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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首批优质中医学术流派名单公布
114家学术流派入选

本报讯 （记者丁 玲）2 月 27
日，河南省召开全省中医药强省建
设大会，会上发布了河南省首批优
质中医学术流派名单（请扫描二维
码查看详细名单）。

河南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祥
地。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在长

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
特学术思想或独到的临床诊疗技
艺、清晰的传承脉络和历史影响与
公认度的学术派别。

中医学术流派普查，是中医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重要内容
和有效措施。河南省中医流派资

源丰富，进一步加强发掘保护，研
究梳理各家流派的学术思想和临
床实践特点，推动流派间的交流融
合，培养学术与临床俱佳的中医药
特色人才队伍，既是中医传承创新
发展的当务之急，又是建设中医药
强省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意义重

大。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经过遴选，确定豫中中
医儿科学术流派等114家学术流派
为河南省首批优质中医学术流派、
丁樱等120人为河南省首批优质中
医学术流派代表性传承人。

本报讯（记者丁 玲）2月27
日，在全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
上，发布了 2023 年河南省道地药
材规范化生产基地名单。

道地药材规范化生产可以保
障道地药材的品质和疗效，促进
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河南省
高度重视道地药材种植对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
极推动提升道地药材种植生产的
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水平。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各地申报，
评定了30个道地药材规范化生产

基地，大力推广绿色、高质、高效
等规范化生产技术，带动全省中
药材产业健康发展。

2023 年，河南省道地药材规
范化生产基地分别是：新密市五
指岭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密
二花生产基地、兰考富源蚕业有
限公司瓜蒌生产基地、河南嵩胡
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柴胡生
产基地、汝阳县易成中药材种植
专业合作社丹参生产基地、洛阳
君山制药有限公司连翘生产基
地、叶县神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牛至生产基地、鲁山县小林农业
有限公司辛夷生产基地、安阳九
头仙艾业有限公司汤阴北艾生
产基地、辉县市共成种植专业合
作社连翘生产基地、封丘县携缘
合种植专业合作社金银花生产
基地、河南云台山中药科技有限
公司“四大怀药”生产基地、焦作
市太极庄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四
大怀药”生产基地、焦作市绿洲
怀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大怀
药”生产基地、禹州市中瑞农业
园林有限公司禹白芷生产基地、

卢氏县名杰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连翘生产基地、河南协盛
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丹参
生产基地、河南鑫浩农林科技
有限公司苍术生产基地、淅川
县福森中药材种植开发有限公
司金银花生产基地、仲景宛西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山茱萸生产
基地、河南华牧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牛至生产基地、河南省一
鸣中药材有限公司紫苏生产基
地、淮滨县振道种植专业合作
社芡实生产基地、信阳羚锐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颠茄草生产基
地、商城县君林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紫苏生产基地、鹿邑县美
灵农业有限公司蒲公英生产基
地、郸城县功明种植专业合作
社西红花生产基地、北京园禾
方园植物科技有限公司确山分
公司野菊花生产基地、河南天
弘绿源药业有限公司夏枯草生
产基地、新蔡县忠德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瓜蒌生产基地、河南
济世药业有限公司冬凌草生产
基地。

河南省道地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公布
30个基地被认定

第一批河南省道地药材目录公布
50种道地药材入选

本报讯（记者丁 玲）2 月 27
日，河南省召开全省中医药强省
建设大会，会上发布了第一批河
南省道地药材目录名单。

河南省是中药材种植和生产
大省，涌现出“南阳艾”“四大怀
药”“八大宛药”等道地药材品

牌。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统计，
全省有中药资源 3050 余种。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等 5 部门通过遴选评审，确
定了第一批品质佳、知名度高、文
化底蕴深厚的河南省道地药材目
录。

加强河南省道地药材的品牌
培育和生产管理，推进标准化、规
范化种植养殖，稳步提升中药材
质量，引导全行业保护好、利用
好、推广好豫产道地药材，对促进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建设中医药
强省、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第一批河南省道地药材有：

艾叶、山药、怀地黄、连翘、金银
花、牛至、丹参、夏枯草、杜仲、山
茱萸、菊花、怀牛膝、白术、柴胡、
板蓝根、禹白芷、桔梗、白芍、黄
芩、苍术、何首乌、黄精、红花、冬

凌草、西红花、半夏、酸枣仁、辛
夷、山楂、白及、石斛、益母草、瓜
蒌、皂角刺、猫爪草、百蕊草、白花
蛇舌草、野菊花、徐长卿、元胡、大
枣、淫羊藿、黑芝麻、天麻、猪苓、
茯苓、鹅不食草、蝉蜕、全蝎、禹余
粮50种。

本报讯（记者刘 旸）2
月27日，首届仲景药膳文化
论坛及药膳大赛于第十六
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期间
在南阳举办，旨在搭建一个
药膳全产业链学习平台、一
个药膳全产业链资源对接
平台、一个药膳全产业链品
牌推广平台。本次论坛及
大赛吸引药膳相关行业组
织、全国药膳从业者近 200
人参加，23家药膳相关企业
参展。

药膳是在中医理论指
导下，将中药（食药物质）、
食物进行单独烹饪或者合
理配伍，采用传统或者现代
工艺技术加工制作而成的，
具有独特的色、香、味、形、
效，且有养生保健、防病治
病等作用的特殊膳食。

本次论坛及大赛由南
阳市中医药学会、中国药膳
研究会产品开发专业委员
会联合主办，以“传承中医
药文化精髓，挖掘仲景药膳
思想，促进药膳创新发展”
为主题，设置了以《发展药
膳事业产业 助力建设健康
中国》《药食同源及健康产
业守正创新研发方向》《药
膳的核心价值与传承》等为
主题的演讲环节。参会代
表们就药膳产业的发展趋
势、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
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在药膳大赛环节，参赛
选手们通过现场制作、讲解

等环节，展示了各自烹饪药
膳的技艺和创意。来自全
国各省份的56位“中国烹饪
大师”对药膳作品进行了现
场评选。最终，大赛设置的
药膳文化奖、药膳创意奖、
药膳传承奖、时尚药膳设计
奖、素食药膳奖、清真药膳
奖、国宴药膳传承奖、仲景
药膳奖，以及优秀药膳热菜
制作人、优秀药膳冷菜制作
人、优秀药膳食点制作人、
优秀药膳讲解员、优秀创作
人奖等奖项纷纷揭晓。

中国药膳研究会会长
蒋健在论坛开幕式上说，
医学典籍提到的“空腹食
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
物”诠释了药膳“养生防病
与治疗”的重要价值。多
年来，中国药膳研究会致
力于正确解读药膳，提高
其社会认知度；致力于帮
助 道 地 中 药 材 、食 材 、食
品、新食材等相关企业更
好地融合发展，为各相关
机构在“产、学、研、用”方
面创造更大价值。

“南阳是仲景文化的发
源地，拥有很多道地药材。
把仲景药膳文化论坛及药
膳大赛设在南阳，意在让药
膳文化从临床研究走向百
姓餐桌，把仲景药膳品牌从
南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药膳研究会产品开发
专业委员会主任胡贺峰进
一步介绍。

首届仲景药膳文化论坛及药膳大赛在南阳举办

搭建药膳全产业链平台

“好闺女！真是太感激你
了！是你，救我们家老头子的命
啊……”2月21日，冒着大雪艰难
到达医院的李老太太，握着洛阳
市偃师人民医院大外科东区护
士王沫利的手说。

事情还要从前一天的那场
大雪说起。2月20日13时，由于
下雪，路面结冰打滑，王沫利骑
着三轮车提前出发去上班。她
行驶至粤海国际酒店附近时发
现，有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站在
风雪中左右张望。热心的王沫
利上前询问得知，李老太太的老
伴儿突发心绞痛，服用速效救心
丸后无效。由于儿女均在外地，
李老太太和老伴儿准备打车去
医院，可是久久打不到车。

王 沫 利 立 即 帮 老 人 拨 打
120。由于天气原因，救护车不
能及时到达。考虑到患者情况，
救人心切的王沫利决定将两位
老人扶至自己的三轮车上，把三
轮车当作临时“救护车”送老人
去医院。

途中，走到没有积雪的地
方，王沫利就骑一会儿；有积雪
的地方，王沫利害怕车轮打滑，
就下车推行，最终将两位老人送
至洛阳市偃师人民医院急诊科。

到医院后，王沫利并未立
即离开，又跑上跑下为老人办理
相关手续。直至李老太太和老
伴儿安顿下来后，王沫利才离
开。

“当时天气特别冷、路面特
别滑，两位老人特别无助。作为
医务人员，我必须上前查看情
况。”描述起当时的情况，王沫利
眼中透露着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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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亮点

本报讯 （记者张 琦）
“街道更干净了，马路更宽敞
了，小区的基础设施更完善
了，生活越来越方便了。”针
对叶县为创建国家卫生县所
做的工作，叶县城区居民刘
军赞不绝口。

记者了解到，叶县坚持
把巩固省级卫生县城创建成
果、创建国家卫生县工作纳
入县委、县政府年度目标考
核，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政
委、县长任指挥长、县委副书
记任常务副指挥长、其他班
子成员任副指挥长的城乡创
建工作指挥部，出台了《叶县
爱国卫生管理办法》《叶县病
媒生物防制管理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下发了《叶县创建
国家卫生县工作实施方案》

《叶县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实施方案》等文件，实行

“424”工作法（厘清“四个清
单”：创建任务清单，创建责
任清单，创建推进清单，创建
督导清单；建好“两个保障机
制”：抓创建工作机制，严管
重罚的奖惩工作机制；卫生
城市创建推行“四化建设”：
工作标准化，任务清单化，责
任网格化，提升景观化），并
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县的新要
求，对城区街道、路段、城乡
接合部等，实行周检查、周通
报、月总结、发放“红黑旗”等
督导检查制度。

按照基础设施完善、功
能分区明确、货架摆放整齐
的总体要求，叶县以公厕改
造、完善环卫设施、整治肉禽
鱼宰杀环境和小食品店卫生
为重点，对城区聚鑫源市场、
车站路市场和九龙农贸市场
进行规划，以规范管理、改造
升级为工作步骤，分期分批
进行改造。

针对老旧小区数量多，
且普遍存在垃圾杂物乱堆乱
放、乱贴小广告等问题，叶县
启动城市创建志愿服务进老
旧小区活动，按照权属原则、
就近原则及单位人员情况，
重点对城区 3 个办事处 209
个老旧小区进行分包治理。
通过开展楼道清理大会战、
小广告清理大会战等活动，
老旧小区变得干净整洁，居

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针对破厂陋院环境卫生

脏乱差的问题，叶县以整脏
治乱除隐患为重点，坚持县
级领导分包、责任单位落实、
街道协助配合，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的权属原则、属地配
合原则，因地制宜、一院一
策，开展破厂陋院专项整治
行动。

全县 35 条主次干道全
部由县级领导分包，100 多
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分
段分包。每周五为全民洗城
日，广大干部职工走上街头
对公共设施、沿街门窗等进
行擦洗。

叶县积极探索精细化管
理的有效方法，扎实掌握城
市治理的“微操技术”，坚持

“精治、共治、法治”多措并
举，“众管、智管、细管”一体
推进。叶县常态化开展“空
中治理”专项行动，累计整理
线路3.5万米；积极推进小广
告治理专项行动，对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采取
原底色覆盖、粉新的方式全
面清理清除小广告；围挡拆
除（提升）149 处；开展“棘
手”问题专班整治行动，对任
店沟黑臭水体、叶公古街市
容混乱等问题进行治理；开
展饮用水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规范直饮水健康管理，筑
牢群众饮用水安全防线；开
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项行
动，深入开展孳生地调查，制
订分类处理措施，加大经费
投入力度，增加消杀频次，确
保达到国家卫生县标准；开
展沿街单位（庭院）“拆墙透
绿”行动，因地制宜实施“拆
墙透绿”；创新“四码一标”监
管模式，开展食品经营单位
风险分级评定，食品经营风
险分级管理率达91.63%。

“叶县的角角落落都有
创建人的身影和足迹，他们
的一铁锨、一扫帚都能切实
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如今，在叶县这片土地
上，城市更宜居，乡村更和
美，人们也越来越有底气，干
劲儿也越来越足。”叶县城乡
创建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郭中贤说。

叶县：让城市既有
“面子”又有“里子”

↑2月27日上午，“中国烹饪大师”对参赛的药膳
作品进行现场评选。 刘 旸/摄

（上接第1版）

着眼辐射带动作用
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西安交大二附院洛阳万安院
区2023年持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投资4600余万元购置呼吸相关专
业设备、升级改造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重症监护室。目前，该院已开
展新技术 40 余项，其中 15 项技术
填补了豫西地区空白。2023 年上

半年，西安交大二附院洛阳万安院
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人次、
住院人次较2022年同期分别增长
48.9%和20.5%，呼吸相关学科整体
呈现“收治率上升、外转率下降”的
态势。

下一步，该院将在推进医防融
合、病原学精准诊断、呼吸道传染
病诊治等方面持续发力，打造豫
西地区高水平公共卫生中心；建
设以肝肾移植、干细胞移植等先

进诊疗技术为核心的高端医疗、
特需医疗中心；建立以老年康养、
肿瘤康复、疼痛控制、安宁疗护为
中心的山墅花园式高品质康复病
区。

此外，西安交大二附院洛阳万
安院区还拓展多种途径开展联合
学术交流，举办“西安—洛阳呼吸
重症论坛”，与西安交大二附院联
合开展疑难病例讨论25场、会诊疑
难病例128人次；持续推进优质资

源扩容，先后与济源市、洛阳市栾
川县、洛阳市孟津区医疗机构签署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医联体合
作协议》，开展国家呼吸区域医疗
中心专家基层行活动，推进“大病
不出省”。

李金乐在全省卫生健康工作
会议上交流发言时说：“洛阳市将
持续推动呼吸、胸外、中医（脑病）
等多学科提质增效，建设名院、名
科、名团队。现阶段，洛阳充分发

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作
用，已经实现相关学科收治外地患
者数量较以往明显提升的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东直
门医院洛阳医院外地患者数量同
比增长 41.2%，西安交大二附院洛
阳医院外地患者数量同比增长
10.45%。与2022年相比，洛阳市中
医（脑病）相关学科和呼吸相关学
科外转患者数量同比下降 38.46%
和47.1%。

←参赛作品。 刘 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