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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周刊

用中医疗法治病
成为段沟村民“新时尚”

□杜如红 宁建鹏 任珊珊

南阳市中医院

开展应急演练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李 政）日前，南阳市
中医院多部门联合开展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在预检分诊处，工作人
员为患者曾某测量体温时，
体温38摄氏度，扫行程码为
黄码，经仔细询问后，得知
此患者9天前从某地返回南
阳，3天前出现发热，并且有
咳嗽、咽痛、肌肉酸痛等症
状。工作人员立即报告发
热门诊医生。

发热门诊医生初步查
体后开具相关检查，护士立
即通知检验科人员做好运
送标本准备，并遵医嘱为患
者采血，做咽拭子采样。

影像科接到通知后，提
前疏散其他患者，在为这名
患者进行 CT 检查后，进行
终末消毒处理并做好登记。

初步治疗的同时，接诊
医生接到检验及影像学的
检查结果后，向科主任报告
患者情况，并上报医务部和
感控办；及时组织专家组进
行会诊，初步判断为疑似新
冠肺炎病毒感染，迅速转入
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

通过演练，医务人员掌
握了新冠肺炎诊治处理流
程，提高了警惕性和责任意
识，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了医院的整体联动和
配合协调能力。

日前，沁阳市中医院医务人员在西万卫生院的门诊大厅
做心肺复苏示范。今年，为提高群众对心肌梗死严重性与防
治重要性的认识，普及急性心肌梗死的规范化救治流程，沁
阳中医院组织专家到基层卫生院开展了以“心梗拨打120，胸
痛中心快救命”为主题的大型健康宣传义诊活动。

王正勋 侯林峰 靳以锋/摄

打好疫情防控
持久战

“俺今年 68岁了，长期反复
拉肚子。这几天，俺村村医王听
杰采取艾灸肚脐（神阙穴）等中
医疗法，让俺的病情大有好转，
今天，在这里想再让王医生给俺
艾灸艾灸。”

“今年，俺总是偏头痛，昨天
听杰侄儿给俺做了头部针灸，俺
感到头痛轻了。今天，我来这里
让他再扎几针。”

11月 2日，在郏县安良镇段
沟村卫生室，正在艾灸的李某和
头部扎着七八枚银针的张某两
位老人分别说。

在段沟村卫生室门口，悬挂
着一块写着“郏县中医院、段沟
村共建”的“中医馆”牌子。室
内，张贴着许多拔罐、针灸等中
医科普知识宣传彩页，有六七名
年龄各异的群众或坐在沙发上
扎着银针，或躺在床上拔着火

罐，或静静艾灸着。
正在为一位群众运行着银

针的段沟村卫生室医生王听杰
说：“如今，俺村群众不出家门
就能享受到中医诊疗服务，多
亏了县中医院在俺村卫生室建
成了中医馆。”目前，段沟村卫
生室有中医照射灯、中频治疗
仪、电针、银针、火罐等中医诊
疗仪器。

段沟村地处郏县西北部山
岗丘陵地带，是一个有1280多名
群众的省级贫困村。自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郏县中医院作为
该村脱贫攻坚定点帮扶单位，在
该村建成了食用菌种植基地和
中药材种植基地，定期组织医务
人员开展义诊服务等健康扶贫
工作，还对该村人居环境进行大
力整治，有力推动了该村的脱贫
攻坚工作。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不断提升中医在基层的服务
能力，创新健康扶贫方式方法，
今年以来，郏县中医院投入数万
元，按照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色对
段沟村卫生室进行了升级改造，
为该村卫生室购置了中药柜、中
医治疗床，配备了电针、银针等
中医治疗仪器，还派出中医医师
对乡村医生进行中医适宜技术
培训。

王听杰说：“自从县中医
院给俺村建的中医馆开馆运
行后，俺村卫生室好像成了一
个小型的中医院，每天前来这
里拔火罐、扎银针、艾灸的乡
亲们逐渐多起来。用中医疗
法治疗疾病已成为俺村群众
的‘新时尚’，也成为县中医院
在俺村扎实开展健康扶贫的

‘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员
李海涛）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培养
一批掌握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
药，能熟练运用中医、西医两种诊
疗方法的中西医结合人才。11月
26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
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省非
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培训工
作，鼓励综合西医医院开展学习
中医试点工作。

通知明确的全省非中医类
别医师学习中医培训工作对象
为，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
格，在各级医疗机构临床科室工
作需开具中成药、中药饮片处方
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同时，4 类

符合条件的非中医类别医师，经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实后
无须参加培训，分别为取得省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
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学专业学
历或学位者；按照《传统医学师
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考试办法》有关规定跟师学习
中医满 3 年并取得《传统医学师
承出师证书》者；按照《河南省中
医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中医
医院非中医类别医师系统培训
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工作实施方
案》已完成培训任务且取得证书
者；参加省级、国家级西医学习
中医人才培养项目经考核合格

并取得相应证书者。
培训通过集中学习、课外自

学、临床实践等方式进行，内容按
照《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
中医培训大纲》进行。参加培训
的人员通过考核，每年可获得省
级中医药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25
分。其中，一年期培训班培训，非
中医类别医师集中学习中医理论
课程，完成 7门~8门的中医课程，
总学时数不少于 480 学时，临床
实践时间不少于 3 个月；二年期
以上培训班培训，非中医类别医
师集中学习中医理论课程，完成
不少于 10 门~14 门的中医课程，
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时，临床

实践时间不少于6个月。
培训考核则分为平时考核和

结业考核，平时考核含理论课程
考试和临床实践考核，由理论培
训单位和临床实践所在单位负
责。

结业考核由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河南省中医管理局）根据
全省申请结业学员情况组织实
施，原则上每年组织 1 次结业考
核，结业考核不合格学员次年可
申请 1次补考。结业考核成绩合
格的学员，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发放河
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培
训结业证书。根据《中共河南省

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允许临床类别医师通过西医学习
中医培训考核后提供中医服务，
参加中西医结合职称评聘。

依据通知，河南省拟在全省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遴选首批

“西医学习中医”培训试点单位。
试点单位应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设置有独立中医科室，具有较
好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主要负责
人应重视中医药工作，能够保障
培训对象的学习条件和待遇，严
格按照《河南省非中医类别医师
学习中医培训大纲》要求完成培
训任务。

河南

鼓励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

濮阳市中医医院

责任落实到人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时晓霞 丁林国）日
前，濮阳市中医医院召开落
实国务院疫情防控会议精
神暨目标责任签订会。

濮 阳 市 中 医 医 院 强
调 ，一 是 要 认 识 到 位 ，做
好 防 控 ，从 医 院 领 导 做
起 ，按 照 要 求 落 实 到 位 。
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遵
守法律法规的同时，各科
室必须将疫情防控列入重
要工作内容，把责任层层

落实到人。三是宁可业务
受影响，也要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四是对在疫情防
控 工 作 中 出 现 的 推 诿 扯
皮、消极懈怠、不负责任、
措施不力造成工作被动或
出现过失的，给予全院通
报批评；对反复出现问题
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
暂停工作处分；对私自泄
露 疫 情 信 息 等 涉 嫌 违 法
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本报讯 （记 者 丁 宏 伟
通讯员程瑞军）近年来，泌阳
县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人才
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
化人才成长途径，健全人才评
价激励机制，构建完善的中医
药人才体系。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泌
阳县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加
大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的招
聘力度；县中医院采取外部人
才引进和内部培训转化相结
合的办法，就地举办“西学中”
培训班，让在职西医临床医学
人员接受中医药理论学习；乡
镇卫生院每年都组织乡村医
生中医药适宜技术全员培训，
乡村医生中医药理论水平得
到大幅提高。

优化人才成长途径。泌
阳县实施中医药师承工作，鼓
励名老中医药专家师带徒，遴
选出多名经验丰富、技术独到
的中医药师承指导老师，先后
开展了多批师承培训。泌阳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分别承
担泌阳县临床和中医医师定
期考核工作。

健 全 人 才 评 价 激 励 机
制。泌阳县制定符合中医规
律的绩效考核标准，对落实中
医特色护理质量评价，积极开
展中医护理技术操作，发挥中
医护理技术优势，体现中医护
理特色疗效的中医医务人员
绩效上浮 10％以上；在中医药
职称评聘方面，以中医经典理
论、辨证思维、临床能力和工
作业绩为重点，对在临床上中
医药应用较好的医务人员优
先进行职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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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执行
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防控策略，11 月 25
日，灵宝市中医院为全院干部职工、住院患者以及陪护
人员进行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刘 岩 苏江园/摄

信阳市中医院

加强全员培训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李 艳）近日，信阳
市中医院召开冬春季疫情
防控专题会，传达贯彻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就加强全员培训
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信阳市中医院强调，
要十分清醒地把握严峻形
势，毫不放松地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目前，全国仍
处 于 疫 情 防 控 的 关 键 时
期，大家务必保持严防态

势，谨防麻痹思想、侥幸心
理、厌战情绪、松懈状态，
要提高认识，切实绷紧疫
情防控之弦。

就下一步工作，该院
要求，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落实“四早”原则，强化预
检分诊、发热门诊管理，规
范住院患者及陪护管理，
落实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原则等；同时，要求加强全
员 医 疗 救 治 相 关 知 识 培
训，做到发热患者中医药
参与率达到 100%。

11 月 29 日，一张护士帮忙举着
输液架陪伴一位宝妈的照片（如图）
在温县网民中流传。据了解，这张照
片中的护士是温县中医院内三科护
士田亚楠。

图片中的宝宝刚刚 9 个月大，因
为肺炎住院治疗，只有妈妈李某一个
人在医院陪伴。因为孩子太小，加上

疾病原因，孩子一直哭闹，李某一直
在尝试哄孩子，但效果不好。田亚楠
主动过去帮助其哄孩子，在多方尝试
后，发现抱着孩子来回走动，会缓解
孩子的情绪。于是，田亚楠就举着输
液架，和李某一起在走廊里一边走
动，一边哄孩子，一直持续了将近半
小时，直到孩子的情绪完全稳定下

来，才停止走动。田亚楠耐心陪伴宝
妈的照片被其他患者拍了下来，这个
温暖的陪伴火爆了网络。“这都是我
应该做的。其间，我们科主任和其他
同事都来看过孩子的情况。患者来
医院了，我们肯定尽力提供最好的治
疗和护理服务。”田亚楠说。

（王正勋 侯林峰 张浩）

本报讯（记者 张 琦）博大精深的中
医药诊疗手段，在眼病方面能发挥哪些优
势？基层医生如何快速掌握中医药治疗
眼病的经典方剂？中医药治疗眼病的进
展如何？近日，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各路中医名家在吕海江教授眼科
学术思想传承学习班上探讨了这一系列
问题。在医药卫生报社提供支持的线上
直播平台上，基层医生踊跃学习探讨，气
氛热烈，浏览人次达 6.71万人次。

国医大师张磊首先以如何运用好方药
为题，进行了授课。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

医院教授谢立科进行了《视网膜静脉阻塞
中医发病机理探讨》的授课，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李发枝则重点讲述了
经方治疗眼科疾病的临床应用，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吕海江讲授了黄
斑囊样水肿的辨证思路。此外，还有多个
专家从水轮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功能
损害等方面讲授了中药方剂及推拿针灸等
治疗方法。

“这些方法简便易学，方便记忆，是各
位老师的经验之谈，我们回去对着相关病
人时能用得上、用得好，这次培训还有学

分拿，真没白来！”一位来自基层的眼科医
生这样告诉记者，由于基层缺乏精良的眼
科诊疗设备，一些慢性眼科疾病患者更需
要中医药治疗参与进来，防治并举，因此，
中医药眼科治疗适宜技术在基层非常受
欢迎。

“这次的中医药眼科疾病培训效果良
好，受到了基层医生的热烈欢迎。今后，我
们会举办更多这样的培训班，让能来的不能
来的基层医生通过线上线下直播的形式，学
习更实用的中医药诊疗手段。”吕海江告诉
记者。

中医专家研讨中医特色治眼病

温暖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