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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药科普人才
项目培养对象名单公布

在全民健康意识日益提升的
当下，国家“体重管理三年计划”的
推进，让减重话题持续升温。然
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减重方法，许
多人陷入选择困境。

开封市中医院内分泌科专家
指出，健康减重需要摒弃“捷径思
维”，通过多学科协同的“组合拳”
模式，实现全周期、个性化的体重
管理。

精准评估：
定制化减重方案的“导航仪”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减重前的精准评估是科学减重的
第一步。开封市中医院通过人体
成分分析，精准解析脂肪、肌肉、水
分的分布比例，特别是针对内脏脂
肪的深度检测，为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等健康风险预警提供关键数

据。同时，结合抽血化验获取的代
谢状态、激素水平等指标，由专业
医师团队综合个体的身体状况、生
活习惯，量身定制减重方案，确保

“一人一方”的科学性。
科学饮食：

告别极端节食的可持续之道
“减重不是不吃，而是会吃。”

针对“节食减重”的认知误区，营
养师强调，需要结合地域饮食特
点与个体生活习惯，构建可持续
的饮食模式。通过增加蔬菜等低
热量高营养食物的摄入量、减少
高脂高糖食品的摄入量，在控制
总热量的基础上实现营养均衡。
例如，为上班族设计的“三餐能量
分配方案”，既满足饱腹感又避免
营养不良，让减重过程更具可持
续性。

运动重塑：
“健康习惯”的认知升级
“运动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单

纯消耗热量 ，而是重塑身体机
能。”运动治疗师指出，有氧运动
制造能量缺口的同时，抗阻训练
可增加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
从根本上改善体质。针对不同体
型人群设计的“全身+局部”运动
方案，不仅助力减重，更通过紧致
皮肤线条提升体态美感。临床数
据显示，坚持科学运动的减重人
群，半年内体重反弹率较单纯节
食者降低47%。

心理疏导：
打破减重“情绪枷锁”的关键一环

肥胖引发的自卑、焦虑等心理
问题，往往成为减重路上的“隐形
障碍”。心理治疗师利用认知行为

疗法，帮助患者重建健康自我认
知，缓解“情绪性进食”等恶性循
环。典型案例显示，接受8周心理
疏导的患者 ，减重依从性提升
62%，睡眠质量改善率达58%，形成

“心理减负、行为积极”的正向循
环。

中医智慧：
辨证施治破解肥胖“体质密码”

针对“食欲旺盛”“喝凉水都
胖”等不同肥胖类型，开封市中医
院中医团队发挥辨证施治优势：胃
热炽盛型，以清热泻火中药调节食
欲；脾胃气虚型，以健脾祛湿方剂
提升代谢；肝郁气滞型，则通过疏
肝理气疗法破解“压力性肥胖”。
同时，中药联合针灸、按摩等外治
疗法，在减重的同时调理全身机
能，减少西药可能带来的胃肠道反

应等副作用，体现“治未病”与减重
协同的中医药特色。

理性看待穴位埋线：
辅助减重的“科学搭档”
针对近年流行的穴位埋线疗

法，通过刺激脾胃经等相关穴位健
脾祛湿，调节内分泌与代谢功能。
穴位埋线疗法需要与合理饮食、适
度运动综合起效。临床实践中，
选取腹部脾胃经，下肢足三里穴、
丰隆穴等穴位的埋线方案，配合
生活方式干预，可使减重效率提
升15%~20%，但并非的万能方法。

在开封市中医院体重管理门
诊，“测量评估、饮食调控、运动干
预、心理疏导、中医调理”的六维协
同模式，正为超重人群开启科学减
重新路径。只有摒弃速成心态，才
能实现健康与体型的双重改善。

本报讯 （记 者刘 旸 通 讯 员 陈
艳）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通知，确
定袁海丽等30人为中医药科普青年人才
项目培养对象，李淑荣等 10 人为中医药
科普优秀人才项目培养对象，并公布相
关名单。

此次公布的培养对象，已依据《关于

开展河南省中医药科普人才遴选工作的
通知》要求，完成了个人申报、遴选推荐、
审核公示等程序。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项目承
担单位要组织培训对象完善《河南省中
医药科普人才项目任务书》等相关内容；
围绕中医药科普人才项目目标任务，完

善管理机制和工作方案，加强科普人才
培养，注重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提升，引
导开展文化传播和科普服务，支持好科
普产品创作；充分利用网络化、智能化、
数字化等方式，广泛传播中医药文化理
念和健康养生知识，提升群众的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

建好中医馆 让群众更方便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 倩 程小可 王俊晓

去年10月，叶县廉村镇卫生
院加大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就医
环境，引进专业设备，开展多项
中医药适宜技术，满足患者的医
疗需求。目前，该院科室齐全、
业务全面、技术独特，为患者提
供了“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
务，其优美的环境和优质的医疗
服务赢得了患者的信任。

在叶县廉村镇卫生院中医
馆，理疗室、熏蒸室、治疗室、艾
灸室等业务科室，以及走廊内

围满了就诊的患者，医生为患
者做拔罐、针灸、推拿等治疗项
目。“我得了肩周炎，胳膊抬不
起来，穿不成衣服，疼得厉害。
昨天我治疗一次后，疼痛缓解
不 少 ，这 里 的 技 术 让 我 很 放
心。”72岁的杜某说。3个月前，
杜某的左肩膀疼得厉害，导致
左侧胳膊抬不起来，干不成农
活，穿衣服都需要别人帮忙。
于是，杜某四处求医，利用各种
方法治疗后均没有效果。后

来，杜某听说邻居的腰疼在廉
村镇卫生院得到了很好的治
疗，便慕名来到该院找到了中
医馆主任姜宏涛。姜宏涛经过
检查，认为杜某是肩周炎导致
的疼痛，采用熏蒸、理疗、针灸
等进行治疗，并让患者口服消
炎药止疼。杜某经过一次治疗
后，疼痛症状明显缓解，胳膊能
抬高了一些。“我们村里有不少
患病的老年人，我这次出院后，
一定回去告诉他们来这里看
病，咱们家门口都有好医生。”
杜某说。

“廉村镇卫生院的领导非常
重视中医馆建设，把门诊楼改造
升级为中医馆，就诊条件、治疗
设备和中医药适宜技术均得到
提升，尤其是针灸、牵引、中药溻
渍等传统中医药疗法，结合小针
刀松解术、活血止痛药物治疗疼
痛性疾病，吸引了很多患者。”姜
宏涛说。10天前，该镇台李村村
民李某在外地打工时，腰部突然
疼痛不止，干不了活，走不成
路。李某第一时间返回家乡，在
爱人搀扶下，来到该院中医馆进
行治疗。经过姜宏涛诊断，李某
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神经
导致的坐骨神经痛，通过针灸、

中频、牵引、复位、熏蒸等疗法保
守治疗，结合小针刀松解并口服
活血止痛药物，李某的疼痛症状
明显缓解，已行走自如。“我之所
以返乡治疗疾病，是因为我相信
家乡的医疗技术，而且家人照顾
起来也方便，这里的环境和服务
都很好，一点儿也不比外面差。”
李某说。

在谈起廉村镇卫生院的中
医药工作时，该院院长张建华
说：“我们卫生院过去中医药人
才缺乏，技术落后，房屋紧缺，
病人流失严重。为改变这一现
状，去年10月，我们把门诊楼改
造升级成中医馆，从原有的两
间房屋扩展到现在的上下三层
楼，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目
前，中医馆主要开展颈肩腰腿
痛治疗，治疗设备有熏蒸床、艾
灸仪、理疗仪、牵引床、中频治

疗仪等。为了提高医疗服务能
力，近年来，我们又分批派出专
业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对团
队成员进行持续的专业培训，
包括疼痛评估、非药物治疗、药
物治疗、微创治疗等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同时，我们邀请上
级医院专家来院坐诊、带教、查
房，提高团队人员的中医药服
务能力。”

为了让更多群众了解廉村
镇卫生院开展的中医药技术项
目，该院抽调医务人员走村入
户，并以“地毯式”的上门服务
进行宣传，让群众了解中医、使
用中医。截至目前，通过改善
就医环境、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以及多种形式的宣传，该院赢
得了群众的信赖和好评，真正
实现了患者不出乡镇就能得到
较好的医疗服务。

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做治疗

←5月16日晚上，在三门峡市湖滨广场上，市民正在辨识中
药材、了解药性。由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主办的“虢医健康行”中
医药文化宣传活动在市区新文化宫、虢国公园、湖滨广场等地同
步开启，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式科普、面对面服务，努力让中医
药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健康守护。

朱晓娟 李东强/摄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
赵文博）5 月 15 日，由周口市中医院
主办的中医药夜市在该市人民公园

“开市”，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中
医药文化的魅力。此次活动吸引了
大量市民前来“打卡”，沉浸式体验
中医药文化。

活动当晚，来自周口市中医院
的知名中医药专家坐镇义诊区，为
市民提供把脉问诊、健康咨询等服
务。专家们的诊疗技术，让现场群
众连连称赞。

在中医药文化展示区，精心布
置的中药材标本、古籍展示和图文
解说，生动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深
厚底蕴。市民们在中医药特色疗法
体验区排起了长队，体验了针灸、推
拿等中医传统疗法，切身感受中医

“简、便、验、廉”的独特魅力。
中药材展示区备受市民关注，

各种常见的中药材标本有序陈列，
专业人员现场讲解它们的功效与鉴
别方法。许多市民围在展示台前，
认真聆听讲解，不时提出问题。

体质辨识区域同样排起了长
队。专业人员借助中医体质辨识工
具，帮助市民准确判断自己的体质
类型（如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
等），并根据不同体质，从饮食、运
动、起居等方面给出详细的养生建
议。

在中医药夜市上，中医师们的
八段锦表演，尽显中医药文化的含
蓄与雅致。小朋友们也被吸引，纷
纷有模有样地跟着练习。他们动作
虽显稚嫩，却学得格外认真：有的踮
起脚尖模仿“两手托天理三焦”，有
的皱着眉头比画“摇头摆尾去心
火”，小脸上满是对传统养生术的好
奇。这一场景恰好呼应了中医药夜
市“全民参与”的理念，当古老的养
生功法遇上天真的儿童，传统中医
药文化便在趣味互动中播下了传承
的种子。

在活动现场，周口市中医院党
委书记史卫东说，周口市中医院作
为市域最大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有义务传播中医药文化，有义务让
广大老百姓享受优质的中医药服
务。

周口市中医院院长毛国璋说，
中医药夜市是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

百姓生活的创新实践。周口市中医院始终坚守大医精诚
的核心理念，通过专家义诊、特色疗法体验，中药材互鉴等
形式，让中医药从诊室走向夜市，让中医药服务触手可
及。中医药夜市不仅是“望、闻、问、切”的诊疗场所，更是
文化认同的孵化器。未来，周口市中医院将坚持守正创
新，传承发展中医药，让更多群众受益。

据悉，周口市中医院举办的此次中医药夜市活动为期
3 天，利用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形式，让传统中医药文化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让更多人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
值。

太行巍巍迎佳客，百泉潺
潺润药香。行走在百泉药交会
展区，“科技范儿”与“烟火气”
交织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新
乡正以创新之笔，书写着中医
药传承发展的时代答卷。

六百载药香绵延，九万里
商贾云集。5月18日，2025年百
泉药交会在新乡国际会议中心
开幕。展销会现场中医药文化
与现代科技、消费场景的深度
融合，勾勒出一幅“老字号焕
新，新赛道崛起”的产业振兴画
卷。

步入药交会主会场，辉县展
馆“共工故里醉美辉县”以竹编
格栅与水墨长卷为背景，1017种
中药材标本在智能光影中舒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
场演示的“古法山楂丸制作”引
得众人驻足观看。辉县道地山
楂经竹板碾压、九蒸九晒后，被
精准切割成9克重的药丸，其总
黄酮含量较普通山楂高出30%，
印证着“世界山楂看中国，中国
山楂看辉县”的盛名。

除了传统工艺生产的丸剂
产品外，一款中药口服液产品，
也引起了关注。“这个配方来源
于《本草纲目》，我们利用现代
工艺进行改良，制成了口服液

剂型，在本次药交会上深受客
户的青睐。”工作人员说。

中医药文化亦以年轻化姿
态破圈。在“药食同源”茶饮摊
位前，百泉茯语、太行润雪等饮
品将茯苓、金银花与现磨茉莉
花茶调配，深受大家喜爱。

中医药正深度融入大健康
生态。将传统养生智慧融入现
代健康食品研发，通过红花苗
手工水饺、黑猪肉大馄饨等系
列食养产品，构建“种植、加工、
食养”中医药全产业链生态，实
现“药食同源”从典籍到餐桌的
现代转化。

获嘉县中医院推出的“五
行膳食馒头”，为市民献上了一
场“可看、可学、可体验、可带
走”的中医药文化盛宴。它通
过五色食材对应五脏，达到调
理身体的目地。

春暖花开到百泉，不到百
泉药不全。从 600 多年药交会
的历史烟云中走来，新乡正以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
姿态，推动中医药产业向科技
化、年轻化、全域化跃升。当千
年药香邂逅数字浪潮，当“治未
病”理念融入现代生活，这场盛
会是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的生
动实践。

科学减重“组合拳”解锁健康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翟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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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刘
超）5 月 21 日，记者从南阳市中医药管
理局获悉，为做好南阳市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南阳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南阳市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

南阳将以仲景文化为引领，围绕打
造“两地一都”（全球中医文化圣地、全
国中医高地、全国中医药名都）和建设
全省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结合

“1366”行动计划，创新中医药健康服务
等一系列举措，为推进中医药振兴发
展、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根据该方案，到 2028 年，国家中
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建成并通过验
收，南阳市中医院新院区投入运行；织
密服务网，构建市、县、乡、村优质高效
中医药服务体系；新建国医大师、全国
名中医工作站3个~5个，建成中医专科
专病联盟10个，国家、省、市、县级中医
优势专科（骨干专科）50个，村卫生室中
医药服务全覆盖，“中医阁”数量不断增
加，南阳中医医疗水平达到全国地市级
前列。

同时，南阳还将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仲景书院办班达到5期，培养仲景经方高层次人才累计500人；持
续打造仲景品牌，办好“一节一坛”；每年市、县举办中医药文化夜
市不低于500场。南阳将积极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融入“一带一
路”，计划建设张仲景经方阁海外分中心20个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