阳市平桥区中
医院组织该院医务人员走村串
户，深入社区、村庄开展健康扶贫

“送医下乡免费体检”活动，为居
民送温暖、献爱心。

在此次活动中，信阳市平桥
区中医院内科、外科、儿科、妇产
科、检验科、五官科等科室医务人
员携带B超机、心电图机等医疗器
械和多种常用药品，利用两个月
时间，为明港镇周边 26 个村８个

社区的贫困户、65 岁以上老人以
及高血压病等慢性病患者体检身
体，并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发放
体检手册。

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村
民们测量血压、血糖等，详细询问
病史，认真检查，并提出了科学的
治疗方案。同时，信阳市平桥区
中医院医务人员还为村民现场普
及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
及用药知识，做到预防和治疗相
结合。

濮阳市中医院

中医护理工作获表彰

5月24日上午，在驻马店市
第二中医院病房内，值班医生
将一名漯河籍的新生儿送到张
女士手中。看着粉嘟嘟的婴
儿，张女士一家很是高兴。“妻
子在列车上突然要生产，吓得
我不知所措。多亏驻马店好心
人帮忙。”婴儿的父亲刘先生说。

列车上，孕妇要分娩
“列车上有一名孕妇即将

分娩，需要驻马店火车站的救
助……”当天早晨5时30分，驻
马店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接到
Z190次列车长打来的电话。

值班站长立即拨打 120 急
救电话，并紧急向领导汇报情
况。“打开‘绿色通道’，引导急
救车停靠在最有利位置！”驻马
店火车站客运部党支部书记张
悦说。

没过多久，驻马店市第二
中医院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
客运值班人员引导急救车在指

定位置等待 Z190 次列车的到
达。

紧急救助，母女平安
5 时 46 分，Z190 次列车停

靠在驻马店火车站。
“快！进车厢看看孕妇。”

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值班医生
徐永存说。驻马店市第二中医
院医务人员和驻马店火车站的
客运值班人员进入车厢，看到
一名女子痛苦地躺在卧铺上。

“孕妇羊水已破，有出血症
状！”徐永存喊道。很快，驻马
店火车站客运值班人员和列车
长找来床单，将孕妇围挡起
来。医务人员初步检查时，发
现胎儿马上要出生。

驻马店市第二中医院医务
人员和火车站客运值班人员一
起将孕妇抬上急救车。2 分钟
后，急救车驶进驻马店市第二
中医院，医务人员将产妇送往
产房。6 时 10 分，随着一声响

亮的啼哭声，一名女婴平安降
生。

感谢驻马店好人
5 月 24 日，记者来到驻马

店市第二中医院，听到病房内
传来张女士一家人欢快的笑
声。

张女士的丈夫刘先生说，
他是漯河人，他和妻子都在广
州工作。离妻子的预产期还有
两周时间，他们决定回老家漯
河待产。

5月23日下午4时许，他们
坐上了Z190次列车，谁知列车
刚驶过武昌火车站，妻子就出
现了剧烈阵痛。

“进入驻马店辖区，妻子开
始有点儿承受不住了。”刘先生
说，他找到 Z190 次列车长求
助，列车长通知了驻马店火车
站。他说多亏了驻马店好心人
的紧急相助，妻子才顺利生下
女儿。

孕妇列车上要分娩

火车站、120紧急救助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张中顺 宋 戈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
员王春霞）5 月 23 日，一个 4 岁的
小女孩偷吃爷爷治疗脑血栓的药
后，浑身抽搐，口吐白沫，被紧急
送往鲁山县中医院救治，目前已
脱离了生命危险。

当日上午 10 时许，平顶山市
残联辅具中心主任李庆宇等一行
3 人来到鲁山县张良镇姚吴程村
贫困户李凤义家中进行帮扶活动
时，恰好碰到这样一幕：李凤义 4
岁的小孙女因偷吃了他治疗脑血
栓的药，躺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
白沫。李凤义已年近八旬，患有
高血压病、脑血栓等疾病，他的儿
子离异，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

他和老伴儿照顾两个孙女。当时
情况紧急，李凤义老两口儿慌了
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李庆宇
赶紧抱起孩子就向姚吴程村卫生
所跑去，但是该卫生所医疗条件
有限，没法检查。李庆宇又迅速
开车带着孩子和李凤义一起赶往
张良镇卫生院。到了张良镇卫生
院，医生看了孩子的情况，建议带
孩子到县医院进行灌肠。李庆宇
又开车带着孩子来到鲁山县中医
院。经过一路颠簸，孩子吐出了
不少分泌物。鲁山县中医院医生
对其进行检查并对症用药后，孩
子的病情稳定下来，目前已脱离
了生命危险。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黎倩平 李岩岩）为了全
面落实《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管理办法》要求，加强中
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
管理，全面评估2017级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指标
完成情况、业务学习情况以及
科研学习情况，5月25日，周口

市中医院进行 2017 级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阶段考
核。

此次阶段考核的内容主要
包括日常出科考核、专业理论
考核和临床实践技能考核。
参加此次 2017 级中医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共计 34
人。该院医教科科长及科室

其他主管毕业后教育的人员
担任监考官。

理论考试涵盖各专业相
关知识，以闭卷形式进行考
核。临床实践技能考核采取
分 站 式 轮 流 考 核 的 方 式 进
行。学员们需要在医学教学
模型上熟练完成心肺复苏基
本操作、熟练完成标准的西医

操作技能以及熟练掌握中医
诊断技术。整个考试过程井
然有序，考官认真负责，考生
态度端正，考核顺利进行。

据该院负责人介绍，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毕
业后教育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
对于培训临床高层次医师，
提高医疗质量极为重要，占

据了医学生教育承前（医学
院校基本教育）启后（继续医
学教育）的重要地位，是医学
临床专家形成过程的关键所
在。同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学员阶段考核也是对培训
对象培训期间专业理论水平、
临床实践能力水平与素质的
动态评价。

周口市中医院

开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阶段考核

“这八段锦是中医名家推荐的，没事儿的时候练一练，活动
一下，能提高身体素质……来，下面大家跟着我做第一式……”
日前，在焦作市博爱县原马营村卫生室前的小广场上，清化镇卫
生院的医务人员带着有兴趣的村民一起练习八段锦。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清化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在给签
约的村民进行服务或健康宣教的同时，也会带领有兴趣的村民
练习八段锦，提升村民的身体素质。

王正勋 侯林峰 崔冬丽/摄

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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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568689252@qq.com
电话：（0371）85967338

4岁女孩吃了爷爷治疗脑血栓的药
幸亏下乡干部送医抢救

本报讯 （记者索晓灿 通
讯员魏佳琳）师承是中医学独具
特色的传承方式。5月23日，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
行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工作拜师仪式，20位
继承人以传统拜师方式向丁樱、
马云枝、王丽娜、王宝亮、刘霞、
李建生、邵静、郑玉玲、郑启仲、
赵坤等10位指导老师行拜师礼，
让中医药事业薪火相传。

“一拜，师道尊崇立人立德；

二拜，传学授业教化解惑；三拜，
感念师恩天地为鉴。”20 位师承
学员向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行拜师礼。此次收徒的10位指
导老师，在学术上有着丰富的临
床经验、独特的学术理念，在河
南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
力。全国名中医丁樱作为指导
老师代表发言。她说，指导老师
不仅要担当“传道”“授业”“解
惑”的责任，更要在“传道”中树

医德，秉承古时医家大医精诚的
高尚品德。

“发展中医，寄望传承，是我
们每一个继承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师承学员代表周素贞说，
传统的拜师礼仪承载着中医药
文化教育魂脉，师者言传身教，
学生侍诊左右，通过名师的点
拨，达到心领神会、掌握精髓的
效果。作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
名医大家，辨析名家医案，研习

临证经验，继承和发扬中医药
文化精髓，是他们光荣而神圣
的职责。

中医名家的诊疗绝技和临
证经验是宝贵财富，需要保护、
传承和发展。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从1990年起，先后
参与并完成了5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成功培
养出51名学术继承人，他们现已
成为各专业领域的业务骨干或
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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