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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吕贵
德 管遮嵩）近年来，安阳市中医院围绕“出
彩中医”目标定位，强化统筹、锐意创新，全
力实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
中医药产业成为医院新的经济增长点。

安阳市中医院与国内大型中药企业和
安阳市经开集团、文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
意向书，牵头组建“中医药传承创新联盟”，
充分利用合作方科研、人才、资金、项目优
势，着力打造产业发展合作平台，努力建设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地。

安阳市中医院立足优势，做大医养产
业，申报安阳市“中医医康养中心”项目，目
前已完成项目招标工作；加强联合，由河南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过的20种院内
制剂，已在安阳市中医医联体、中医院医疗
集团成员单位调剂使用；优化服务，发展煎
配产业，统筹患者和亚健康人群健康需求，
提升煎配质量、改善饮用口感、扩大煎煮产
能，初步构建起选药、接单、煎煮、配送、回
溯链条清晰、效益稳定的服务模式；传承创
新，培育药食产业，成立“忠意健康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围绕国家114种药食同源药
材目录，收集、获取适用配方，已研制汤料、
面点、茶饮、菜肴等46种单方成品；加强研
发，开拓制药产业，对108种院内制剂进行
评估，筛选出辛芷消痤丸等5种优势制剂
申报纳入《河南省支持医疗卫生机构院内
制剂转中药新药目录》。

安阳市中医院组织实施中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充分利用国家中药重点实验
室资源优势，联合建设中医院“中药制剂研
发实验室”，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前期调研工
作；建设药物、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目
前已成功备案，成为国家医疗器械临床试
验机构，完成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申请
各项准备工作；紧盯道地药材产区，在西大
街建成“精品药房”，实现商业化经营；积极
对接大型中药企业实验室，聚焦生物医药
前沿领域，积极推进新药、新特药临床应
用；立足内黄饮料、汤阴食品、彰德锦泰恒
等本土产品与大型中药药企优势，合作建
立大健康产品研发平台和生产销售网络，
培育新兴业态。

安阳市中医院加强与安阳市经开集团
的深度合作，充分利用 22 万亩（1 亩=
666.67平方米）林下经济资源，推进中药材
种植、采收、加工、使用、销售全程可追溯产
业链建设，在林州市种植连翘2000 亩；植
入中医药大健康体验元素，正在规划建设
中医药博物馆、中医非药物疗法体验馆、药
膳养生堂等综合体项目。

安阳市中医院与安阳市文旅集团共谋
发展，在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在西大
街建设国医堂和药膳堂，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体验街区”，塑造
中医药文化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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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中医院

推广葫芦灸技术
本报讯 （记者常俊伟 通

讯员赵 边）3 月 10 日，新乡市
中医院中医护理专科小组精心
策划，开展了葫芦灸技术推广
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中医护理
专科小组成员崔明丽为相关科
室的护理人员进行葫芦灸理论
知识培训。培训内容涵盖葫芦
灸的历史渊源、作用机制以及
临床适应证等。在理论授课过

程中，崔明丽结合临床案例进
行讲解，激发了护理人员浓厚
的学习兴趣。

理论培训结束后，护理骨
干现场示范操作。从艾绒的装
填、点火技巧到施灸过程中的
温度控制、观察要点，以及与患
者的沟通注意事项，每一个步
骤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演示。
此次活动使护理人员对葫芦灸
技术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发布院属研究所
2025年首批“揭榜挂帅”项目

值班主任 王保立 责编 安笑妍

十年坚守铸就省级示范中医馆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程小可 李栓紧 文/图

“10 年前，我们卫生院疼痛
科的中医大夫仅有2名，医疗设
备只有拔罐、中频治疗仪、烤电
理疗仪、中药熏蒸 4 种，能够开
展的技术项目也比较单一。如
今，我们不仅组建了以针法为
代表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团
队，而且在2021年被评为‘河南
省示范中医馆’。目前，我们利
用中医药特色优势、完善的服
务设施、优美的就医环境、优质
的服务理念，让疼痛患者不出
远门就能得到优质的医疗服
务。”当提起这些年的变化时，
叶县田庄乡卫生院院长庆寿康
以及全院干部职工自信满满、

激动不已。
近日，记者在田庄乡卫生院

采访时，“中医馆”三个大字映
入眼帘，中医馆的走廊两侧设
有中医内科、中药房、中西医结
合科、康复理疗室、熏蒸室、中
药调剂室等科室，治疗疼痛的
医疗设备应有尽有，来院就诊
的患者络绎不绝，给患者做康
复、理疗、针灸、熏蒸等治疗项
目的医务人员也是忙得不亦乐
乎。“我们中医馆运用中医药适
宜技术，在治疗疼痛疾病、调理
慢性病中效果明显，尤其是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
窄、膝关节疼痛、失眠等能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该院中医疼
痛科主任、主治医师田耀辉说。

今年年初，叶县城关乡的
72 岁村民郑某突发腰部疼痛，
连路都走不成。家人见状，立
即带着郑某到医院检查。经过
检查，郑某被诊断为腰椎间盘
突出、腰椎管狭窄，医生建议进
行手术治疗。郑某担心手术有
风险，于是在家人陪同下来到
田庄乡卫生院就诊。田耀辉根
据患者的病情，采用小针刀等
中医药适宜技术进行治疗，经
过8次治疗后，郑某的症状完全
消失，走路恢复正常。“目前，我
们中医疼痛科采用中医药适宜
技术每个月治疗的患者达20余
例。这项技术在我们卫生院开
展以来，不仅减轻了基层患者
的经济负担，还减少了患者的
痛苦。”田耀辉说。

记者在田庄乡卫生院中西
医结合科采访时发现，患者送
来的锦旗挂满了墙壁。“这些锦
旗是患者对我们的技术和服务
的认可。作为医生，我们要对
患者负责，只有精准治疗才能
赢得患者的信任。”该科主任、
主治医生王随朝说。

今年2月，平煤集团二矿职
工王某因膝关节疼痛，上下楼
特别困难，蹲下去甚至都站不
起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王
某辗转多家医院求医治病，被
诊断为膝关节炎，四处就医但

治疗效果均不明显。就在王某
失去治病的信心时，朋友告诉
王某，田庄乡卫生院在治疗这
种疾病上有“绝招”。于是，王
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家人
搀扶下来到卫生院找到王随朝
医生。当时，王随朝根据患者
的病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方法，通过透药、烤电、红外线、
中药熏蒸、中药封包、针灸、小
针刀、推拿，配合口服中成药。
经过两次治疗，王某的病情有
所好转，疼痛减轻；又经过几天
的巩固治疗，王某膝关节疼痛
感消失，能自己上下楼梯。为
了表示感谢，王某和家人将一
面写有“医术高明见奇效 医德
高尚口碑好”的锦旗送到了王
随朝等医务人员的手中。“中医
馆是我们卫生院的品牌科室。
目前，我们服务的患者涉及周
边多个乡镇，以及鲁山、宝丰、
平顶山市区的患者，他们都是
慕名而来的。”王随朝说。

“面对医疗市场的竞争，怎
样才能让中医药在基层更好地

传承与发展呢？”庆寿康说，田
庄乡卫生院始终秉持优质的服
务理念，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
院内的中医馆进行了精心规
划、合理布局与认真建设。2021
年，田庄乡卫生院中医馆成功
通过省级验收，被评为“河南省
示范中医馆”。

田庄乡卫生院中医疼痛康
复科作为重点科室，拥有一支
实力强劲的医疗团队，共有6名
医师。其中，田耀辉、王随朝、
张广旗均为主治医师。该科室
运用中药调理、针灸治疗、刺络
放血、推拿按摩、火罐疗法、刮
痧排毒、中药熏蒸以及中药溻
渍等，在常见病、多发病治疗中
效果显著。该科凭借着精湛的
医术和良好的口碑，不仅深受
本乡居民的信赖，还吸引了周
边县市的众多患者慕名前来求
诊。如今，康复科的墙上挂满
了患者康复后送来的锦旗，每
一面锦旗背后都承载着患者的
感激之情，也见证着医务人员
的专业与担当。

田耀辉（右一）正在为患者做康复治疗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张艺腾）3月6日，河南省中医
药科学院发布院属研究所2025
年首批“揭榜挂帅”项目（扫码查
阅详情）。

此次发布的项目以产业转
化为导向，汇聚全省最高水平科
研团队，共遴选18个项目，每个
项目支持 100 万元。所有发布
项目根据《河南省中医药科研课

题管理办法》，纳入省中医药科
研专项课题管理。

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成立
一年来，强力推动中医药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聚焦中医药科技
创新高地和产业发展高地目标，
围绕“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医教
研产学一体发展”的新型研发机
构定位，以体制机制创新统筹相
关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高校、学

会协会及企业等创新主体，集聚
整合优势科研资源和力量，汇
聚、培养创新人才和团队，系统
性组织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活
动，推进中西医协同创新，取得
很大成效。

下一步，河南省中医药科学
院将切实做好项目的实施管理
和绩效考核，及时总结经验做
法，创新科研管理机制，优化项

目设置形式，将中医药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不断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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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杨自华）日前，信阳市中医
院工区路院区（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附属医院）药学门诊正式
开诊，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细
致、专业的服务。

据该院负责人介绍，药学
门诊是指医疗机构药师在门诊
为患者提供的用药评估、用药
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

建议等一系列专业化药学服
务。

药师开展用药评估，根据
患者的过敏史、用药史及用药
后的反应等，全面评估患者正
在使用的药物治疗情况，确保
患者用药安全合理；中药用药
指导，为患者讲解中药的煎煮
方法、服用时间、饮食禁忌等，
充分发挥中药的疗效。

信阳市中医院

药学门诊开诊

淅川县中医院联合河南省中医院

举行“高水平专科”共建活动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

员黄一聪）日前，河南省中医院“高
水平专科”建设项目（骨伤科）专科
共建活动在淅川县中医院顺利举
行。

淅川县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水源地，自古就有“天然药库”的
美誉。依托境内中药材资源丰富
的先天优势，淅川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持
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河南省
中医院“高水平专科”建设项目不
仅是一个互利共赢、前景开阔的医
疗项目，更是一个优化医疗资源配

置、提升服务质量的惠民工程。
淅川县中医院将以此次专科

共建活动为契机，聚焦骨伤病专科
服务能力提升，借助省级医院专家
的技术指导，推动淅川县中医院骨
伤科规范化建设，惠及县域及周边
地区患者，加速实现“大病不出县”
卫生目标，有力助推健康淅川建
设。

岐黄大道，薪火相传。签约
仪式结束后，淅川县中医院骨二
科医生胡群发、王剑飞、黄鹏贞同
时上台，向河南省中医院专家王
上增、王勤俭、李彦杰呈拜师帖、

奉拜师茶、行拜师礼。老一辈中
医人的智慧与经验将得以传承，
新一代中医人才将在实践中茁壮
成长。随后，河南省中医院医师、
护理专家团队分别开展了现场义
诊、理论培训、手术示教、病房带
教、专科建设指导、专科共建座谈
会等专科共建活动。

此次专科共建活动标志着淅
川县中医院与河南省中医院骨伤
病医院正式建立紧密型协作关系，
不仅是两家医院的“双向奔赴”，更
是中医药守正创新、服务民生的生
动体现。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
贾晓琼 陈 微）医学的奇迹，从来
都是爱与坚持的“化合物”。近日，
在宜阳县香鹿山镇某村，当吕女士
缓缓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喊出
儿子的乳名时，所有人都喜极而
泣。宜阳县中医院护理团队用4年
来的坚持和守护，终于迎来了这一
医学奇迹诞生的时刻。

2021 年冬季，吕女士突发脑出
血，CT（计算机层析成像）影像上那
片触目惊心的出血区如同命运的休
止符，醒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21 年 8 月的一天清晨，宜阳县中
医院护理团队走进这个布满阴霾的
家庭，当她们推开那扇被消毒水气
息浸透的房门时，目光所及吕女士
周身插满鼻饲管、导尿管和气管套
管，床头放的是歪斜的消毒棉签、泛
黄的护理记录本，以及家属眼底深
藏的无奈与焦灼。

护士为吕女士更换胃管和导尿
管，手把手地指导家属如何消毒气
管套管、更换纱布，耐心讲解卧床老
人的护理技巧。翻身、皮肤清洁、口
腔护理、二便护理等，这些看似简单
的操作，对于毫无经验的家属来说，
却是艰巨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照护
吕女士，家属购置了升降床、气垫、
制氧机、吸痰器等，这些“冰冷”的仪
器和设备，见证了吕女士一家对生
命的坚守。而宜阳县中医院护理团
队的每一次上门服务，都像一缕温
暖的阳光，驱散吕女士一家心中的
阴霾。

记者了解到，宜阳县中医院护
理团队每次出诊，携带的不仅仅是
诊疗箱，更有一份特殊的“护理处
方”：除了常规的鼻饲管更换包，还
有特制的艾灸条和耳穴定位图，她
们创造了独特的“三维护理模型”：
在生理维度，以15日为一周期的管
路维护，如同精密钟表；在技术维
度，采用中医理疗对患者的足三里
穴、气海穴、关元穴等穴位进行艾
灸，提升正气，就连吕女士4岁的孙
女也是传统中医的受益人，几次积
食发热都是出诊护士采用耳尖放
血、耳穴贴压治好的；在心理维度，
护理团队给予患者家属健康指导，

疏通长期护理心理负担，护士服口袋里永远备着给4岁孙
女的卡通创可贴。当小女孩学会用稚嫩手指寻找耳穴上
的脾胃区时，中医智慧已悄然融入这个家庭的基因。

如今，吕女士气管切开套管、留置胃管已经拔除，不仅
能睁开眼睛，简单地与人交流，还能在孩子们帮助下品尝
食物。宜阳县中医院护理团队依然定期上门服务或电话
交流，为吕女士进行护理操作和康复指导。

←3 月 10 日，在灵宝市中医院，医务人员正在义
诊。灵宝市中医院组织疼痛康复诊疗中心、骨科诊疗
中心、老年医学科、外科、儿科等中医特色优势专科专
家，为群众义诊，同时免费提供药膳让群众品尝。

朱晓娟 夏喜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