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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很“圈粉”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魏佳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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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卜俊成）河南
中医药大学首次聘任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士林担任《中医学报
（英文）》总编辑，旨在创新发展
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办好高品质
中医药学术期刊，助力河南中医
药强省建设。这是记者近日从
该校期刊社在新密市举行的中
医药学术传播论坛暨河南中医
药大学“三刊”编委会换届（组
建）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学术
期刊在弘扬中医药学术文化、
推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传承中

医药临床经验、培养高质量中
医药人才等方面的作用，助推
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医药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医药强
省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河
南中医药大学期刊社持续深化
机制体制改革，在由河南中医
药大学校长、河南省中医药科
学院院长王耀献担任《中医学
报》《河南中医》《中医学报（英
文）》“三刊”主编的基础上，特
意遴选国内中医药领域顶级专
家和知名专家分别担任相关期
刊总编辑、副主编和编委，凝心

聚力锻造中医药学术研究新质
生产力，高质量推动中医药事
业传承创新发展。

岐黄学者孙晓波被聘任为
《中医学报》总编辑，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士林被聘任为《中医学报
（英文）》总编辑。

据介绍，《河南中医》创刊于
1976年，是河南省创刊最早的中
医权威期刊，河南省一级期刊；

《中医学报》创刊于 1985 年，为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T2 级优秀中医
药科技期刊；《中医学报（英文）》

创刊于 2020 年，获中国科协“中
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
划”D 类项目资助，“三刊”均为
河南中医药大学与中华中医药
学会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中医药
学术期刊，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
期刊，在我国中医药界具有较高
的美誉度，并且广受读者好评。

“学术期刊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有力抓手，希望各位专家学
者利用自身优势和影响，不断拓
展‘三刊’对外合作和交流渠道，
更好地服务中医药事业发展。”
王耀献说。

浚县白寺镇卫生院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院士被聘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期刊总编辑

“大娘，您胃部有些炎症，平时要
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用中药调理一
段时间，慢慢就好了。”近日，叶县洪
庄杨乡卫生院眼科医生杨永涛为孙
老太太认真讲解中医药知识（如上
图）。

为了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
药知识，叶县洪庄杨乡卫生院在不断
引进中医药人才的同时，努力打造中

医药文化品牌，在卫生院的门诊大
厅、走廊、诊室、病房等地悬挂精心制
作的“中医治未病、中医养生保健”等
中医药健康知识展板，并设立中医药
志愿者服务岗。

据了解，叶县洪庄杨乡卫生院
临床医生每天除了看病之外，还要
承担起健康科普的职责。他们通过
面对面讲解的形式，让群众进一步

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
营造“医生爱中医、患者看中医”的
良好氛围。

“通过温馨的灯光搭配、独特的
版面设计和丰富的内容形式，志愿者
服务与中医养生保健‘课堂’深度融
合，已经成为卫生院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叶县洪庄杨乡卫生院院长王起
超说。

“老于，赶紧带着病历来文
化广场。现在，省城的中医药专
家正在讲春季咋养肝。你快来

听听，再让专家看看你的肝脏上
是个啥毛病。”近日，正在中牟县
人民文化广场上锻炼的朱女士

看到“豫见中医·中医药文化宣
传月”活动正在开展，挨个儿给
自己的朋友打电话。

“我的几个老邻居年纪大
了，都有慢性病。省城的中医药
专家来到家门口开展‘大活动’，
送健康知识、搞义诊，这样我们
就不用往省城跑了。我得让老
邻居们都来学学、看看。”朱女士
说。

朱女士所说的“大活动”就
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一年一度开展的“豫见中医·
中医药文化宣传月”活动。当天
9时，随着功法展示、文艺汇演、
药膳品鉴、科普展演等系列活动
的陆续登场，今年的“豫见中医·
中医药文化宣传月”活动正式拉
开了帷幕。

在药膳体验区，品尝药膳糕
点、杂粮面点的群众络绎不绝，

不少人给出了“口感好”“造型
好”“利于养生”的评价。在本草
茶饮体验区，由河南中医药大学
优秀毕业生打造的“春秋日济”
养生茶饮新品牌吸引市民排队
体验，不少人对膏滋、植物饮品、
养生茶、花草酒、压片糖果等十
分好奇，反复询问它们的功效和
食用方法。在中医药适宜技术
体验区，家长带着患儿体验了小
儿积食的中医药疗法；失眠、头
晕、颈肩腰腿痛患者现场体验了
推拿、耳穴压豆、刮痧等中医药
疗法（如左图）。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开办的‘豫见中医·中医药
文化宣传月’经过3年的培育，已
经形成中医药文化品牌，吸引越
来越多的人‘学中医、用中医、信
中医’，为推动全省中医药文化
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希望

这一品牌活动，继续深化中医药
文化阐释，拓展交流合作，不断
提升中医药文化的生命力和影
响力。”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
巡视员张健锋在活动开幕式上
说。

开幕式结束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中牟县
中医院在活动现场开展了大型
中医药义诊活动。20 多个学科
的近60位医务人员组成的团队，
为群众提供了免费的中医药健
康咨询服务。

接下来，“豫见中医·中医药
文化宣传月”活动还将陆续推出

“强身健体好功法”宣教、“仲景
岐黄好文创”征集、“仲景青苗好
育才”研学、“仲景名家好讲堂”
讲座、“健康科普好效果”展演、

“四季养生好药膳”展示等形式
多样的系列活动。

↑近日，在洛阳市偃师区华夏广场，偃师区中医院医务人员
为患者提供中医药服务。每年4月是全国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
月。该院志愿者团队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利用火龙罐、耳尖放血、
耳穴压豆、穴位贴敷等中医药适宜技术为群众服务。

刘永胜 周 莉 臧佳佳/摄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讯
员赵 辉）4 月 20 日，河南省首批
优质中医学术流派——于氏嗣善
堂中医外科流派创办的嗣善堂中
医馆在郑州开诊。此举标志着该
学术流派在郑州有了传承基地。
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智民，
河南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许二平，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褚玉霞、王立忠、李
中玉，全国著名中医药文化专家
许敬生，河南省医药行业协会会
长司根令等出席中医馆开业应诊
仪式，并纷纷寄语中医学术流派
和中医馆的发展。

据介绍，由于氏嗣善堂中医
外科流派创办的嗣善堂中医馆，
前身为“嗣善堂药铺”，始创于清
嘉庆二十年（1815 年）的河南汝
州，迄今已传承八代，有200多年
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社
会影响广泛的中医学术流派。该
学术流派在运用凤凰散、麒麟膏、
太乙灸等祖传药方治疗各种外科
疾病，尤其是治疗妇女乳腺疾病
方面有独特经验。

目前，嗣善堂中医馆拥有中
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
项，在馆内坐诊的国家级、省市
级、基层名中医 100 余人。馆内
设有名医堂、“洄朴”女子中医
馆、道地药材中心、“洄朴”传统
中医外治诊疗中心、膏方中心、
制剂中心、药食同源生活馆等，
旨在将传统中医药文化和现代
生活方式相结合，提供专业、便
捷的中医诊疗服务，有效守护
群众健康，积极构建健康生活
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张克競）4月15日，兰考县
中医院和惠安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组织宣教团队走进富士
康工业园区，开展健康宣教活
动，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对于运动养生而言，运
动是形式，养生是目的。大家
应以中医的阴阳、脏腑、气血、

经络等为理论基础，以养精、
练气、调神为目标。”在活动现
场，兰考县中医院副主任护师
安宁一讲解了中医养生保健
知识，并带领大家练习八段锦
等。

此次活动让大家明白了如
何通过运动的方式，维护健康、
增强体质、延缓衰老。

兰考县中医院

宣教团队进企业

卫生院设立中医药志愿者服务岗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杜留洋 文/图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讯员冯新庆）近日，浚县
白寺镇中心卫生院在白寺
镇党校门口开展了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暨健康义诊
活动。

在活动现场，白寺镇
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耐心
地诊断病情，利用针灸、推
拿、经络疏通等中医药适
宜技术为有明显不适症状
的群众进行治疗；并进行
体质辨识、健康教育，指导
居民通过膳食调理、起居
调养、养生功法、穴位按摩
等非药物疗法进行身体调
理；针对不同的人制定个
性化治未病方案，指导群
众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
惯。

“我平时脖子疼痛，没

有办法扭头，还有耳聋、耳
鸣的症状，也吃过不少药，
没有啥效果。听说今天有
中医药义诊活动，一早就
来排队了，刚刚白寺镇中
心卫生院中医科的孙医生
为我把脉问诊，并进行了
针灸治疗，我的脖子马上
就不疼了。这样的活动太
好了。”白寺村居民白凤英
说。

10 时许，白寺镇中心
卫生院白寺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孙晓明现场传
授老年人中医保健与养生
知识，根据群众的常见病、
多发病，为大家讲解保健
穴位的定位及治疗作用，
并带领大家一起操作，现
场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
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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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张 军 郑思杰）近日，信阳市
中医院肛肠科经过提质升级后投
入使用。

信阳市中医院肛肠科是该院
具有 70 余年历史和深厚中医药
文化底蕴的老牌科室，是全国肛
肠病治疗协作组成员单位。该科
坚持人才至上，拥有从事肛肠科
专业 40 年的返聘专家，以及高
学历人才，人员配备完善、临床业
务扎实、服务理念先进。

在治疗上，中西医结合是该
科的核心竞争力和传家宝。“我
们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肛
肠科各种常见疾病，如痔疮、肛
裂、肛周脓肿、肛瘘等，对重度混
合痔、高位马蹄型肛周脓肿、高
位复杂性肛瘘的治疗有独到见
解；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炎性肠
病、肠功能紊乱、直肠息肉等；擅
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特别
是我们传承了肛肠专家游之俊
的肛周疾病术后镇痛技术，解决
了许多患者对肛肠科术后疼痛
的困扰和恐惧。”信阳市中医院
肛肠科主任穆凌杰说。

重装扩容后，信阳市中医院
肛肠科病区宽敞明亮，病房整洁
舒适，为患者创造更好的就医条
件。

“按照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
肛肠科将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和
学科建设，建立健全科研制度。
同时，将努力创品牌、建名科、树
名医，把肛肠科打造成为全院特

色专科，省、市重点专科，培养一批优秀人才，为患者提
供优质安全舒心的医疗服务。”信阳市中医院院长曾宪
国说，这些举措有助于信阳市中医院可持续、高质量、
内涵式发展。

周口市中医院

成功完成UBE微创脊柱内镜手术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

黎倩平）日前，周口市中医院成功完
成一例 UBE 微创脊柱内镜手术（单
侧双通道内镜技术）。术后，患者病
痛迅速得到缓解。

50 岁的陈女士有腰痛的老毛
病。半年前，陈女士腰痛症状加重，
一弯腰就痛，并且行走时出现右腿疼
痛症状。近日，陈女士慕名到周口市
中医院骨科二病区就诊。专家检查
发现，陈女士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症合
并腰椎滑脱，并伴有腰椎椎管狭窄。
由于陈女士的症状严重，专家建议进
行手术治疗。

得到陈女士同意后，在周口市中
医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史卫东指导
下，骨科二病区主任董卫功团队充分
讨论分析，最终决定采取创伤小、恢
复快的UBE技术（微创治疗方案）为
其进行治疗。

周口市中医院手术室、麻醉科等
科室医务人员积极配合，成功实施
UBE 脊柱内镜手术。手术过程安
全、微创、全程可视。术后当天，患者
右腿疼痛感消失，两天后能够下地自
主活动了。陈女士和家人对手术非
常满意。

据董卫功介绍，UBE 脊柱内镜

是目前先进的脊柱内镜技术之一，通
俗地讲，就是用一根配备有光源的管
子，通过一个约 7 毫米长的切口，从
患者身体侧后方或者后方的安全区
域进入椎间盘突出的地方进行手术，
适用于大多数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
症患者，尤其适用于体质较差的老年
患者、极外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脊柱内镜手术后，患者需要卧床
12小时后佩戴腰围下地行走，最快第
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该项技术风险低、创伤小，对正
常腰椎功能影响小，术后几乎不留痕
迹，患者可以很快恢复健康。

驻马店市中医院

开展名医家乡行活动
本报讯 4 月 14 日，一场暖

心的青年名医家乡行义诊活动
在上蔡县杨集镇卫生院开展。
当天，驻马店市中医院骨病科、
手术室、高血压科等科室名医
团队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健康检
查项目（测血压、测血糖、耳穴
压豆、针灸、推拿等），还提供疾
病咨询、健康指导等服务，让家
乡人民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
况。

在义诊现场，专家们耐心
细致地为老乡解答问题，提供

专业的医疗建议。他们热情洋
溢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赢得
了大家的好评。

“我们去县城看病，来回路
上需要半天时间，还要排很长
的队，现在直接和专家面对面，
真是太好了。”一位老乡说。

驻马店市中医院将继续践
行名医家乡行的服务宗旨，发
挥医务人员的专业特长和技术
优势，为保障父老乡亲的身体
健康做出贡献。

（丁宏伟 李 亚 姚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