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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坊镇卫生院“国医堂”：

让让中中医医慢慢慢慢走走入入群群众众生生活活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孙风美

完善基础设施
引领患者走进“国医堂”

就医环境和硬件设施，曾是制约
基层卫生院发展，造成老百姓不愿前
往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改善就医环
境，让患者多种选择也是张坊镇“国
医堂”建立的初衷。

中医治疗曾是张坊镇卫生院的
薄弱环节，缺少专业中医医护人员、
中医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都制约了中
医在张坊镇卫生院的发展。

“在上级的帮助下，我们开始着
手准备筹建国医堂，希望借此来改善
市民的就医环境,让大家慢慢接受中
医。”张坊镇卫生院院长翟长庆谈道。

走进门诊大厅，古色古香的环
境，四处充满着药香。在各个科室里，
火罐、针灸、中药熏蒸床等设备一应
俱全，带有浓烈传统特色的国医堂展
示在记者面前。

据中医工作者王霞介绍，国医堂
的墙壁上张贴着关于中医的健康知
识,中药房陈列着各种中药材，中医
门诊张贴着中医治病的流程，希望群
众在体验中医疗法之余，还能进一步
了解中医传统文化和中医保健知识。

在长廊西头，从医20多年的林付
良医生正在给患者号脉。“你脸上的
痘痘是虚火导致，吃点中药慢慢调
养，放松心情。”林付良耐心地和患者
交谈着。

他告诉记者，经过卫生院多种形
式的宣传，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
试中医治疗，最多的时候，国医堂能
接诊三四十人。

“张坊镇人口偏少，这样的就医
量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随着中医
的不断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
并尝试中医治疗。”林付良如是说道。

卫生院副院长苏光建介绍道，除
了传统的中医手法，张坊镇卫生院近
年来购置了多功能治疗仪、电针治疗
仪等大量仪器设备辅助治疗。各个科
室能够熟练运用针灸、刮痧、拔罐、敷
贴、推拿等临床常用的中医药适宜技

术,结合现代理疗方法,基本满足内
科、外科等各个科室的需求。

外聘5名中医专家
帮助患者攻克疑难杂症

“在国医堂建设初期，缺少专业
中医医护人员是困扰我们的难题。为
了给患者提供更好的中医治疗，我们
乡镇卫生院外聘了5名中医专家。”翟
院长谈道。令翟院长没想到的是，这
些“老中医”号召力极强。济南市中医
医院主任医师王医生，是骨伤科专
家。每当他坐诊的时候，周围村庄的
一些腰腿痛患者都慕名而来。

“我腿疼十多年了，一直吃药贴
膏药，反反复复没有去根，王医生帮
我针灸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王医
生嘱咐我再坚持半个月左右，基本上
就能去根了。”前来复查的患者张先
生谈道。

在国医堂里，自动煎药机是患者
们的“新宠”。据负责煎药的工作人员
介绍，国医堂每天至少要煎四五十服
药。“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会煎药，也嫌
麻烦，就直接在我们医院里煎了，我
们看着，既科学又省事。”这位工作人
员说。

而在林付良的眼中，采取中医治
疗不能“怕麻烦”。

他解释道，与西医治疗相比，中
医治疗见效慢，如果说一服药就能药
到病除基本上不可能。“现在的人啊，
比较浮躁，要想靠中医一蹴而就完成
治疗不现实。”但是中医在攻克“疑难
杂症”方面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中医讲究辩证治疗，可以综合
调理，一些比较复杂的病症，对症下
药后效果慢慢就显现出来，最终得到
根治。”林付良谈道。他曾经有个患
者，并诊断为“反流性胃炎”，四处求
医无果后，通过中医调理和治疗，慢
慢恢复健康。

这名患者刚来的时候，还不太相
信中医，治愈后他对中医坚信不疑，
四处替医院宣传。

“我们也希望在帮助患者攻克疑
难杂症的同时，让他们慢慢发现中医
的魅力，进而和患者一起探索中医的
奥妙。”翟院长如是说道。

购房发票挂失：王荣梅在商河县尚河名郡购买的5号楼2单元1202室的购房发
票丢失，特此证明！尚河名郡小区由济南三发置业有限公司商河分公司开发！

为满足乡镇居民中医药服务需求，使其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张坊
镇卫生院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关工作要求，积极开展“国医堂”建
设，将其作为提升中医药服务工作的新亮点。完善基础设施，外聘济南中医医院
等5名中医专家，张坊镇“国医堂”于今年开始接诊病人。通过不断尝试和探索，正
让中医慢慢走入群众的生活。

45岁的林付良，是商河县卫计委
下派的“支农”专家，他从事中医治疗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他对病人常
说的就是“别着急，慢慢来！”在他眼
中，无论是中医学习，还是中医治疗，
都需要一个过程。

谈到自己的学医路，他谈道，自
己当时还是“学徒制”，他跟着一位老
中医学习识药、开方、调剂……大约
六七年的时间，才独立给患者看病，
这一看就是二十多年。“每位患者的
病情都不一样，看病就是学习的过
程，即使是现在，我没事的时候，还喜
欢翻翻医理书，不断学习。”

林付良比较遗憾的是，在他周
围，学习中医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段
时间，他曾担心中医就此就没落了。
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让他又
看到了希望。“国医堂”雨后春笋般发
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
中医，国粹中医正在被大家慢慢接
受。“中医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老祖宗
留下的好东西，不能丢。”林付良说
道。怀揣对中医的热爱，退休之后，他

决定继续奋斗在中医治疗的工作一
线。

每次开药的时候，他都会问病
人，能不能吃得了中药。“中药太苦，很
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避而远之，但良
药苦口啊。”林付良语重心长地说。

平时林付良接诊的病人，多是50
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很少来看中医，
怎样挖掘年轻人市场，他觉得中医们
都得想想办法了。“中医太抽象，现在
的孩子们接受不了。”

这不仅仅针对年轻病人，年轻医
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此，在中
医理论中，开始尝试将中医理论简单
化，或者中西医结合，便于医者学习。

“而在治疗中，将中医抽象化为
具体的最好方法，就是疗效，现在的
年轻人都务实，将中医治疗效果展示
出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它，
了解它，现在医院的硬件设施都基本
具备，剩下的就得靠中医工作者不断
探索了。”他觉得，中医要让更多的人
接受，还得慢慢来！

本报记者 李云云

“老中医”谈中医：

““老老祖祖宗宗留留下下的的好好东东西西不不能能丢丢””

葛延伸阅读

▲中医医护工

作者正在抓药。

自动煎药器

成了患者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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