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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情感温度

因端午假期工作时间调整，本报 6 月
11 日（星期二）休刊 1 期，6 月 13 日（星期
四）正常出版。特此告知！祝广大读者节
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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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30日下午，河
南省医学科学院焦作基地揭
牌，标志着焦作市医学科学发
展进入了新层次、新阶段。

河南省医学科学院院长王
宁利，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冰共同为河南省医学科学院焦
作基地揭牌。

王宁利说，河南省医学科
学院焦作基地的成立，是河南
省医学科学院打造“1+3”基地
建设模式的重要一环，是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
健康河南、健康焦作的具体行
动，是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与焦
作市政府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必将有力助推焦作市乃至全省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造福人民群众。

河南省医学科学院焦作基
地以推动医学科学发展、促进
人民健康为总目标，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主线，本着优势互补、
共谋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共
同打造以政府为主导，集“医、
教、研、产、资”于一体的一流新
型研发机构和公共平台的专业
园区，提高焦作市卫生健康事
业水平和医学科技创新能力，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充分发
挥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在科技
创新、产业培育、人才供给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助力焦作基
地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焦作市副市长宗家桢说，
焦作市政府和河南省医学科学
院合作共建河南省医学科学院
焦作基地，对焦作市构建有特
色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新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焦作市将在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省医学
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全面推
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以最优
的政策和最好的服务建设好焦
作基地。希望河南省医学科学
院不断拓展与该市的合作空间
和领域，各有关高校、科研机
构、国资集团等单位发挥各自
资源优势，积极参与焦作基地
建设，共同创造更多优质成果，
支撑焦作市大健康产业提质升
级，为推进焦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健康
河南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揭牌仪式上，焦作市政府与河南省医学科
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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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七院完成我省首例
儿童肥厚型心肌病射频消融术

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讯员
汪俊杰）近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心内科团队成功为一名肥厚型
梗阻性心肌病患儿实施了河南省
首例儿童经皮室间隔心肌内射频
消融术。

阿山（化名）是“天使之旅——
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中筛查
出的新疆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
儿。心脏彩超检查结果显示，阿山

左室心尖已形成室壁瘤，在医学指
南中，属于猝死高危人群。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赵
育洁组织院内MDT（多学科诊疗），
并邀请西京医院刘丽文参与会诊。
经过详细讨论，会诊医生认为阿山
应该尽早手术，降低猝死风险。与
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后，该院心
内科团队决定为患儿行经皮室间隔
心肌内射频消融术。

为确保手术成功，团队为阿山
制作了心脏3D（三维）打印模型，并
根据室间隔肥厚的特点进行进针路
径以及手术区域的设置。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赵育洁
团队联手西京医院李静、胡睿实施
手术。手术团队反复在不同角度下
进行超声探查，最终找到适合的路
线，顺利避开室壁瘤进针。手术历
时90分钟顺利完成，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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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联合培养
孵化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孵化中医药高层次人才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张 超

在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与临
床医师培养协同机制、培养中医药
科研创新与临床医学高层次人才的
背景下，完善培养机制、改革培养模
式、创新培养方式，是中医药高层次
临床人才培养面临的新的发展要
求。“因此，充分利用全省市级三级
中医医院等基层医院的临床和科研
资源，加快培养出更多的为我省服
务的优秀临床医生，成为我们思考
并探索的课题。”河南中医药大学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蒋时红说。

近年来，河南中医药大学结合
河南省对高层次中医药专业人才培
养的需求，经过多方调研，在中医药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设中，聚
焦建设目标、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
具体举措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与实践。

医教紧密结合，中医思维
训练逐步规范化

高校与市级中医院是人才供需
的双方，两者高质量合作，能实现各
自的发展目标。自2015 年起，河南
中医药大学探索在中医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上与郑州市中医
院、濮阳市中医医院、驻马店市中医
院等6家中医医疗机构共建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创新培养中医药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
在郑州市中医院，研究生培养

中的中医思维训练课程深受学生们
的喜爱。作为较早开展中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基地，该
院开设了公开课程、学位专业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并以中医学实验教
学中心为主体，开设了模块实训课
程。

5月23日，正在郑州市中医院乳
腺外科轮转的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唐雪冰说，她
曾以为自己在外科的学习会被“西
化”，没想到既学到了西医的手术理
论知识，还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
掌握了不少中医康复知识，找到了
对中医的“归属感”。“科室里住的多
是乳腺疾病术后康复的女性患者。
在帮助她们康复的过程中，我真切
地观察到中医药发挥了快速补充元
气等积极作用，也习得了不少临床
用中医、中药的经验。”唐雪冰这样
总结自己近期的学习收获。

“我在急诊科、心血管病科轮转
时，看到带教老师用飞针为一位脑
卒中患者治疗，帮助患者短时间内
恢复肢体知觉。我很震撼，很想深
入学习这个技术。”同样在郑州市中
医院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学习的研究生翟思琦分享

道。
“联合培养基地对中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特别注重培
养研究生角色转换的意识，帮助他
们实现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换，
不断提升他们作为医生的责任意
识。”郑州市中医院规培教学中心主
任、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负责人杨
宁说。

随着医教双方的深度配合、融
合，郑州市中医院不断加强对中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中医思维训
练，建立中医医案解析、研究生学术
沙龙等多层次教学平台，引导研究
生们自主学习经典，夯实中医经典
功底；帮助研究生们系统学习临床
经验，搭建学术思维创新平台；提高
研究生们的学术能力，建立厚基础、
强实践、重创新的中医临床思维培
养体系。

优化资源配置，为中医临
床培养人才

临床经验较少、临床思维未形
成，是在校研究生们面临的共同问
题。于是，发挥师承模式优势、优化
资源配置、建立多学科融合的中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模
式，成为各基地不约而同的选择。

濮阳市中医医院对此也进行了

积极探索。该院搭建的联合培养基
地，十分注重院内中医临证跟师学习。

“我们将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与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工作、院内师带徒等各类中医药
人才培养工作有机结合，实行同部
署、同开展、同参与、同考核的有效
衔接。”濮阳市中医医院科教科科长
姜美娟说。

濮阳市中医医院实现了名导师
“一带多”的培养方式，激发中医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们的学习热情和
学术钻研精神，使他们能够迅速成
长为基层中医医疗机构急需的高层
次人才。

目前，濮阳市中医医院已有河
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8人，
均是从院内高级职称专家中选出
的，其中国家名老中医专家师承导
师 2 人、河南省名医 4 人，专业技术
带头人2人。他们共带教研究生32

人，其中已毕业 18 人、在读 14 人。
毕业的研究生中有9人留在了濮阳
市中医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并成为
院内的业务骨干。

在郑州市中医院的联合培养基
地建设过程中，强化师资队伍的建
设、注重多学科轮转也是其中的重
要环节。该院的研究生导师队伍还
与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们
建立了长期的科研、临床、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合作，并就研究生的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提升进行联合指导。

与同级医院相比，河南中医药
大学的6家联合培养基地医院在管
理机制、经费投入、师资力量、科研
设施设备及生活设施等方面有着一
定的优势，为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
条件，也为满足学生的临床、科研和
学习提供了可行性保障。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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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冯 金 灿
通讯员谢宗阳）“我们科室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3
个月来，已经签约 2000 多名
群众。”6 月 4 日，河南省医学
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河
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
任王留义在义诊现场说，“通
过省级三甲医院的示范引领，
我们希望更多的综合医院加
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为
当地群众提供质量更高的健
康服务。”

从 6 月 4 日起，河南省医
学会全科医学分会联合河南
省人民医院多学科专家深入
郑州多个社区，举办主题为

“全科进万家，守护你我他”的
名医名家“走基层·送健康”系
列公益活动，普及健康知识，
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

活动当天，来自河南省人
民医院全科医学科、脊柱脊髓
科、高血压科等科室的专家们
早早来到郑州市经五路30号
院，迅速搭起临时诊疗台，为
社区居民提供义诊咨询、用药
指导、科学就医指导等服务。

“根据检查结果，你需要
吃这4种药，并做好饮食和健
康管理，不需要做手术。”在义
诊现场，王留义仔细查看患者
王老先生的检查报告后，一边
为他开处方一边耐心地说。

在当天的义诊活动中，专
家们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讲

述病情，细致地为他们进行体格检查，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给出专业的诊疗建议，并免费为居民进行
健康筛查。

除了义诊服务，专家们还通过讲座、互动问答
等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健康知识，传授健康生活
方式和疾病预防方法，并向居民们详细介绍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意义和内容。专家们深入浅出的讲
解和生动的案例分享，让居民们受益匪浅。

健康过端午健康过端午
本报记者 常 娟 许冬冬 文/图

“色丝缠绕作香包，药膳
同源话养生”……6 月 6 日上
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3楼走
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一场
以“中医药为媒，端午节有约”
为主题的医养健康雅集文明
健康实践活动井然有序地进
行。医务人员化身“店老板”，
支起“文化健康摊”，干部职工
沉浸式做香囊、编彩绳、插艾
叶、饮养生茶，体验刮痧、针
灸、推拿等中医传统特色疗
法，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喜迎端
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走廊被
划分成7个不同区域，每个区
域包含不同的医养健康体验
项目。从入口进去，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药膳点心坊”，里面
的山药燕麦棒、黄精芝麻丸、
梨膏糖等中医药点心既精巧
又美味，吸引人们驻足品尝。

紧挨着“药膳点心坊”的
是“五彩绳坊”。在这里，志愿
者手把手演示五彩绳的编织
方法：“先将线绳对折，朝一个
方向搓拧，再对折……”大家
认真看着编织过程，不一会
儿，一条漂亮的五彩绳就编好
了。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
插艾。”每至端午节，家家户户
在门口插艾已成为传统习俗
之一。在“艾草坊”前，香味浓
郁的艾草、菖蒲等成束摆放，
吸引职工们排队领取。

“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
害”，佩戴香囊，既是民俗，也
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在

“古韵香囊坊”前，职工们排队
领取心仪的香囊袋子，依据个
人喜好抓取白芷、丁香、艾叶
等药物，放置于研磨碗中捣
碎，最后装进纱布中再放入香
袋里，一个漂亮的香囊就制作

好了。
“香囊芳香四溢，具有祛

湿化浊、醒脑开窍、驱虫避秽
等作用，戴在身上或挂在屋
里、车上都特别好看。”一位职
工道出了手工香囊受大家追
捧的原因。

这边香囊制作、编五彩
绳 等 手 工 活 动 区 域 人 流 如
织，那边中医诊疗、中医适宜
技术体验项目的人气也不遑
多让。

“这个刮痧真的很舒服，
在老师的治疗下我都快睡着
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主任护师、中国好护
士费景兰的中医传统特色疗
法刮痧技术获得体验者的好

评，随即吸引了更多人前来
体验。

“我的脖子有点儿不舒
服，往后仰的时候总会听到咯
咯吱吱的声响。”“我最近总感
觉腰疼、膝盖疼……”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
正骨推拿高级技师赵计轩，推
拿科主任张世卿，龙子湖院区
传统诊疗中心主任典迎彬等
展示的正骨、推拿、针灸等中
医传统特色疗法受到青睐。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主任医师、首届岐黄学者王
新志，国家区域中医（心血管）
诊疗中心主任王永霞也现场
义诊，辨证施治，为职工们开
出了一张张处方。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黄红霞来到活动现场，体验
了 五 彩 绳 制 作 、香 囊 制 作
等，并慰问了干部职工和志
愿者。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文明办主办，河南省
健 康 中 原 服 务 保 障 中 心 承
办，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协办。

干部职工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不仅
让大家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
氛围，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也让大家进一步
领略了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
涵 ，期 待 多 举 办 这 样 的 活
动。

在“古韵香囊坊”前，职工们依据个人喜好抓取白芷、丁香、艾叶等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