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关注

夜市草药香 最抚众人心
——南阳“中医药文化夜市”带动“中医药文化”学习热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崔松涛

周口市中医院

为百岁老人实施股骨头置换术

2022年

8月9日

每周二

出版
弘扬国粹 护佑健康
电子信箱：wsbzyyzk@163.com

中医药周刊

责编 栗凤娇 美编 栗凤娇 5

中医院传真

夜市草药香，最抚众人心。
辨识中草药、聆听专家体质辨
识、体验中医特色疗法、观看八
段锦表演、品尝中草药茶饮，来
到南阳的“中医药文化夜市”，阵
阵药香弥漫开来，不少群众流连
忘返……

连日来，为了让群众感受中
医药魅力，南阳各县（市、区）利
用群众暑期夜间纳凉、遛弯儿的
机会，组织中医专家走上街头，
为群众把脉问诊。

这个火起来的“中医药文化
夜市”，俨然把群众带回南阳中
医药文化最繁荣的仲景时代，在
当地掀起了“信中医、爱中医、学
中医”热潮。

“逛夜市，看中医”，群众纷
纷打卡南阳“中医药文化夜市”

“这是房颤的表现，供血不
好，您不要紧张。我先给您开点
药改善一下，再慢慢调理就好。”
7月21日晚，南阳市中医院组织
专家团队在曙光社区一处广场
开展“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在
义诊专家台前，心血管病专家乔
松彦耐心嘱咐患者，有什么需要
随时打电话咨询。

“中医药文化夜市不仅让我
们近距离感受了博大精深的中
医药文化，还让住在附近的群众
多了一个散步的好去处，生活越
来越有意思了。”一位群众在体

验中医特色项目时说，“传统的
中医疗法很实用，学会之后自
己在家就能操作，‘简、便、验、
廉’的中医药保健服务值得推
广。”

藏在夜市里的草药香迅速
从一个城市逐步蔓延到另一个
城市，“中医药文化”成了连接所
有活动的传播轨迹。

方城县为把中医药文化元
素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县卫生学
校师生、附属医院医务人员除了
利用中医义诊、养生保健、针灸、
推拿等传统项目宣传中医药知
识外，还展示了“八段锦”“五禽
戏”等养生健身操表演，邀请方
城书画艺术家挥毫泼墨展示与
中医药有关的书画。县卫生学
校校长郭全辉还搬出珍藏多年
的电影放映机，现场为观众放映
爱国影片。

“小朋友们有没有人认识这
种中药？认识。这叫茯苓，它是
一种真菌植物……”7 月 22 日
晚，在内乡县衙广场“中医药文
化夜市”，内乡县中医院医务人
员在教群众辨识中草药，展示台
上摆放的近百种中药材，让围观
的中小学生爱不释手。大家通
过活动，更加直观地增进了对中
医药的了解。

自 6 月下旬开始，南阳以市
中心城区和县（市、区）文化广
场、公园为阵地，每周至少一次，

相继开展以健康咨询、专家义
诊、中医药文化科普、中医药特
色疗法体验、中医药文化展演、
科普小剧场、养生保健操演练、
中药养生膳指导、常见中草药辨
识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医药文化
夜市”惠民活动，宣传中医药文
化，吸引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参
与，进一步丰富、活跃群众的文
化娱乐生活。

截至目前，南阳市卧龙区、
宛城区、内乡县、方城县、淅川
县、南召县、新野县等地陆续开
展“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50余
场，惠及群众10万余人次。

各县（市、区）“比学赶超”学
习“中医药文化”知识

“在我小时候，中医药就是寻
常生活的一部分，开药抓药的郎
中就在我们身边。今天，医院的
同事带着中医药文化来‘摆摊
儿’，我突然找回了童年的回忆。”
7月10日，“中医药文化夜市”出
现在内乡县王店镇人民政府广场
上，让广大群众耳目一新，拉近了
中医药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有了‘中医药文化夜市’，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
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这才
算是打通了普及‘中医药文化’
知识的最后一公里。”内乡县中
医药发展局局长孙鹏远说，今
后，内乡县将根据中医的四季养

生特点，在更多乡镇举办不同形
式的“中医药文化夜市”和健康
义诊等活动，真正发挥中医药在
守护人民健康中的作用。

据悉，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
为了在全市营造“学中医、用中
医、爱中医”的浓厚氛围，每年都
会组织各县（市、区），采取不同
形式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进
企业、进社区、进广场等活动，加
强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淅川县组织的八段锦展演、
“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也受到
了群众的好评。7月29日下午，
淅川县卫生健康委以诵读经典
为载体，以医德教育为目的，举
办“我爱中医”中医药文化传承
活动经典条文背诵大赛，各位参
赛选手依次上台，背诵《黄帝内
经》等，推广普及中医药知识，发
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独特优势，培
养广大医务人员学习中医药文
化兴趣。

“中医经典诵读活动能让医
务人员在寓教于乐中弘扬和传
承中医经典，接受传统优秀文化
的熏陶和教育，激发广大医务人
员热爱中医、传承中医的热情。”
淅川县卫生健康委主任邹林峰
说，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是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我国
劳动人民在长期防治疾病实践
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医学科
学。今年，淅川县还将举办医师

大比武活动，组织开展中药方剂
背诵比赛、针灸疗法展示比赛，
中医药适宜技术（健康理疗技
法）展示比赛和中医药膳养生技
能展示比赛，推动全县中医药文
化建设。

夏季，淅川县在医圣张仲景
诞辰纪念日组织开展中医药特
色疗法、开展大型义诊，组织中
医药健康进社区、进校园等活
动；夏季，开展“艾文化”系列活
动，免费为群众提供艾灸、小儿
推拿等中医药特色项目体验。
近年来，淅川等各县（市、区）以
春、夏、秋、冬四季专场中医药文
化活动，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活
动，营造“比、学、赶、超”的中医
药文化学习氛围。

近年来，南阳各县（市、区）
因地制宜，根据各自属地特点开
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拉近了
中医药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距离，
创新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特别
是“中医药文化夜市”的出现，让
群众耳目一新。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局局长
崔书克说，今后，南阳市将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长效机
制，确保“中医药文化夜市”等活
动常态化开展，在服务群众健
康、普及中医药文化方面创造新
方法、开辟新途径，让更多群众
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
保健服务。

中医故事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江 莉）记者8
月8日从商丘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河南省教育
厅、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2022年各有关
本科高校申报的临床教学基地进行审定，并公布
2022年临床教学基地认定名单。商丘市中医院顺
利通过省专家组验收，获批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柘城县中医院获得2022年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学医院认定，民权县中医院、夏邑县中医院获得
河南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认定。

据悉，河南省本次共认定附属医院4家，教学
医院12家，实习医院20家，商丘市共有4家中医医
院上榜。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有
关高校在教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要给予附属
医院实质性支持，加强对其教学工作的指导、评估
和检查，保障附属医院教学人员在高校的学习、科
研及参加学术活动等权利。附属医院要强化临床
教学主体职能，建立健全临床带教工作激励机制，
每年将不少于1%的业务收入用于教学和学科专
业建设；要健全临床教学组织机构，稳定教学管理
队伍，围绕人才培养整合优化临床科室设置，设立
专门的教学门诊和教学病床，着力推进医学生早
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不断提高医学人才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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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近
日，开封市卫生健康委以举办

“仲景工程”人才培养项目点
评观摩推进会等形式，着力推
进相关人才培养项目高质量
运行。

“仲景工程”人才培养项目
包含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青
苗人才培养 3 个层次，是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全省

性人才培训项目。
在开封市举办的点评观摩

推进会上，第二批河南省中医
青苗人才项目考核专家组成员
以实例说理的形式向全体青苗
人才反馈了考核中发现的亮
点、存在的不足和改进建议，还
邀请第一批青苗人才优秀带教
老师、优秀学员做了培养经验
分享。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培

养对象，也在会议现场汇报了
各自承担的任务清单、培养计
划等。

同时，30名领军人才、拔尖
人才和青苗人才培养对象，相
互观摩了撰写的临床医案、跟
师笔记、读经典心得体会。点
评观摩推进会结束前，与会全
体人员一起重温了荀子的《劝
学》和韩愈的《师说》。

据开封市卫生健康委中医
药管理科科长齐洪喜介绍，开
封市在推进的“仲景工程”人才
培养项目时，要求质量和数量
并重，人才培养对象要紧扣培
养目标和结业考核指标；要求
管理到位，要求市（县、区）卫生
健康委和培养对象所在单位加
强日常管理和过程管理等，确
保培训有效果、有质量。

开封市推进“仲景工程”人才培养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李 岩）8月1日，周口市中
医院成功为一名百岁老人实施
了股骨头置换术。该例手术仅
用了27分钟，出血量不足100毫
升。术后第二天，老人即可下床
接受功能锻炼。

霍某，女，现年100岁，项城
市秣陵镇居民，7月30日21时许
在家中跌倒摔伤，左髋部疼痛，
左下肢活动受限，当天23时入住
周口市中医院骨伤一科。接诊
后，该科主任王振华立即为老人
进行详细检查，并邀请多学科主

任会诊，制定手术方案。
8月1日11时25分，王振华

在椎管内麻醉下为老人实施人工
股骨头置换术。术中，麻醉师密
切监测老人的血压、心率、血氧饱
和度、呼吸等指标变化。手术团
队谨慎操作，严密止血。术后，医
务人员对老人进行精心护理，及
时止痛，预防伤口感染及下肢静
脉血栓形成，给予中药封包治疗
温通经络、微针针刺通络止痛促
眠、艾灸和穴位贴敷治疗促进肠
蠕动、中药辨证汤剂活血化瘀消
肿止痛等。

灵宝市中医院

救治定点帮扶村群众

近日，漯河市委编办机关工作人员在体验中医诊疗技术。据悉，漯河市中医院医联体办公室组织
健康宣讲团为漯河市委编办机关干部职工举办养生科普知识讲座。在此次讲座中，漯河市中医院副主
任中医师师记恩结合机关干部的工作生活特点，从体质概述、中医体质特征、中医保健方法、养生方法
和时节防病等5个环节，为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医养生课。 王明杰 田贺晓/摄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白 鹏 张艺丹）8月6日
一大早，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医务人员就开始忙碌了。号脉、
问诊、理疗、抓药……各个诊室的医生用专业的中医诊疗技
术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当天，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开诊，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中医院、郑州市中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等医院
的专家联合义诊，还向群众发放了中医理疗服务体验卡，包
括中药溻渍、红外线治疗、艾灸、推拿、超声波、针灸、拔罐、
贴敷、干扰电等众多中医特色理疗项目。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是巩义市人民医院搬迁新址后，在
原址上改建的一家二级公立中医医院，编制床位500张，由
巩义市总医院统一管理，在业务上坚持中西医并重，同时突
出中医在预防、养生、保健和疾病诊疗方面的优势，在传承
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突出中医药文化，打造特色品牌，积
极探索建立科学、规范、完善、高效的管理制度，努力建成集
医疗、康复、科研、教学、疗养、中药制剂研发、预防保健于一
体的综合性中医医院。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将加强与郑州市中医院、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河南省中医院等上级医院合作，打造一批重点
学科和特色专科；依托巩义市总医院，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推动巩义市总医院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使
中医药真正成为防病治病的中坚力量。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最可贵
的莫过于得到患者的肯定；对于
患者而言，最可贵的莫过于遇到
认真负责的医务人员。

“感谢脑病科一区 3 位医生
的照顾和关怀。3位医生一夜没
有休息，令我感激万分……”近
日，在中牟县中医院脑病一区住
院的患者陈老先生满面笑容地来
到护士站，向护士借来笔和纸，写
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值班医生周
梦、责任医生王伟华、值班护士霍
桂娟。

事情是这样的，73岁的陈老
先生因头晕入住中牟县中医院脑
病科一区治疗，7月18日18时40
分，陈老先生在护士站东边活动
的时候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差
点儿晕倒，被霍桂娟及时扶住，并
迅速搀扶到病床进行对症处理。
23时30分，陈老先生再次出现头

晕、呕吐，周梦急忙推着陈老先生
去做 CT 检查，霍桂娟则为老先
生清洗、更换干净床单、输液治
疗。考虑到陈老先生没有儿女及
陪护家属，值班医生和护士一直
在其身边照顾，一夜未眠，直至陈
老先生病情稳定才安然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脑病科主任
潘国强、护士长刘敏听闻此事后，
带着王伟华及全科护士看望陈老
先生，安慰鼓励他，并制定了详细
的治疗、护理方案，使得老先生感
动万分。于是，陈老先生一能够
下床就来到护士站要写感谢信，
迫不及待地表达感激之情。

这封短短的感谢信，虽然没
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还有些许错
别字，但充分体现了医患之间弥
足珍贵的尊重与信任，也激励着
脑病科一区医务人员不断提高技
术水平。

本报讯 （记者刘 岩 通
讯员夏喜梅）“快点！快点！陈
大哥晕倒了，他感觉心脏不舒
服，快来救助！”近日，灵宝市中
医院医教科副科长康斐的电话
里传来急切的求助声。

康斐是灵宝市苏村乡阳坡
渠村陈某的帮扶责任人。电
话是陈某的邻居打来的。了
解情况后，康斐立即通过电话
告知陈某侧卧，让邻居随时保
持联系；紧急联系急诊科主任

赵洪恩及心病科主任刘永华，
共同前往救治；联系驻阳坡渠
村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请他
们先行前往陈某家中照顾。

救治团队到达后，立即给
陈某做心电图检查。刘永华
结合检查结果，经听诊后综合
患 者 情 况 ，初 步 排 除 心 脏 病
变，考虑为耳石症，并为其进
行手法复位。复位后，陈某不
再头晕、恶心、呕吐，身体恢复
正常。

本报讯 8 月 4 日上午，郏
县中医院成为“全国基层血管
健康管理中心示范单位”。

基层血管健康管理中心项
目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司支持下，中国卒中学
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
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
会共同筹办的，旨在通过基层
血管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推动
基层卒中急救、转诊和二级预
防的规范化诊疗，降低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复发率、死亡
率、残疾率。

郏县中医院将以此次授牌
为契机，依托郏县中医院脑病
医院专科优势，积极履行职责，
扎实做好心脑血管病防治工
作，把控制高风险因素、提升疾
病救治能力等工作做实做细，
带动区域内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不断提升心脑血管疾病诊疗
能力。

（杜如红 宁健鹏 王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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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中医院

提升心脑血管疾病诊疗能力

近期，疫情暴发。确山县
中医院全体员工积极发挥中
医药抗疫优势，采取多项中医
举措为全县抗疫做贡献。

从 7 月 11 日至今，确山县
中医院药械科连续为隔离点
送上中药预防汤剂（如右图），
共计11600袋。由于近期疫情
防控抽调医务人员数量庞大，
该院人手极其紧缺，药械科两
名同志白天外出采集核酸，傍
晚回单位坚持送药，煎药室工

作人员也是连轴转，直到完成
全院中药煎取任务。送药司
机是急诊科二线班，在送药的
同时还要兼顾接诊任务。

他们每天顶着酷暑奔走
在路上，或者在煎药室值守，
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
毫无怨言。当问及是不是还
顶得住时，他们说：“累并快乐
着！这跟隔离点的同事们在
前线没法比。”简短的话语透
露出中医人的朴实，以及不辞

劳苦治病救人的传统美德。
在安里隔离点，确山县中

医院 6 名医务人员负责整栋
楼的隔离人员，除了医疗、护
理任务之外，还负责消毒、送
饭、背垃圾。在超负荷工作
中，医务人员一个拉肚子，一
个呕吐，先后两名护士晕倒，
但是为了疫情取得最终胜利，
她们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千斤
重任，至今仍然坚守在岗位。
她们收到医院本部送来的中

药，不由泪湿眼眶，由衷地升
起中医人的自豪感，转而再一
包一包地发放给隔离人员服
用。他们是医生，是护士，也
是儿子、女儿，爸爸和妈妈，却
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阻隔
病毒的城墙，护卫全县人民的
身体健康。

确山县中医院预防新冠
肺炎中药汤剂惠及全县各隔
离点，为广大群众筑起了健康
屏障。

抗疫中医人 送药在路上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连文英 文/图

一封感谢信 情真意更浓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通讯员 霍桂娟 李亚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