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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传真

王琦团队签约郑州市中医院
双方共建体质与睡眠管理协作平台

本报讯 （记 者 刘 旸
通讯员李 昕）12月11日，郑
州市中医院与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医大师王琦团队进行
合作签约，国医大师王琦体
质睡眠诊疗中心揭牌。同
时，该院正式成为体质与睡
眠管理协作平台共建单位。

王琦是国内体质医学与
中医治未病领域的权威专
家，在体质医学的教育与科
研工作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由中医体质分会、北京中医
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
病研究院共同发起的体质与
睡眠管理协作平台，旨在进

一步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加强共建单位之间的学术交
流、科研合作、临床实践，共
同研究制定体质睡眠相关的
中医药诊疗指南等，为解决
睡眠障碍提供切实可行的方
案。

此次签约后，郑州市中

医院将依托于北京中医药
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
病研究院中医体质学理论
和方法，与王琦团队合作共
建体质与睡眠管理协作平
台，共同推动体质与睡眠医
学发展。

双方共同努力，将中医

体质学理论应用于睡眠障碍
诊疗和管理的临床实践，充
分发挥双方在医疗、科研、成
果转化、教学与社会服务等
方面的优势，共同推动体质
与睡眠医学的发展，改善大
众睡眠健康水平，为世界睡
眠健康科学贡献中国智慧。

国医大师李振华塑像揭幕
本 报 讯 （记 者 丁 玲

通讯员李志刚）“岐黄仁术存
心中，今来古往有谁同？桃
李不言自成蹊，天下何人不
识公。”12月17日，在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首届
国医大师李振华塑像揭幕仪
式上，河南中医药大学校长
王耀献以诗追忆。

李振华是全国著名中医
学家、中医教育家，2009年被
评选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
李振华一生热爱和忠诚中医
药事业，心怀苍生，以大医精
诚之术、仁心仁术之德，为无
数患者解除病痛，在临床、教
学、科研、管理等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

和理念，开展了许多富有成
效的探索和实践。他首创

“脾宜健，肝宜疏，胃宜和”九
字要诀，著有《中医脾胃病
学》《常见病辨证治疗》等多
部传世之作，对学生倾囊相
授，薪火相传，培育出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的中医药人才，
使中医智慧火种得以绵延不

绝。
当日，佛山大学佛山中

科协同创新研究院专职副院
长、李振华学生、李振华塑像
捐资人谢海青，李振华家乡
代表，李振华亲属，学生、弟
子代表等以不同方式追忆李
振华。

李振华学生代表李富成

说：“李老从事中医临床、教
学、科研工作70余年，将自己
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药事
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我们要以李老为榜
样，踏着李老的足迹继续前
行，为振兴祖国医学而不懈
努力，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贡献河南中医智慧。”

患者正在扫描“书记二维码”

近日，在沁阳市中医院儿童康复科，医务人员正在通过网络直播方式讲解科普知识。据
悉，沁阳市中医院儿童康复科开设网络直播课，无论家长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能通过手机便
捷地参与科普课程。视频教学内容通俗易懂，家长在家中即可协助孩子开展康复训练，为后续
专业治疗奠定良好的基础。家长还能够通过直播的互动环节实时提出疑问，科室专业人员及
时解疑释惑，消除家长的焦虑与困惑，避免盲目就医或延误治疗时机。

王正勋 侯林峰 屈文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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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卫华：甘做骨伤科的“修补匠”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张随山

看他人不想看，嗅他人不想嗅，
听他人不想听，摸他人不想摸，治他
人不想治。多年来，每天来到医院，
就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东花坛院区骨与关节感
染二科主任医师冯卫华要面对的。

冯卫华说，面对伤痕累累的疤
痕组织、揪心的残肢、断肢、不同颜

色的分泌物，常人肯定无缘看，也不
愿看，但是作为医者，必须看；窦道、
坏死组织发出的腥臭味，常人肯定
无缘嗅，更不愿嗅；患者痛苦的呻吟
声、截肢患者的哭声，常人肯定无缘
听，更不愿听；明知保肢高风险、皮
瓣可能会坏死，一般医生都恐惧，担
心手术失败，害怕官司上身，大多不

敢做！
冯卫华身上有股难以撼动的执

着，来找他就诊的患者身上很少有
新鲜外伤，大多是在别的医院几进
几出的，他们把冯卫华当成了寄托
希望的“救命稻草”。正因为如此，
冯卫华该看的一定要看，不看怎么
知道患者是否具备手术条件；该嗅

的一定要嗅，不嗅咋知道病情的进
展状况；该摸（查体）一定要摸，不摸
咋知道皮温等变化；该治的一定要
治，不然还要医生做什么！该担的
责任一定得担，都想治头疼脑热、简
单的无移位骨折，风险极低，医学咋
进步？疑难杂症治不治？

“再难治，既然找到了我，就是对

洛阳正骨品牌、技术莫大的信任，我
和团队只能全力以赴，力争把疗效最
优化，把后遗症最小化！”冯卫华说。

冯卫华表示：“时下倡导工匠精
神，我向往大国工匠，但是路程遥
远，当下要做的是为疑难骨伤杂病
收拾残局，做好一位骨伤科的‘修补
匠’吧！”

“医院有了一站式服务真是太方便了，以前到医院看一
次病，由于不熟悉，来回折腾大半天才能办理完就诊手续！”
12月11日，在舞钢市中医院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67岁的
患者白某说。

走进舞钢市中医院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一股浓浓的
药香味扑鼻而来。大厅内提供的轮椅、雨伞、手机充电设
施、免费饮用水等多项便民设施。同时，医务人员还热情地
为患者解疑释惑。

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
让患者看病省心

舞钢市中医院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以“一处受理、一站
服务、一次办结”为目标，将门诊办、医保办、行风办、病案室
等部门的部分职能进行整合，并实现集中前移，在门诊大厅
统一为患者提供12类45项服务项目，解决患者就医过程中

“环节多、问询多、跑路多”的问题，方便群众，提升群众就医
的获得感及满意度。其中，12类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门诊服
务、导诊服务、咨询服务、会诊服务、自助机服务、证件办理
服务、医保服务、护理服务等。

网上病历复印 会诊转诊
让患者看病少跑腿

在舞钢市中医院，患者无须再为复印病历而往返奔波，
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申请病历复印，还可享受邮
寄到家的服务。同时，舞钢市中医院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河南省中医院、平顶山中医院、漯河市中医院等省市
级医院密切协作，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实现线上专家会
诊，并做好车辆、病区、床位等工作对接，协助患者办理医保
转诊手续，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推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让患者看病省钱

舞钢市中医院依托河南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对
检查检验结果进行线上互认，有效避免患者在不同医疗卫
生机构之间重复进行检查检验的情况，减轻患者的经济负
担和就医压力，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同时，医务人员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患者的检验结果
等信息，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中医日间病房
让患者看病随治随走

为方便患者就医，舞钢市中医院在康复科、脾胃病科、
儿科、妇科等临床科室设立中医日间病房，并把肩痹、腰痹、
骨痹、眩晕、中风、不寐、哮喘、小儿咳嗽等12个病种纳入中
医日间病房管理，实现“随治随走，医保报销”的诊疗模式。
截至目前，舞钢市中医院中医日间病房已接诊各类疾病患
者900余例。

互联网＋护理服务
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舞钢市中医院利用信息化手段将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
和家庭，实现患者在线预约、护士接单、服务评估、上门服务等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护理服务。该院通过“豫健护理到家”平台，
完善护理服务人员的信息采集和服务项目，提升护士的互联网操作技能和服务意
识。

舞钢市中医院推行诊间支付服务。就诊患者在诊室使用微信、支付宝、医保
电子凭证等方式支付医疗费用，患者无须再到收费窗口排队等候，可以直接在医
生诊室支付并前往下一诊疗环节。该院推行的病区结算服务，由护士在病区独立
完成患者出院结算、发票凭证打印、账目核对等工作，减少患者院内奔波。

据舞钢市中医院党支部书记蔡广贺介绍，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舞钢市中医
院在门诊楼、病房楼等服务窗口地方均设立张贴“书记二维码”，患者和家属可“零
距离”给医院主要负责人反馈就医过程中的“烦心事”。“书记二维码”由党支部书
记负责，第一时间知悉患者、家属及医务人员等诉求，迅速响应、协调解决。今年6
月以来，舞钢市中医院“书记二维码”平台已接收到各类建议、意见和表扬近150多
条。“书记二维码”是该院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服务效能、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的举措
之一，成了医患之间便捷沟通的“连心桥”。

蔡广贺说：“优化便民服务流程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医院各个部
门、每一位员工的共同努力。新时代、新征程，舞钢市中医院将持续树立以患者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让来院就诊患者感受到便捷、高效、温馨，细致入微的服务。”

南乐县韩张镇卫生院

三九灸暖了居民心

本报讯 （记者王明
杰 通讯员骆 观）12 月
15日上午，漯河市召陵区
中医院迎来了一群青春
活力的“中医小学徒”，来
自召陵区区直幼儿园的
20 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
下，怀揣着激动和期待的
心情，开展了一场别具一
格的中医药文化研学之
旅，沉浸式体验中医药文
化的独特魅力。

在活动现场，召陵区
中医院的胡晓敏医生带
领小朋友们先后参观了
古代名医雕像、百草堂中
药标本、古代中医药器皿
展示柜等特色区域。

“未见药身，先闻药

香”。中药房工作人员耐
心解答，让小朋友们切身
领略到了大自然的慷慨馈
赠，对中药材的特征及价
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召陵区中医院儿
科门诊，儿科的护理负责
人用贴近实际的例子、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
讲解了何为中医舌诊，并
通过互动方式，让小朋友
们学会了通过舌苔判断
身体健康状况，通过按摩
穴位预防疾病。

研学活动结束后，孩
子纷纷表示收获满满，家
长们特地送来锦旗表示
对召陵区中医院研学活
动的认可。

漯河市召陵区中医院

弘扬中医药文化

本报讯 （记 者 陈 述 明
通讯员李志超 张丹宇）随着
三九天的到来，南乐县韩张卫
生院积极开展三九灸活动，助
力群众养生保健，已有40多人
享受了首贴服务。

韩张卫生院中医馆设置
了中医理疗室，室内增设中医
理疗床 4 张，配备移动式烟雾
净化器，环境干净整洁、舒适
温馨，为群众创建了良好的就
医环境。三九期间是冬季补
阳的最佳时机，灸疗是不错的
选择，能够起到温阳补气、温

经散寒的作用，从而提高机体
的抗寒和抗病能力，提高人体
免疫能力。韩张镇卫生院为
方便群众就医，在中医馆开展
了三九灸理疗服务，针对不同
人群推出有针对性的治疗项
目。

据了解，医务人员从居民
的日常生活
习惯、入冬后
身体状况和
患病情况等，
详细询问和
综合评估分

析，为居民讲解三九灸的原理
和适应证。

医务人员根据居民个体
体质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穴
位贴敷，并提醒居民贴敷时间
不吃生冷、辛辣等刺激性食物
等注意事项，以及后续的贴敷
时间。

南阳市中医院

救治低体重早产儿
本报讯 （记者乔晓

娜 通讯员李 楠 贾小
丽）近日，南阳市中医院
与淅川县妇幼保健院通
力协作，成功救治低体重
早产儿。

南阳市中医院儿一科
（新生儿科）主治医师王圆
圆接到求助电话：淅川县
妇幼保健院一名刚出生的
低体重早产儿呼吸微弱，
发吭，口周及四肢末梢颜
色紫绀，病情危重，急需转
诊至上级医院。

病人的需要就是无
声的命令，王圆圆与护士
长魏姗立即带着急救装
备乘坐救护车赶往淅川
县妇幼保健院。儿一科
主任李金妞通过电话对
淅川县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科进行指导，商讨初步
救治方案。

南阳市中医院急救
团队接到患儿后，患儿呼
吸弱，发吭，口周及四肢
末梢颜色稍紫绀，有四肢
抖动症状，需要间断复苏
囊正压通气。患儿被转
入南阳市中医院新生儿
科，给予药物使用、氧气
吸入、强心、抗感染、肠外
营养、纠正贫血、肠道调
理，黄疸管理等对症支持
治疗。

在患儿住院期间，全
科医务人员精心护理。患
儿逐步闯过体温关、呼吸
关、感染关、黄疸关，喂养
关，顺利出院，家属为感谢
儿一科医务人员的全力救
治，特送锦旗一面！

三门峡市中医院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晓

娟 通讯员南文培）12月
16日，三门峡市中医院组
织全院医务人员开展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在活动现场，许多医
务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
间隙，纷纷来到献血点。
他们有序地进行登记、体

检、化验、采血等环节。有
的医务人员刚下夜班，不
顾身体的疲惫，毫不犹豫
地加入献血队伍。在队伍
中，有初次献血的“新面
孔”，也有多年献血的“旧
相识”。此次活动共有近
百名医务人员成功献血，
献血量达21400毫升。

《中原医学概论》首发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讯

员郭 豪 郭寅虎）12 月 16 日，
河南中医药大学举办了《中原医
学概论》新书发布会暨捐赠仪
式。“《中原医学概论》是新中国
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总结和介绍
中原地域中医学发展历史的通
史专著，汇聚了老中青三代 70
多人的智慧，是学校层面在中医
文献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值得祝贺。”该校校长王耀献说。

据介绍，《中原医学概论》由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许敬生、徐
江雁主编，全书60余万字，共十
二章，分别讲述了光辉灿烂的中
原古代文明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
文化；简论了诞生于中原的《黄帝
内经》《神农本草经》系列、《伤寒
杂病论》和《针灸甲乙经》及其对
后世的影响；对产生于中原的医
易文化、岐黄文化、饮食文化、食
疗文化、养生文化、酒的中医药文

化、伊尹发明中药汤剂等一系列
中医药文化做了探讨和分析；论
述了从上古至明清中原医学在各
个时期的贡献；介绍了河南药材
资源和药市；对中原针灸推拿的
特色及其贡献做了介绍；介绍了
河南中医药文化遗迹；介绍了河
南著名医家及著作，以及简介了
河南著名中医院及当代医家特色
诊疗技术、历史上河南的中医教
育和传承、河南中医药文化的对

外交流和传播和河南省中医药非
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王耀献和许敬生共同
为《中原医学概论》新书发布揭
幕；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
何明举代表学校接收了捐赠的
图书；王耀献向许敬生颁发了捐
赠证书。医史文献学科包括医
古文教育，对中医药文化传播与
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医基
础学科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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