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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一位律师与乔氏中医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徐建军 许海变

镇平县中医院

开展急救演练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赵 玉 温 迪）9 月 18 日
下午，镇平县中医院开展危重
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演练活
动。本次演练模拟了一名孕妇
羊水栓塞的紧急情况处置。

演练开始后，从产科医师
接到孕妇急救电话后迅速做出
判断并上报，迅速到达现场并
按照院前急救流程对孕妇进行

初步评估等措施，到院内救治
阶段，各科室医护人员紧密协
作，确保了救治工作的连贯性
与高效性。

此次演练，进一步检验了
救治体系运转和医务人员对危
重孕产妇的救治能力，为今后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得到迅
速、及时、有效地抢救打下坚实
的基础。

每周关注

“我们全家都是乔氏中医
的追随者，尤其是我自己，可以
说 ，和 乔 氏 中 医 有 着 不 解 之
缘！”近日，在洛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国家级名老中医乔振纲传
承工作室赠送锦旗时，北京大
成（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耿星
（化名）说，“锦旗上的‘祖孙传
承三朝为济世，父子荣膺一国
名中医’字样，既是乔氏中医的
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对乔氏中
医发自内心的褒奖！”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
“我与乔氏中医结缘，始于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今年 49
岁的耿星说。2012 年秋，他到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办事，在
附近的文印店准备材料时，看见
一位须发皆白、面色红润的老先
生，手里拿着一些手写的材料，
想让文印店工作人员帮忙打印，
只是当时店员实在太忙，根本顾
不上。

此时，耿星刚好完成手头的
工作，就自告奋勇地帮老先生整
理材料。尽管只是举手之劳，但
老先生却很感激，他说自己叫乔
保钧，在洛阳市第二中医院工
作，让耿星有空了去找他，寥寥

数语，没有过多客套，却让耿星
感到无比真挚和亲切。

耿星说，洛阳市第二中医
院离涧西区人民法院不远，凡
到涧西区人民法院开庭或办
事 ，自 己 都 会 抽 空 去 找 乔 保
钧。耿星每次去找乔保钧，都
发现候诊的患者非常多。很多
时候，耿星只能静静地站在一
旁目睹乔保钧的忙碌，同时谦
恭地聆听乔保钧对患者病情的
仔细问诊，对病机的认真分析，
然后在明确诊断和缜密辨证的
基础上，精心组方，精准用药
…… 乔 保 钧 的 面 容 是 那 样 慈
善，态度是那样和蔼。所见所
闻，使耿星对乔保钧的敬仰之
心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从
此，耿星全家及其亲友若有不
适，都由他带到或推荐到乔保
钧这里就诊。其疗效之确凿，
毋庸置疑，言谈及此，耿星说：

“乔老不仅是我的忘年知己，而
且是我们全家的健康守护者，
也是广大群众健康的保护神！”

2014 年年底，乔保均去世，
但耿星一直没有他子女的信
息。今年上半年，耿星和一个
医院的朋友闲聊时，提到了乔

保均。其朋友吃惊地说：“你怎
么认识他？他医德高尚、医术
高明，教过很多学生，还担任过
很多领导职务，是行业内大名
鼎鼎的豫西中医泰斗。”

“我这才知道，萍水相逢的
老先生竟有那么大名望。可回
想起我和老先生的交往，他从
来都是那样淡定随和、平易近
人，一直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
觉。”耿星说。

再续前缘 了解更多
今年夏季，耿星在洛阳见到

了乔保均的长子乔振纲。当乔
振纲得知耿星和乔保均的善缘
后，说耿星忠实可交，是他父亲
的忘年交。自此，耿星和乔氏中
医在10年后又重续前缘。

了解乔保均和其子女的相
关情况后，耿星对乔氏家族的传
承产生了浓厚兴趣，就通过网
络、典籍等方式查阅了乔氏中医
的渊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
一跳，原来我们看到的成就只是
冰山一角，乔氏中医已经传承六
代！”耿星说。

乔氏中医源于清代，先祖乔
春彦任翰林院编修时，常在官衙
之内诊疾，被当地百姓传为佳

话，由此开创了乔氏中医。乔氏
中医第二代是乔春彦长子乔荫
桐。乔荫桐中举后，不谋官位，
立志岐黄，终成当地声震名扬的
儒医。乔氏中医第三代是乔荫
桐长子乔作令，曾在湖北老河口
县衙任师爷，因不满官场腐败辞
职返乡，边教私塾边习医术，以
医德高尚、博采众方而成为当地
百姓争相赞颂的名医。新中国
成立后，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
呵护下，乔作令的次子、和耿星
成为忘年交的乔保钧不仅在学
术上飞速达到高峰，更使乔氏中
医的声望如日中天。幼承家学
的乔保钧，医、教、研兼修，先后
培养弟子数千人，不少人已经成
为 全 国 中 医 界 的 骨 干 。 1991
年，乔保钧被多部门评为全国首
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1998 年，被授予

“有贡献的老中医”荣誉。
“目前，乔氏中医第五代中，

涌现出了出类拔萃的‘四杰’。”
耿星说。其中，乔保均的长子乔
振纲系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021 年获“河南省中医药杰出
贡献奖”；主编或参编《实用痰

病证治》《乔保钧医案》《乔振纲
医案医论精编》《乔振纲治癌经
验》《乔振纲临床经验辑要》等
数部专著，发表高质量论文论著
数十篇。乔振纲和弟弟乔振坤，
妹妹乔艳华、乔艳贞都是乔保钧
的学术继承人，大家在兄长的影
响和带动下，你追我赶、争相进
步，勤于钻研的他们都在各自领
域取得了非凡成就，被当地群众
誉为“乔氏四杰”，极大促进了
乔氏中医传承发展。

据了解，目前，乔氏中医第
六代传承人乔俭系乔振纲的女
儿，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硕
士研究生学历，现就职于洛阳
市中心医院；乔振纲的侄子、侄
媳各有专攻，备受患者信赖。
除了乔家宗族传人，乔振纲还
先后招收、培养学生40余人。

赠送锦旗当天，在国家名
老中医乔振纲传承工作室，乔
振纲送给耿星两本专著，并在
扉页题写“有志者事竟成”作为
激励。题字时，乔振纲问耿星
是否爱好中医药，耿星笑着说，
自己以后一定是中医药爱好
者，甚至可能经乔振纲同意后，
拜他为师。

河南中医一附院东院区开始运行

开诊首日门诊量超2000人次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

讯员郑金铎 梁 楠 魏佳琳）
9 月 19 日上午，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河
南中医一附院）东院区正式开
诊。截至当日18时，该院区首
日接诊量为2057人次。

当天，河南中医一附院国
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奠基仪式
也在新开诊的东院区举行，河

南省国家医学中心将由“创建”
阶段正式转入“建设”阶段。国
家医学中心将按照“统筹布局、
协同发展”原则，整合全省优质
资源，努力在中医儿科、中医呼
吸等领域取得突破，着力建设
成为中医临床医学高峰、中医
药科研成果转化高地、中医药
领军人才培养基地、大健康产
业发展聚集地。

河南中医一附院东院区位
于郑州市中牟县仁信路16号，
一期开放床位1000张，设有30
个病区，涵盖了儿科、呼吸、心
血管、脑病、消化、康复、肿瘤等
全类别诊疗科目和专业，为患
者提供全方位的中医药服务。
开诊后，河南中医一附院东院
区与人民路院区、龙子湖院区
实行“一体化管理，同质化医

疗”的运行模式。东院区开放
了区域内首家 A 级急救站，设
置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包
括30项便民就医服务事项。为
了方便外地就诊患者，院方还
联合快递公司开设中药免费邮
寄服务点，提供免费寄送服务；
联合公交公司开设免费公交线
路，东院区开诊半年内免费摆
渡患者在3个院区内就诊。

↑近日，巩义市涉村卫生院联合涉村镇教办走进桃园小学开
展中医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保护视力，中医有方，中医师院丽
娟现场指导学生做眼保健操，按压眼周穴位防控近视。

李志刚 赵子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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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 琦）2024
年9月21日是第31个“世界阿尔
茨海默病日”。河南省中医院专
家团队走进多家养老机构宣传
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知识。

据介绍，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即刻行动，点亮记忆之光”。河
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王伟民等5
人组成的记忆认知团队近日在
郑州市二七区中原路“瑞阳养老
生命公寓”开展了阿尔茨海默病
防治知识宣教活动。

在健康宣讲环节，王伟民带
来了《如何早期识别痴呆、中西
分期精准治疗》的讲座，详细介
绍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基本概念
（认知障碍、老年痴呆、失智症、
认知症等）、痴呆早期十大警示
症状、14 项痴呆危险因素（其中
视力丧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升高为今年新增）等知识，并分
享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认知障碍
的药物，以及中医药特色治疗方
法及生活照护原则，阐述了传统
医学“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预
防、治疗观念，介绍了“老而不
衰、老而晚衰”的中国传统养生
观念。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老
人和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积极询
问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及老年健
康的各种问题，专家们耐心解
答（如下图），现场气氛热烈。记
忆认知团队还向参会老人和养
老机构工作人员赠送了《阿尔茨
海默病中国行动防治手册》，手
册内容详实，涵盖了阿尔茨海默
病的基本知识、防治方法以及生
活照护技巧等实用参考资料。

此外，在河南省中医院东风
路院区，该院脑病科、老年科、康复科等科室的16位
医疗护理专家及志愿者参加了义诊活动，并免费为
40余名患者进行认知功能筛查测评，结合患者“四
诊”情况及病史，为就诊者提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
生活指导。

漯河市召陵区中医院

义诊服务进乡村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骆 观）近日，漯河市召陵
区中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在姬
石镇陈庄村开展“中医药文化
行”进乡村义诊活动。

医务人员为前来咨询问诊
的群众免费提供测血压、血糖、
心电图、彩超等检查，并根据群
众身体状况开展耳穴压豆、穴

位贴敷等中医特色诊疗服务，
让群众亲身体验中医适宜技
术。

针对中老年人提出的常见
病、慢性病及多发病的预防和
治疗等相关问题，医务人员进
行了通俗易懂的解答和指导，
嘱咐群众定期检查身体，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

尉氏县中医院

举办中医药文化市集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张泽宇 孙 浩）9月14日，
尉氏县中医院在新尉广场组织
开展了第一届中医药文化市集。

此次活动为群众提供了
“零距离接触中医、感受中医”

的机会，提升了群众对中医药
文化的认同感。

接下来，该院将持续举办中
医药文化市集等中医药科普活
动，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认同中
医”，让中医药惠及千家万户。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马 雷 陈文新）9月23日，
记者从睢县中医院获悉，该院积
极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近日来，睢县中医院采取
召开会议、展板、显示屏滚动播
放等形式，提高全院医务人员
和广大患者的知晓率。

在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工作中，睢县中医院要求，
对于出现的问题要积极反馈，
积极解决，不能让问题成为阻
碍工作推进的“绊脚石”；要以
问题为导向，不断优化工作流
程，加强监督管理，压实工作责
任，确保每一位医务人员都能
认真履行职责，将医学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工作落到实处。

浚县中医院

开展急救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

讯员常久玲）近日，浚县中医院
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世界急救
日”主题活动。

在活动中，志愿者利用人
体模型现场演示常见急症的识
别与处理、海姆立克急救、头部

包扎、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强
调“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在
场群众认真学习，积极参与实
践操作。同时，志愿者向群众
发放急救知识宣传手册，内容
包含急救知识和操作指南，方
便群众随时查阅和学习。

睢县中医院

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中医故事

倾心守护 用心服务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海宽

近日，在鹤壁市中医院老年病科
病房里，发生了一幕感人至深的场
景。一位患者家属手捧着一面鲜艳
的锦旗，送给正在查房的程玉舟医
生。“程主任，谢谢你，谢谢科室所有
医生和护士，让我们家老孙转危为
安。”

老孙（化名）在9月3日以“呼吸
衰竭伴心力衰竭”为诊断入院，前期
病情一直反复，于 9 月 10 日突然加
重，出现浅昏迷伴呼吸困难、发热。
患者家属内心也变得非常焦虑。老

年病科副主任程玉舟带领医务团队
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为患者制订个
性化诊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他
们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同时，程玉舟多次与患者家属
耐心沟通病情，讲解治疗方案，缓解
患者家属的紧张情绪，并给予其生
活指导，得到了患者家属的理解与
支持。经过精心的治疗与护理，患
者的病情逐渐得到改善。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患者家属特
意送来了一面印有“医德高尚医术

精，关爱病患暖人心”的锦旗。程玉
舟说：“这面锦旗不仅仅是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
策。作为医务人员，我们要始终把患
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用我们的
专业和爱心，为患者撑起一片生命的
蓝天。”

这面锦旗被挂在了医生办公室
最显眼的位置，见证着医患之间共同
抵御病魔的深厚情感，也激励着老年
病科每一位医务人员，继续在治病救
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9月22日8时，在洛阳市孟津区，2024年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宣传周活动拉开帷幕。由孟津区中医院承
办的本次活动，以赶“早市”与“夜市”“摆地摊”的形式进行，包括专家义诊、中医药特色疗法体验、茶饮药膳品
尝、中药特色产品展示、中医药养生咨询服务、中医养生功法教学表演等。图为开幕当天耳穴压豆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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