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叶荔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光荣榜

龚志国，男，信阳市明港钢厂职工。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他累
计献血

23

次、

9400

毫升，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1

次、银
奖

1

次。 通讯员刘荣蕾摄

陈宁，门诊手术室主管护师。

1995

年
毕业分配至信阳市中心医院从事手术室
护理工作，

20

年来，恪守“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 坚持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
优质服务。手术室工作的特殊性，注定了
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无论是白天还是
黑夜，双休日还是节假日，一旦电话铃声
响起， 陈宁总是无怨无悔地奔向自己的
工作岗位，全力保障和配合好每台手术，

使患者安全度过手术期， 用一份份辛劳
去感受呵护生命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
一日，陈宁在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默
默奉献，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生命的敬
畏和对职业的忠诚！

陈宁
门诊手术室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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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无损健康 只需小小勇气

从血量上看，正常成人总血量
约占体重的

8%

左右， 大约
4000

毫
升至

5000

毫升， 一次献血
200

毫升
至

400

毫升不足全部血量的
10%

。

科学测定，健康人一次失血
10%

以
下极少引起不良症状。无数献血者
实践证明，健康人适量献血不会影
响健康。

从血循环上看，人体约有
20%

的血液存于肝、脾等器官内，偶有
失血，这些储存的血液，会迅速补
充血容量， 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不会影响正常的血循环和血压。

从新陈代谢上看，同任何生物
一样， 人的血液是不断新陈代谢
的。 一般每

4

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
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
陈代谢，增加新生细胞，有利于身
体健康。 （刘荣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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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医疗服务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信阳市卫计委信阳日报社

提高质量 保障安全

商城县开展处方点评促进合理用药
本报讯（曹可成）为促进基本

药物合理应用，规范县级公立医院
与乡镇卫生院医生处方行为，提高
处方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今年以
来，商城县卫生计生委扎实开展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处方点评工作。

该县卫计委抽调县乡医院药
学、医学等业务骨干，成立了处方
点评工作专家组，每季度对县内医
院开展处方抽查点评。基层医疗机
构设立药事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单
位、辖区村卫生室、诊所处方点评
及其他药事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医生处方行为，

该县卫计委要求各医疗机构开展
自评，每季度医院处方点评工作小

组在本院、本辖区抽取处方
100

张、

病历
30

份，对照标准进行点评，自
查问题。同时，开展县级点评，从处
方点评工作专家组中随机抽调人
员组成工作组，对全县医院进行抽
查，按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处方
点评工作表》，对门诊、急诊处方及
病历用药医嘱，实施综合点评，查
找问题，并实行点评人签名制度。

对抽查结果进行通报，严格奖惩并
督促整改。 对不合格处方进行通
报，排出名次，点评药事管理、处方
管理和临床用药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促进合理用药，

达到落实基本药物制度、惠民利民
的目的。

杏林春暖，大爱精诚。在市
中医院，不乏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的医生， 也处处可见细心亲
切、服务精良的护理人员。市中
医院骨科就是这样一个优秀团
队，他们始终秉承救死扶伤的医
者仁心，时刻牢记“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以病
人为中心，以服务树信誉，赢得
患者、家属及同行的广泛好评。

7

月
30

日， 患者王某及家属

将一面印有“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的锦旗送到该院骨科陈军医
生的手里，以感谢住院期间骨科
医生和护理人员对其无微不至
的关怀。据悉，王阿姨半月前在
北京因外伤致左小腿内侧皮肤
软组织挫裂，伤口出血、疼痛不
适， 被送往当地医院给予伤口
清创缝合包扎及药物等治疗，

一周后回信阳当地小医院门诊
输液、换药，后发现伤口逐渐红
肿，有分泌物，拆线后崩裂，伤口
周围皮肤发黑、坏死。此时，王某

的儿子想起了市中医院的陈军
医生，作为老患者，他对陈军医
生的技术十分信任。王阿姨入院
后，陈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
式对其伤口进行清创、 缝合包
扎、中药清热解毒等处理。由于
天气炎热，伤口容易感染，陈医
生定时为王阿姨换药，护理人员
还陪王阿姨聊天，给她送上骨科
特制的中药解暑茶，为她和家人
送去清凉。伤愈出院后，满怀感
激的王阿姨带着锦旗来到市中
医院骨科，以表谢意。

市肿瘤医院为患者提供

“一站式联合会诊服务”

本报讯（朱德军）如今，到市肿
瘤医院就诊的患者，均能得到该院
各学科专家共同会诊后为其量身
订制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近年来，

市肿瘤医院推行“一站式联合会诊
服务”， 积极探索多学科联合诊疗
体系，改变过去单学科、简单化、程
序化治疗方式。

病人入院后经医生进行初步
检查诊断后，提出会诊意见，医院每
周对全院新入院的肿瘤病人进行联
合会诊。 各临床科室针对疾病提出
本专业的建议和见解， 各专业专家
针对病人的不同情况发表诊断意

见，提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通过联
合会诊，病人会进一步了解自己的
病情，知道是否需要手术、放疗、化
疗、微创治疗或需要联合治疗。

“一站式联合会诊服务” 已成
为该院创新管理的“得意之作”。通
过联合会诊这个平台，各专业的专
家们，围绕疾病展开探讨，取长补
短，进一步明确病人的病情。多学
科的联合治疗，不仅能够实现科学
检查、正确诊断，系统、规范、适时、

适度治疗，还能使患者获得更好的
诊疗效果，降低医疗费用，得到更
大的实惠。

为固始县人民医院护士点赞

“李颖，快看！”

7

月
28

日下午
5

点左右，固始县人民医院内二科护
士李颖、姜曼下班途经固始县陈元
光广场时，发现一位环卫工人晕倒
在马路边上。

“是不是中暑了？”骑着电瓶车
的李颖和姜曼立即下车，快步走向
马路边的环卫工人。 只见这名环
卫工人眼睛紧闭， 只身一人斜躺
在滚烫的地上抽搐。 李颖见状赶
紧俯下身，一摸老人的额头，烫得
吓人。 两人立即俯在老人身边展
开救护，给老人喂水、掐人中、用
湿毛巾擦拭……这时有许多路过
的好心人纷纷停下来帮助她们。正

在附近执勤的警察也赶到现场，随
后
120

赶到现场， 老人被送往固始
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

“从头到尾，两个小姑娘就在不
停地给老人擦汗、喂水，多亏两个女
孩，老人才有救了！问她俩叫什么名
字，她们还不愿意留下姓名，护送老
人上了救护车后， 就悄悄离开了。”

老人的一个亲属感动地对笔者说。

7

月
29

日下午， 经过老人的亲
属和广大热心群众的多方寻找，才
得知，两名女孩是固始县人民医院
内二科的护士李颖、姜曼。

由于抢救及时得当，老人体温
已经恢复正常， 目前神志清醒，病
情相对稳定，在固始县人民医院接
受治疗。

薪火相传 代代不息

———息县中医事业发展纪实

7

月
30

日， 家住息县小茴店镇
从外地回乡探亲的林伟陪同患有
多年风湿病的老父亲到息县小茴
店中心卫生院看病。其实，林伟之
所以亲自赶回老家陪同老父亲看
病， 也是为了解开心中的一个疑
问：在老家的乡镇卫生院竟然也能
开设中医馆？这让常年在外务工的
林伟感到不可思议。“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 开始只是听父亲说起，我
将信将疑。直到来到我们镇的中心
卫生院中医馆， 我才眼见为实，家
乡的中医馆办得真是有声有色。我
父亲对这里的中医诊疗很满意。”

林伟激动地对记者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林伟一
样，不仅知晓了中医馆已经开到了
家门口，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多年
来对中医诊疗的潜在需求正在不
断得到满足，广大群众正享受着中
医治疗的独特魅力。

中医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
医疗资源，是我国发展医药卫生事
业的重要特性和显著优势，一直以
来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与喜爱。

如何把中医事业继承和发扬光
大，让更多的群众，特别是基层群
众都能享受到中医带来的健康福
利，一直是息县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和关心的民生大事。如今，一
个覆盖全县各乡镇、 村的三级中
医诊疗网络体系已经在息县不断
得到巩固和完善， 发挥着保障广
大群众生命健康的强劲功效。

8

月
1

日至
2

日，记者深入息县县城、乡
镇与村落采访，揭开息县中医事业

发展的“神秘面纱”。

息县中医院：

打造特色中医专科

在息县中医院康复理疗科，一
位来自彭店乡的

70

岁老人患有中
风疾病，导致部分肢体处于瘫痪状
态。在当地卫生院中医馆医生的建
议下，老人来到县中医院康复理疗
科进行诊疗。县中医院康复理疗科
的医务人员根据老人的病情制定
了一整套理疗方案。“我们不仅利
用传统的针灸、推拿方式，还利用
现代的康复治疗设备，为老人寻求
最佳的治疗手段。现在老人的部分
肢体正在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状
态。” 息县中医院康复理疗科相关
负责人对记者说。

如何继承和发扬好中医的独
特诊疗魅力，是每一个从事中医工
作的医务人员的神圣责任与使命。

作为发展中医事业的主阵地，中医
院的发展事关中医事业发展的成
败。息县中医院承载着继承与发扬
中医事业的使命，更肩负着利用好
中医为全县广大群众造福的责任。

“我们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打
造重点特色专科。比如我们的脑病
科已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专科、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特色专
科。我们今后将着力打造多个高精
尖的特色专科，让更多的群众感受
到中医诊疗的独特效果。” 息县中
医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2016

年，息县中医院新建病房
综合楼项目被列入息县“十件实
事”之中。息县中医院以此为契机，

紧紧抓住时代机遇，不辜负息县县
委、县政府的期望，不辜负广大群
众对中医诊疗的热切呼唤，为中医
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搬迁
新院之后，大量人才的不断引进将
充实我们医院的医疗团队，一些中

医前沿的专科引进，比如利用中医
开展肿瘤诊疗，让中医不断焕发生
机，造福全县的父老乡亲，一直是
我们中医院永不改变的宗旨。”息
县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基层中医馆：

足不出乡的中医体验

在乡镇卫生院看中医， 以针
灸、理疗、推拿、按摩等传统康复手
段，汲取物理治疗、运动治疗等现
代医学精华为一体的多功能科室，

在这里应有尽有。“以前只能去县
里看中医，现在好了，在自家门口
就能看中医，技术水平也高，这真
是又惊又喜。”

66

岁的张宝顺老人
激动地说道。

和张宝顺老人一样，在息县东
岳镇中心卫生院看中医的中年人
陈坤告诉记者：“以前在外务工，看
大城市有很多中医馆，由于人生地
不熟，一直也没能看过中医，现在
好了， 自从老家开设了中医馆，我
和很多亲戚都前往咨询，了解在外
务工时， 身体需要调理的事宜。这
中医馆不仅造福于老家的乡亲，更
让我们在外务工的人吃了一颗‘定
心丸’。”

随着息县各乡镇卫生院中医
馆的相继运营，中医的独特魅力正
在不断彰显。由于中医在慢性病治
疗方面具有独特的治疗效果，长期
以来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随
着中医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息县
借助各乡镇卫生院的现有平台，开
设中医馆，呼应了广大基层群众的
对中医的诉求。尤其是在中医人才
建设方面，不少乡镇卫生院出现了
许多

90

后的新鲜面孔。这些年轻的
血液为息县中医事业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自从我们东岳镇开设中医馆
以来，广大群众对中医诊疗的热情
高涨。通过中医诊疗后，群众发现
中医的效果很好，更加深了对中医
诊疗的信心。 作为基层卫生院，中
医一直强调治未病，正契合了广大
基层群众的心理诉求， 治好了未
病，得小病、大病的概率就下降了，

群众的健康就有了更加坚实的保
障。” 息县东岳镇中心卫生院相关
负责人对记者说。

医改前沿：

创新支付助推中医发展

今年
7

月下发的《河南省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
作任务》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深
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各地要制定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措
施

,

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推广
宜阳县、息县等成功经验

,

系统推

进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
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
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改革。息县
的医保支付模式已经引起了全省
各界的高度重视与认可。 那么，在
中医领域医保支付方式上，是否也
有着像中医一样独特的方式？

为了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特
别是农村群众利用中医药服务看
病，在息县各级中医门诊，起付线
和报销比例设置上都具有明显优
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县中医院看
病也是按照乡镇卫生院级别进行
统筹报销。“既然我们明确了中医
事业发展优先支持的理念，那么在
解决群众看病费用方面，对中医的
报销事宜应该有着更加清晰的认
识和重视，现在广大群众去中医院
看病的负担逐年减轻， 不仅看了
病，而且少花钱，极大地增强了群
众的获得感。” 息县卫计委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说。

而更能让广大群众在医改中
获得实惠的是息县大力推行的按
病种分组付费改革，这项改革也涵
盖了中医。目前，结合中医自身的
特色和群众实际的情况，在息县各
级中医科看病，门诊和住院都有明
确的规定，按照中医门类的病种付
费。 这是许多低收入群众的福音。

不少患有慢性病的低收入群体可
以借助中医本身的诊疗优势，放
心、安心、省心地在中医科看病了。

“我和老伴膝下无子女， 我有糖尿
病，老伴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日
常性的医疗花费加重了我们的生
活负担。现在县里不仅大力发展中
医， 而且在费用方面优惠这么多，

这让我和老伴更加有信心面对未
来生活了。” 一位低收入的群众这
样说道。

在息县小茴店中心卫生院，

87

岁的老中医张顺华先生，从事中医
事业已经半个世纪了。 现在的他，

依然在小茴店中心卫生院为广大
群众看病。闲暇时间，围坐在老先
生周围的是该中心卫生院中医馆
80

后、

90

后的晚辈， 这些年轻人津
津有味地聆听张顺华先生传授中
医知识。

薪火相传，代代不息。中医事
业的发展不仅要把中医的理论与
实践继承与发扬好，更重要的是要
让中医的人才生生不息， 代代不
绝，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医的发展走
向新高度。息县中医事业发展正是
秉承了这一理念，不断形成规模的
中医馆， 不断壮大的中医特色学
科， 不断接力的老中青人才组合，

使得息县的中医事业不断迈向更
高的台阶。我们有理由相信，“十三
五”期间，息县的中医事业必将蒸
蒸日上，真正地把中医这个“传家
宝”一直传下去。

以病人为中心 以服务树信誉

图为医生正在为患者做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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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中医张顺华为患者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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