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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南阳：：加快中医药强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医药强市建设步伐
本报记者 刘 旸 乔晓娜

3月6日，全省中医药强省建设
现场会在南阳市召开。当地紧扣

“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
定位，以仲景文化为引领，统筹中
医药文化、事业、产业“三位一体”
发展，奋力打造“两地一都”（全球
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
医药名都）的生动实践，备受关注。

近年来，南阳市在提升中医
药传承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全市
创新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进一
步完善市、县两级中医药管理机
构，将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
中心列入全市“五聚五提”重点工
作，成立工作专班，聘请张伯礼、
俞梦孙等 34 名院士、国医大师为
南阳市中医药发展战略顾问，印
发《加快南阳中医药强市建设若
干支持措施》，将中医药工作纳入
绩效考评，全面优化发展环境。
南阳市中医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望京医院合作共建国家中医骨伤
区域医疗中心，推动望京医院“管

理、技术、品牌”三平移。构建防
治康养特色服务模式。创新开展
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和万名
护工居家养老服务，全市常住人
口签约率达 90%，培训护工 2.3 万
余人，被作为唯一的中医药典型
案例入选《医疗蓝皮书：中国县域
医共体发展报告（2023）》。持续
完善中医药人才梯队，全市现有
国医大师 1 名，全国名老中医、河
南省名中医等高层次中医药人才
80 余 名 ，中 医 执 业（助 理）医 师
10182 人。建成市、县、乡、村优质
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推动基层
服务中医化、中医服务特色化，全
市有 75 家中医医院（其中三级中
医医院6家）、近千家中医诊所，建
成远程医疗中心和智慧共享中药
房，实施免煎配送。南阳市被列
为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 3 个核心
基地之一，建成2个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研究室、1 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23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024 年获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1项，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仲景宛西）自主研发
的“枇杷清肺颗粒”获批上市。

同 时 ，南 阳 市 大 力 实 施“六
名”塑造行动，在培育千亿中医药
产业上下功夫。一是种名药。实
施宛药振兴计划，建成 80 个优质
中药材种植基地，规模化种植品
种 83 个，面积达 166 万亩（1 亩=
666.67 平方米）。二是塑名企。以
仲景宛西、河南福森（河南福森药
业有限公司）为龙头，培育规上中
药企业 42 家，仲景宛西获 2024 河
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仲景”品
牌 入 选 全 国 第 三 批“ 中 华 老 字
号”。三是建名园。建设艾草产
业园、中医药物流基地等，已建成
投产 4 个艾草产业园和 1 个专业
市场，豫西南中药材仓储物流基
地一期投入运营，仓储量达 1 万
吨。四是育名艾。推进艾产业转
型升级，发布 8 个地方标准、26 个

团 体 标 准 ，37 家 艾 草 企 业 取 得
“药”“械”“妆”等字号资质，“南阳
艾”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艾产
品占全国市场的 70%以上。五是
办名展。举办仲景大健康产业博
览会、艾产业产品博览会，2024 年

“一节一会”（第十六届张仲景医
药文化节、第七届中国艾产业发
展大会）吸引近 20 万人次参观体
验，签约18 个中医药类项目，投资
总额 80 余亿元。六是创名城。发
展“中医药+”健康旅游、食疗药膳
等，打造康养名城。建成 10 个省
级、19 个市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基地，推出近 90 道仲景养生药
膳菜品，中药茶饮“上善仲景饮子
铺”在全国连锁发展。基于此，
2024 年，南阳市中医药产业年产
值达 450 亿元，入选河南省先进制
造业十大产业集群和中国中药综
合实力30强城市。

此外，南阳市在打造仲景文化

品牌上下功夫。南阳市以医圣祠
为核心，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占地面
积达 689 亩的医圣文化园，一期于
2024年5月正式开园，累计接待海
内外游客近百万人次，成为拜谒医
圣、研学观光的网红打卡地。成功
举办 16 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11
届仲景论坛，陈竺、张伯礼、施一公
等院士专家受邀出席开幕式并作
主旨演讲，“一节一坛”节会品牌更
加响亮。2022年以来，举办了1000
余场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3
届八段锦锦标赛、1300余场中医药
文化夜市活动，建成3个国家级、3
个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依托张仲景博物院“国家中医
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在俄罗斯、
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开设张仲
景经方阁海外分中心，在菲律宾成
立“仲景工坊”并举办中医适宜技
术培训班5期，2024年全市中医药
产品出口额达 2188 万元，同比增
长70%。

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场所
建设有了标准

本报讯 （记者常 娟 通讯员王 保）3 月 17
日，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办公室获
悉，河南省地方标准《医疗机构放射诊疗场所建
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正式发布。该标准是
国内首个全面覆盖医疗机构放射诊疗项目场所
建设要求的综合性地方标准，填补了国内放射诊
疗建设标准的空白，标志着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
诊疗建设项目许可与监管工作迈入新阶段。

《指南》全面涵盖了核医学、放射治疗、X射线
影像诊断和介入放射学 4 类放射诊疗场所的建设
要求，对每一类场所的选址、面积、平面布局、功
能用房、辅助用房、安全防护、建筑屏蔽及防护材

料、机房门的安全防护装置、工作状态指示灯、电
离辐射警告标志和警示线等方面均作出了详细
规定。例如，在核医学和放射治疗场所选址方
面，《指南》明确新建项目应优先设置在地上层
面；因条件限制选址于地下的，应设置开放式安
全通道，并配备采光通道或采光天井。核医学科
应相对独立或集中设置，避免与产科、儿科、食堂
等部门邻接，设置单独出口。针对放射治疗项
目，《指南》对不同放射治疗设备的机房面积、控
制室、治疗计划室等功能用房的使用面积提出了
具体要求，为各级医疗机构放射诊疗项目建设提
供了科学依据。

《指南》通过规范选址、布局、安全防护等核
心要素，确保放射诊疗场所的防护安全，同时优
化诊疗流程，提升诊疗质量和患者就医体验。《指
南》还对机房屏蔽材料、通风系统、警示标志等细
节进行了详细规定，以最大限度降低患者、医务
人员及公众的辐射暴露风险。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行政审批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说，《指南》的发布实施是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
诊疗管理工作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落实深化医改、增进民生
福祉的具体实践。同时，这也是河南省在放射诊
疗管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的又一重要成果。

下一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将在全省医疗卫
生机构推广实施该标准，通过建设前的指导服
务，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建成后的整改，确保各级
医疗机构在放射诊疗场所建设前知晓标准、建设
中执行标准、审批中遵守标准，进一步提升行政
许可事项的便民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同
时，积极推动《指南》上升为行业或国家标准，为
全国放射诊疗许可工作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河
南经验，贡献河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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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
玲 通讯员邢永田）近
日，《中华健康管理学
杂志》发布了《老年心
肺功能减退全流程健
康管理方案专家共识》
（以下简称《共识》）。
该《共识》由河南心血
管病中心（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华中分中心）、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郭智萍牵头制订，填
补了国内外在老年心
肺功能减退主动健康
全流程管理研究领域
的空白。

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
心肺功能减退问题日
益突出，成为威胁老年
人生命健康的重要问
题。老年心肺功能减
退主要表现为心血管
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整
体功能及储备能力下
降，常伴随身体耐力下
降、呼吸困难、心悸等
症状，不仅增加了心血
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
及多种癌症的患病风
险，还与全因死亡风险
密切相关。因此，早期
筛查、评估和干预老年
心肺功能减退，对于延
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2022 年 7 月，郭智
萍牵头的《老年心肺功
能减退及相关疾病流
行病学调查与健康全
流 程 管 理 研 究》获 批

“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
技应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经过近 3
年的实践研究，郭智萍组织全国 60 余名心肺领域
医学专家，在研究大量临床经验及研究数据的基
础上，起草并发布了该《共识》。

《共识》提出了 4 项核心原则：筛查与评估、健
康管理干预、定期随访和健康教育，旨在构建系
统化的老年心肺功能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共
识》详细阐述了“患者自我健康管理”“疾病风险
分层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管理”等 6 种健康
管理模式，涵盖了从患者自我管理到多学科团队
协作的多种方式，为老年心肺功能减退患者提供
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

全流程健康管理是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强调
对个体或群体的整体健康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全
面检测、评估、干预和连续跟踪服务。该模式覆
盖检前、检中和检后的全过程，通过早期预警、分
层管理和综合干预，延缓老年心肺功能减退的进
程，改善疾病预后。

《共识》的实施将通过健康筛查、健康评估、
健康干预、健康随访管理和健康教育五大环节，
推动老年心肺功能减退全程管理的规范化，促进
防控关口前移，最终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
老龄化社会负担。

《共识》的发布，不仅为老年心肺功能减退的
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还为医疗机
构、社区和家庭提供了系统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未来，随着全流程健康管理模式的推广和实施，
老年心肺功能减退的防控将更加规范化、精准
化，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显著提高。

开封开封：：深挖大宋中医药文化资源深挖大宋中医药文化资源
本报记者 刘 旸

近年来，开封市高度重视中
医药事业，深入挖掘大宋中医药
文化资源，积极推动中医药事业
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全力打造
健康产业新高地。

2024 年，开封市委提出实施
“一动一静一中医”战略，并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开封市人大常委
会通过《关于推动“一动一静一中
医”战略实施的决议》，全市上下
一盘棋，将中医药工作推到全新
高度。

开封市先后出台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十项措施、中医
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旅
游+休闲康养”工作方案，清晰发
展路径、明确发展措施、优化发展
环境，进一步完善全市中医药事
业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政策支持
机制。随即，开封市卫生健康、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
管、教育等部门分工协作，围绕中
医药事业发展同向发力，与 30 余
家企业及科研机构成功对接，开
展中医药文化“五进”活动 6000 余
次。

开封作为千年古都，中医药
文化底蕴深厚。成书于开封的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世界上
第一部国家药物制剂标准；宋太
宗亲笔作序的《太平圣惠方》是
我国医药学史上第一部病因、病
理、证候学专著。近年来，开封
市邀请全国中医名家，成立《宋
代医籍文库》编纂委员会，对宋
代中医药历史文脉和诊疗技术进
行系统梳理，计划于 2027 年年底
成稿。

同时，开封市将中医药文化
元 素 融 入 城 市 场 景 ，连 续 举 办

“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让
近百万名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
中医药特色疗法，了解宋代名医
名方和中药饮片，近距离感受大
宋中医药文化魅力。积极推动中
医药文化与现代生产生活相结
合，并将其作为推动健康城市建
设的重要举措，为市域内 63 所学
校（79 个 校 区）配 备 健 康 副 校
（园）长。

开封市还整合成立了开封市
中医药实验室，积极推动中医药
文化与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的
深度融合。构建中药制剂服务平
台，与种业实验室及河南鲍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建艾草产业研
究中心，与河南大学药学院、华润
三九（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鲁南制药（鲁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深入合作，开展多

项院内中药制剂向中药新药转化
的研究。结合宋代宫廷秘方与现
代科技，成功研发出补气健脾祛
湿粥、苏合香酒、大宋养生膏等大
健康产品；与河南工业大学携手
开发宋文化特色药食同源产品；
积极探索中医智能化诊疗设备的
研发，如针灸铜人 AI（人工智能）
大模型项目。携手多家企业建设
近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中药
材 GAP（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种植
基地，推广现代化中药繁育和饮

片制造，与河南越千年数智文旅
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中医药康养学
游体验项目；引资 3500 万元成立
河南宋都御药药业有限公司，专
注于中药饮片和大健康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满足日益增长的
市场需求。

接下来，开封市将继续挖掘、
传承、发展和利用好大宋中医药
文化资源，围绕养生保健、休闲旅
游等方面重点发力，全力打造健
康产业新高地。

→3 月 18 日，在洛阳市孟津区横水镇古
县村的戏曲舞台上，一场特别的“急救课堂”
成为台上台下瞩目的焦点。

当天，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东花坛院区 120 中心急救团队来到这
里，借戏曲舞台为戏迷、演员培训急救知识。

刘永胜 张随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