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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受到孩子们的热捧
本报记者 刘 旸 实习记者 安笑妍 通讯员 刘婧一 文/图

雨夜里的温暖
本报记者 李志刚

中医故事

前 不 久 的 一 天 晚 上 9 时
许，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
下着。在荥阳市中医院发热
门诊值班室里，荥阳市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送来一位沉默寡
言 的 小 男 孩 ，十 一 二 岁 的 样
子。

据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介
绍，小男孩被好心人送到救助
站后，一直不肯说出自己家里
的信息。因为来历不明，需要
医 院 为 其 做 核 酸 等 相 关 检
查。

荥阳市中医院值班医生唐
龙江为小男孩做了相关检查，
检验科朱弯弯为小男孩采了
核酸样本。

得知小男孩还没吃饭，护

士王丽娜热心地为他准备了
饭菜。吃完饭，王丽娜又带他
到留观病房，为其铺好被褥，
并嘱咐他如果还需要什么帮
助可以随时说。

次日早上 6 时许，荥阳市
中医院医务人员苌方园看到
朋友圈里有一则寻人启事，得
知有人在找孩子。当时，王丽
娜正好要去给小男孩送早饭，
苌方园立马叫住了她询问小
男孩的情况。看了照片，王丽
娜确认这个小男孩就是朋友
圈里要找的那个孩子。

苌方园立刻与孩子的父亲
联系。电话那头儿，孩子的父
亲 特 别 激 动 ，不 停 地 说“ 谢
谢”，并说马上到荥阳市中医

院接孩子。
不一会儿，孩子的父亲来

了，荥阳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接到通知也赶到荥阳市中医
院。这时，孩子的核酸检测结
果 也 出 来 了 ，显 示 阴 性 。 随
后，孩子的父亲、市救助站的
工作人员、市中医院一起办理
了交接手续。

经了解，小男孩是因为跟
家里人闹脾气而离家出走的，
所以不肯说出家里的信息。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
肉，叛逆的小男孩可能暂时还
未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以
及父母找不到他时焦急的心
情。经过一番劝说，小男孩终
于跟随父亲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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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中医院

组建多学科诊疗专家团队

商丘市中医院

成功救治穿孔性胆囊炎患者

濮阳市中医医院台前分院

耳穴全息疗法帮助患者康复 卢氏县中医院

打造学习型医院

“我们开这个青少年脊柱侧
弯体验台，是想针对中小学生坐
姿不正、颈椎病、脊柱不正、运动
过度、运动创伤等问题进行筛
查，及早发现青少年脊柱侧弯相
关疾病。这是难得的走进中小
学校园、集中筛查疾病的机会。”
10 月 22 日，一大早就在郑州市
郑东新区春华学校布置中医体
验展台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医生说。

当天是第 31个世界传统医
药日，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
南省中医管理局）主办的“弘扬

岐黄文化，感受神奇中医”2021
年河南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
动在这里展开。

活动现场，250余名来自春
华学校初中部的七年级学生和
60 余位家长代表，观摩了由多
家中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展示
的《易筋经》《五禽戏》《筋骨养生
康复操》等中医健身功法，春华
学校的学生们也现场展示了各
自学习《八段锦》功法的成果。

在互动活动中，来自春华学
校小学部二、三、四年级的 650
名学生，初中部七、八、九年级的

800 多名学生和家长代表一起
分时段、有序地参与了中医药博
物馆展示区、神奇中医体验区、
药膳品尝区、中医药科普区、中
医药文创区的各类互动活动。

“最好玩的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毛猴制作，它们可以组队跳大
绳、踢球”“鸡内金山楂棒棒糖好
吃、酸梅汤也好喝”“我还是觉得
医生叔叔给我推拿的那一下最
舒服”……参与活动的学生们纷
纷分享自己的所得，显得特别兴
奋。

记者从主办方获悉，为了给

中小学生们提供更贴近的中医
药科普、健康知识，这次活动特
别在神奇中医体验区设置了小
儿推拿、耳穴压豆、灸法、青少年
脊柱侧弯防治、急救相关知识等
7个分区；在药膳品尝区放置了
金鸡饼、鸡内金山楂棒棒糖、秋
梨膏棒棒糖等；在中药科普区开
放中药材观摩、中药手工切片、
手工做丸等现场操作；在中医药
文创区，展示中医工具及文创。

“放置在现场的姿势评估系
统，可通过摄像头捕捉人体的骨
性标志点，从而判断体态姿势出
现的问题。这个系统是先对青
少年体态姿势进行评估，再结合
中医正骨的手法进行矫正和治
疗，做到早期评估、干预矫正。”
忙碌在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治展
示台前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脊
柱外五科医生王勇飞说，“一上
午我们筛查了 200 余名中小学
生，发现他们中存在高低肩、头
前倾、骨盆倾斜、侧弯、脊柱后凸

等问题。”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

视员张健锋参与活动时说，中医
药文化进校园的目的是弘扬中
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健康知
识，提升中小学生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知。中医药凝聚着
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
经验，既有助于青少年养成良好
的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提高身
体素质和健康素养，又有助于延
续中华文化基因、培养青少年的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据介绍，春华学校与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是结对共建单位，建
校以来，通过多种形式传播中医
药知识，培养学生对中医药的兴
趣，激发学生热爱中医药文化的
情感。目前，春华学校正在创建

“中医特色学校”；与河南中医药
大学、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
事处签订了“中医药传承春华学
校”三方共建合作协议，全面推
进“中医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张智勇）
近日，漯河市中医院一行 7 人到源汇区中医
院进行现场指导，扎实推进漯河市中医院牵
头承建的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肛
肠科）建设工作。

据介绍，源汇区中医院是漯河市中医院
中医专科建设联盟单位。为了更好地完成
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肛肠科）建设
工作，漯河市中医院按照《河南省区域中医
专科诊疗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依托
医院国家级重点专科——肛肠科，联合源汇
区中医院，将建设漯河市中医院肛肠病分
院。目前，该项目建设改造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

当天，漯河市中医院院长陈来恩根据
“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项目书”建
设目标的要求，围绕床位规模、专业分化、服
务能力、学术能力等目标任务，就如何增强
优质中医药服务供给能力、专项资金的合理
使用等进行指导，并对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以联盟协作为支撑，加强该院与联盟单位的
密切合作，切实把高、精、尖的技术和权威专
家送到基层，服务广大群众；以责任意识为
支撑，抓紧工程建设，尽快投入使用，更好更
快地推进区域中心建设工作；以自身优势为
支撑，充分发挥该院肛肠科的中医诊疗优
势，突出中医诊疗特色，造福一方百姓。

下一步，该中心要按照“区域一流，省内
知名”的目标，强化内涵建设、强化人才培养
引进、强化基础设施和诊疗设备建设、强化优
势病种、强化专科诊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形成专科集群，完成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确定的建设任务，建成中医特色明显、
区域领先、科学分诊、上下联动、双向转诊、市
县融合的豫中南肛肠病专科诊疗中心。

本报讯 （记 者 丁 宏 伟 通 讯 员 李 亚
姚 娜）近日，驻马店市中医院药学部在脑病
学校对 2021 级新进规培医师进行“处方书写
规范+抗菌药物合理用药”规范化培训。

为了提高处方书写质量，促进合理用
药，保障患者医疗安全，驻马店市中医院药
学部主任孙彦超讲解了《处方管理办法》和
新版《医师法》中涉及处方开具、合理用药的
管理，从处方权的获得、处方开具、处方调剂
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分析讲解；为规培医师详细讲解了《中
药处方格式及书写规范》，并告诉大家“小处
方蕴含着医师、药师大智慧，这也是临床医
师开具处方的基本功，药师调剂、审核、核
对、发药的依据，大家要认真学习，并能学以
致用”。此外，该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药师
李怡静讲解了《抗菌药物的临床合理应用》，
提出“抗菌药物是把双刃剑，促进抗菌药物
临床合理应用、遏制细菌耐药是医师和药师
共同努力的方向”。

通过这种医师、药师面对面培训、交流、学
习，规培医师们纷纷表示学到了很多临床必须
掌握的药品管理、药事管理知识，在以后的工作
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依法执业，严
谨认真开具处方，同时重视关注合理用药、安全
用药，充分利用学习到的抗菌药物等方面的相
关知识，为促进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遏制细
菌耐药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贾红霞）近日，商丘市中医
院外一科成功救治一位 91 岁的
穿孔性胆囊炎患者。

这位女性患者有糖尿病、
高血压病史，因患急性结石性
穿孔性胆囊炎合并胆汁性腹膜
炎到商丘市中医院就诊。患者
曾经求医治疗，但是未见好转，
近日病情逐渐加重。患者到该
院时，处于嗜睡状，不能说话。
该院外一科专家组织多学科会
诊、制定治疗方案，在手术室等
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下，为患

者进行了急诊经腹腔镜坏疽穿
孔胆囊切除、胆汁性腹膜炎冲
洗、清创引流。患者术后经过外
一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
理，已能正常行走、说话、饮食，
目前已经好转出院，家属为表达
谢意，特送锦旗一面，感谢外一
科全体医务人员。

据了解，随着科室环境、医
疗设备不断完善，以及科室人
才、医疗技术、服务态度等整体
水平不断提高，商丘市中医院
外科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能力
不断提升。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刘军鹏 李爱英）“濮阳市
中医医院台前分院也有耳穴全
息疗法啦！这个好消息给我们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近
日，台前分院康复科护士李胜
春自总院学习归来后，为一名
患者实施了耳穴全息疗法（耳
穴三部曲）后由衷地说。

患者田某，男，1 个月前因
劳作时不慎摔伤及扭伤腰部，
当即感到腰部疼痛,呈持续性，
双下肢能站立行走，腰部活动
受限，当时无头晕、头痛，无腹
胀、腹痛及大小便失禁，遂来

台前分院就诊，门诊给予腰椎
CT 检查显示：腰椎压缩性骨
折。予以口服接骨药物治疗
（具体用药不详）。

一周前患者自感腰部疼痛
加重，遂再次来院就诊，门诊
以“腰椎压缩性骨折”收住入
院。患者神志清，精神差，饮
食可，睡眠稍差，大小便正常；
腰部疼痛伴功能受限。遵医
嘱给予患者双耳部刮痧，双耳
部放血，右耳神门、皮质下、腰
骶椎、臀、肾等穴位埋豆以改
善患者腰部疼痛等症状。在
给患者实施耳部刮痧不到半

小时的时间，患者已经进入梦
乡。第二天患者自诉腰部疼
痛明显减轻，睡眠状况也有所
改善。

耳穴疗法作为传统的中医
疗法，目前已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在中医临床诊疗方面具有
极其重要地位。小小耳朵上
分布着 200 多个穴位，耳穴是
耳廓皮肤表面与人体脏腑经
络、组织器官、四肢百骸相互
沟通的部位，内脏和躯体各部
位有疾患时，在耳廓上相对应
的穴位相关区域也会出现反
应。

本报讯“多亏中医院几个
科室专家联合诊治，我的老毛
病逐渐好转。我来一次门诊，
中医、西医一起看，同时解决了
几个疾病难题，宝丰县中医院
的专家就是中！”10 月 24 日，来
宝丰县中医院复诊的侯先生激
动地说。

为了进一步落实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提升医疗服务十大便
民举措要求，宝丰县中医院集中
了院内优秀专家资源，组建了多
学科诊疗专家团队，对住院疑

难、复杂、危重患者进行联合诊
疗；专门开设了多学科诊疗门
诊，该院经方委员会的多名中医
医师参与其中，为门诊患者提供
全方位、多学科诊疗服务。

宝丰县中医院多学科诊疗
门诊正式开诊，意味着一名患者
挂一次号，同时能得到多名中
医、西医的诊疗，获得更加科学、
全面、有效的中西医联合诊疗服
务，节省了诊疗费用，减少了患
者的奔波之苦。

（杜如红 祁亚娟）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讯
员赵淑芳）近日，卢氏县中医院
举办了中医药基础知识（西学
中）第一期提升班，全院150余人
参加了学习。

在提升班上，县域内中医专
家王战朝进行《五行学说临床应
用》授课，对五行学说、辨证论治
进行了详细阐释；卢氏县中医院
康复科副主任范乐平针对《中药
外治康复疗法应用》进行了讲
解。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解，参会
人员对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适
宜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

举办中医药基础知识（西学
中）提升班，旨在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医院以中医诊疗为主的办
院方针，打造学习型医院，增强
西医人员学习中医药专业技术，
促进中西医临床医务工作者的
融合与协调能力，充分发挥中医
药在医疗服务中的引领作用，不
断提高全院医务人员业务素
质。此后，该院每周三都将邀请
院内外名老中医开展中医药知
识学习提升，普及中医药基础理
论知识及适宜技术。按照国家
的要求，该院将长期开展“西学
中”培训学习，通过院内提升班
或选派人员外出学习，以不同的
继续教育学习方式，提高全院医
务人员的中医药理论水平。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乔
晓娜）10 月 22 日，南阳市通过
对 27 块公交候车站亭广告进
行重新设置、对 8 台公交车身
进 行 改 造 ，开 通 中 医 药 健 康
文 化 公 交 专 号 ，宣 传 中 医 药
健康知识。

南阳开通中医药健康文
化 公 交 专 号 ，在 车 内 放 置 防
感、防蚊香囊、中医健康素养、

新冠肺炎防疫等健康折页供
市民免费取用；通过公交候车
站亭、车厢宣传灯箱、车身广
告等多维、立体的宣传方式，
广泛宣传健康营养膳食、生活
习惯和疾病防控等中医保健
知识，引导和帮助广大市民树
立健康理念，养成健康习惯，
掌握健康技能，真正把打造健
康的“金钥匙”交到乘客手中；

为乘坐公交的市民定制健康
福利，如健康讲座、义诊、女性
免费两癌筛查、体质辨识和健
康 指 导 、中 医 药 博 物 馆 参 观
等。

“ 我 们 通 过 城 市 公 交 流
动的窗口展现流动的中医药
文化课堂，把中医健康素养、
中 医 治 未 病 知 识 、中 医 经 典

《黄帝内经》《伤寒论》核心理

论内容，通过公交宣传灯箱、
车 身 广 告 等 立 体 、多 维 的 形
象 宣 传 方 式 ，引 导 广 大 市 民
边 走 边 学 ，树 立 中 医 养 生 理
念，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掌
握 健 身 功 法 技 巧 ，打 造 全 国
养 生 之 都 ，让 中 医 药 健 康 文
化落地生根、传播升华。”南
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副局长杨
运卿说。

南阳开通中医药健康文化公交专号

10月24日，博爱县中医院医务人员为一位老人义诊。为了更好
地服务辖区群众，方便老年人就医，博爱县中医院定期组织医务人
员携带医疗设备进村入户为85岁以上老人进行体检、义诊，为一些
需要长期服药的老人调整治疗方案，并指导相对健康的老人注意健
康的生活方式。 王正勋 侯林峰 李凌云/摄

王勇飞正在给学生们讲解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治知识

医生向学生们演示骨折后的夹板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