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门门口口享享特特色色中中医医药药服服务务
“国医堂”构建中医药服务新模式，济宁实现城乡全覆盖

文/图 本报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宿卫萍 侯宇辉

实事内容：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项目
建设。

年度目标：在中医药诊疗设备、中医药文化建设、中医药服
务能力以及特色优势、中医药人才队伍等方面给予卫生院
重点扶持，按照《济宁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综合服务
区(国医堂)建设基本标准(试行)》，在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中医药综合服务区，挂“国医
堂”牌匾，形成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综合使用的中医药服
务模式，带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2017年全市
16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国医堂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完成情况：全市16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国医堂建设全部完
成。

饱受病痛折磨10年
在基层花小钱治大病

今年30岁的孔令翠是宁
阳县磁窑镇的村民，由于前些
年外出打工时工作环境不好，
她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已长
达10年。“之前情况还好，可近
三年病情开始加重，身体关节
肿胀变形，疼痛难忍，有时给
女儿冲奶粉连瓶盖都拧不开，
尤其是夜间不服用止疼药根
本无法入睡。”

在患病期间，孔令翠经
常去大城市、大医院诊治，虽
然效果不错，但每次高额的
治疗费用和路途奔波，让她
只好放弃治疗回家继续卧床
休养。“今年4月份，我听家住
曲阜市的亲戚说，他们吴村
卫生院国医堂中医治疗这个
病效果不错，正好吴村和我
住的村庄相邻，便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过来找孟令兵大夫
给瞧瞧。”孔令翠说。

据她自述，在连续服用两
个月中药后，效果让她很吃
惊，关节肿胀变形的症状明显
改善，身体疼痛逐渐减轻，一
家人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中医真的很神奇，不仅没

有了打针的痛苦，而且效果
好、副作用少、钱花的不多，每
次药费开销只有200多元。等
待医生煎药期间，还能免费在
医院康复治疗室里做康复运
动，国医堂真是让我们老百姓
感到方便又实惠！”

现如今，像孔令翠一样慕
名来吴村卫生院看中医的患
者络绎不绝。据了解，该院于
今年年初启用了业务用房500
平方米高标准的国医堂，共有
6个中医诊室、2处中医适宜技
术治疗室、1处中药房、1处煎
药室和1处康复室。为提高诊
疗水平与中医药服务质量，让
百姓家门口看中医更方便、有
效、实惠，医院不断加强中医
药特色专科建设，更新中医医
疗和康复设备，并依托中医技
术优势，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
术。现在吴村卫生院已能够开
展针灸、拔罐、刮痧、推拿等16
种中医适宜技术，且治疗效果
明显，赢得了不少百姓的好口
碑。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构建中医服务新模式

同样在邹城市北宿镇卫
生院，中医药发展也日渐红

火，有效的中医特色诊疗开
始受到群众欢迎。走进医院
国医堂，淡淡的中药香味扑
鼻而来，前来寻求中医药治
疗的患者进进出出。古朴、大
气的诊疗环境，功能齐全的
各类科室，营造出特色浓郁
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该院国医堂不仅设有中
医诊疗区，运用艾灸、推拿等
优质、安全、经济的中医方法
治疗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更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还依托
中医技术优势不断拓展中医
药服务内涵，建设了中医药
健康教育基地，利用悬壶堂、
妙手轩、百草厅、颐生坊四个
展区进行中医药知识宣传，
形成了集中医医疗、保健、预
防为一体的综合诊疗服务区
域。

与此同时，针对人们对
健康养生意识增强，北宿镇
卫生院把中医“治未病”理念
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制
作健康教育宣传栏、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手册和中医药健
康知识宣传彩页；联系北宿
镇教办、学校等教育部门让
广大老师、学生参与进来，共

同学习了解中医国粹文化；
开展中医药健康知识科普宣
传，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提
供知识储备；发动辖区内居
住的0-6岁儿童定期到卫生
院健康体检，合理利用体检
等候的时间，开设“妈妈课
堂”等，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公
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为辖
区群众普及中医药预防、养
生保健及中医文化知识，倡
导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
式。

创新举措，让基层群众
看中医更方便、实惠

现在两家卫生院国医堂
建设的推进，使当地百姓感受
到了中医药治疗的优势，增强
了群众对中医药的信赖，而这
只是济宁市大力推广国医堂
建设的一个缩影。

为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服务需
求，发挥中医药“简、便、验、
廉”的特色优势，2016年济宁
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济宁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三年
行动计划(2016-2018年)》，确

定全市169家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到2018年全部建成中医
药综合服务区。2017年，市政
府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药综合服务区建设纳入市政
府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建
立了月报制度推进工作。截
止目前，全市169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全部完成国医堂建
设。

据了解，结合目前全市基
层情况和中医药发展的现状，
济宁市卫计委将多措并举进
一步深化国医堂内涵建设。改
善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
件，科学、合理配置医疗设备；
设立人才培养专项资金，用于
基层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确保基层中医药人才“进的
来、留得住”，整体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加大在
岗乡村医生中医药基本知识
和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并发挥
市级医院在人才和技术上的
优势，组织市级医院的医疗技
术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挂职
或带班传授技术等，让更多的
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特色中医诊疗的实惠与便
利。

[ ]岁首承诺，岁末兑现。2017年初，济宁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今年要为群众办好十件实事。这十
件实事，件件关民生，事事系民情。这些实事办得怎么样了？群众从中得到了什么实惠？本报推出“岁末回看
十件实事之卫生计生篇”系列报道，让读者感受到承诺的庄严和实事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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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进职工子女对父母工作的
了解，增强孩子们的健康意
识，加深职工和医院间的情感
联络，2017年12月31日，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联
合医院团委策划了在医院设备
维护日"去爸爸妈妈工作的地
方"体验活动。

在活动中，14名麻醉手术
部职工子女零距离走进父母工
作的环境，参观了手术间，知
道了每一台手术要经过怎样的
流程和层次管理才能完成，了
解平时手术室里爸爸妈妈的日
常工作，体会到他们平日为什
么会经常加班，更知道了他们
的工作有多么重要。

张馨宜的妈妈是麻醉手术
部的一名医生，这一次的体验

日活动，让小小年纪的她多了
更多对妈妈的理解。“我每天
只知道妈妈工作忙，经常加
班，没有时间陪我，却不知道
她工作的真正意义。妈妈的工
作太累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听

她的话，让她以后不那么辛
苦！"

“ 爸 爸 妈 妈 ，你 们 辛 苦
了！”这是孩子们体验日活动
后共同给爸爸妈妈说的一句
话。

““到到爸爸妈妈工工作作的的地地方方看看一一看看””
14名“医二代”到医院参观，体验父母工作甘苦

本报济宁 1月 2日讯
(记者 康宇 通讯员
褚良真 ) 2018年元旦三
天小长假期间，全市共有
704人献血，献血量达24万
余毫升，血小板75个治疗
量，全面保障了节日期间
济宁的临床用血需求。

节日期间许多市民走
上街头感受新年新气象，
更有不少市民走上采血
车，以无偿献血的方式迎
接新年的到来。元旦当天
一早，太白楼下的献血车
前就围了好多准备献血的
市民。其中，献血者刘锋又
一次登上献血车开始他的

第12次无偿献血，从2008
年献血至今他的献血量已
达4800毫升。他说：“挥手
告别2017，用爱心和健康
迎接2018，无偿献血拯救
生命，以献血的方式迎接
新年的到来更有过新年的
意义。”节日期间，市民献
血热情高涨，仅太白楼前
一辆采血车全天就有82人
献血，采血量高达64800毫
升。

当天还有四名身着
红色马甲的无偿献血志
愿者放弃节假日休息，主
动来做志愿服务工作，他
们车上车下忙前忙后，维
持现场秩序，发放宣传单
页，以亲身经历为献血者
普及献血知识，为节日的
喜庆增添了一抹鲜亮的
红色。

770044人人无无偿偿献献血血
用用爱爱心心迎迎接接新新年年

孩子们

亲自体

验一下

医疗设

备的神

奇。

B04 身边·重点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编辑：李锡巍 组版：李腾 校对：汪泷


	H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