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湘潭的名中医， 就不得不
提“杨门女将” 姐妹花。 姐姐叫杨
韵琴， 妹妹叫杨寿峨， 她们都对骨
科有独特的建树， 现在同在湘潭市
中医院工作。

“我治过的病人不计其数， 但
是只要说名字， 我都记得清清楚
楚。” 见到杨寿峨时， 她正在医院的
小儿矫形科对医生们进行技术指导，
她独创的“中医手法加固定治疗小
儿先天性马蹄内翻足”， 改写了小儿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只能在患者成人
后通过手术进行晚期治疗的历史。
这位快人快语、 63 岁湖南省名中
医， 回想起当年治疗的第一个先天
性马蹄内翻足患者的经历， 仍是记
忆犹新。 1979 年 4 月， 出生才 33
天的冯琳被奶奶抱着从长沙寻医一
路来到湘潭， 她左脚的马蹄内翻足
让一家人几乎绝望。 “就当时的技
术而言， 所有的西医都无法进行治
疗， 即使成年后做手术， 也不能完
全像普通人一样正常行走。” 能不能
在孩子骨头还处在成长期的时候通
过手法进行复原治疗呢？ 接诊到这
个孩子后， 杨寿峨决定做一个大胆
的尝试。 她从手法矫治到采取夹板
的塑形、 矫形鞋、 功能锻炼等配合
治疗， 摸索制订了一整套完整治疗
的方案。 白天在医院治， 晚上下班
后杨寿峨就去到冯琳家租住的小屋
为其治疗。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她
53天共 106次的治疗后， 冯琳的先
天性马蹄内翻足居然奇迹般地得以

纠正， 随后的多年追访复
查中， 足部再无畸形复发
征象。 “她在 27岁的时候
在岳阳结婚了， 结婚时还
特意邀请了我。” 杨寿峨眼
里流露出慈母般的光。

在湘潭市中医院的另
一间门诊室里， 记者见到
了“人堆” 里的杨家大姐
杨韵琴。 66岁的杨韵琴有
着跟快人快语的妹妹截然
不同的性格， 面对着满屋子的患者，
她显得轻言细语。 患者们告诉记者，
他们有很多都是一大早就过来挂号
了， 这里从来都是人满为患， 可是
杨医生医术好， 人好。 她的“杨氏
骨伤平衡调理疗法” 对治疗各类复
杂骨折、 脱位、 骨伤疑难杂病疗效
显著， 他们都愿意等。 说到特别的
治疗经历， 杨韵琴想了想笑着问，
生日宴上给人看病算不算？ 2003年
7月 8日是杨韵琴 58岁的生日， 在
家中正准备与家人们吃顿生日宴。
突然在湘潭市电机厂工作的一位母
亲抱着儿子火急火燎地敲响了她家
的门， 她告诉杨韵琴， 孩子因为玩
球摔伤了手。 “我一检查是前臂双
骨折， 情况比较严重， 必须马上进
行手法复位。” 杨韵琴想都没想立即
让同在医院工作的女儿到医院拿来
药品和工具， 仅仅用了 5分钟便将
孩子手臂复位。

性格迥异的杨家姐妹， 撑起了
湘潭市两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小

儿马蹄内翻足科”和“骨伤科”，成为
了湘潭市中医医院的一道亮丽风景。

12月 2日， 记者在湘潭市中心
医院中西医结合康复科看到， 找名
中医王良鑫医师看中医的患者络绎
不绝， 挤满了诊室， 她每天不得不
推迟下班。 “名医效应就是花最少
的钱治好了病， 不用开膛破肚， 在
望闻问切中让你感到温暖踏实， 而
不是动辙开个检查单把你往冰冷的
机器上推。” 这是花石镇一位张姓患
者来湘潭市中心医院找王良鑫看病
的真切感受。 他说， 他是慕名而来
的。 镇上有个老奶奶患慢性支气管
炎多年，一到冬天就反复发作。 不能
走动，坐在床上还喘不过气来，远在
美国的儿子王建芳心急如焚。请朋友
出面求王良鑫诊治，王医师一路颠簸
专程上门诊疗， 服用了十几副中药，
老人病情控制， 心跳正常， 呼吸舒
畅， 王建芳写信深情表达感激之情：

“王医师的医德医技感动了全家， 也
见证了传统医学神奇魅力。”

湘潭县中医院， 古色古香。
“针灸科”、“骨科” ……每个科室
名称都是用牌匾装裱， 古朴与沉
稳。院长贺卫文告诉记者，正在装
修的新科室将全部体现“中国
风”， 他们要在中医药适宜技术
的推动下让中医这朵“国花” 在
全县盛开。

针灸、 推拿、 按摩、 穴位注
射……用起来方便价格便宜， 却
有着意想不到的疗效， 这就是中
医药独到的特色。 周先生患腰椎
间盘多年， 疼痛严重的一次差点
导致休克， 走遍省市级大医院都
是建议他做手术或者激光、 药物
注射疗法。 可是， 当他咨询了患
同一疾病的汪某后他打消了手术
的念头。 “做手术花了 8 万， 在
床上躺了半年还是胀痛。” 周先
生最后采取了保守治疗， 在湘潭
县中医院针灸科， 他通过小针
刀、 针灸、 推拿、 理疗、 中药足
浴等中医药适宜技术治疗一个星
期， 花费不足 1000 元， 却达到
了激光手术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两年多来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未再
复发。

李某是住在湘潭县最偏远贫
穷的铜梁山里的农民， 骑摩托车
时不慎将多处软组摔伤， 右膝、
踝关节肿的像包子， 无钱到医院
住院， 参加了中医适宜技术培训
学习的朱医生， 给他开了活血化
瘀止痛的中药足浴， 局部用提伤
散等中药敷， 花费不足百元， 一
个星期后就下田劳作了。

据了解， 从 2008 年以来，
以湘潭县中医院为基地， 协助全
县 5 个乡镇卫生院建立了针灸理
疗科， 在县中医院的带领下， 每
一个中心卫生院的临床医生都掌
握了 3-5 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
术。 4 年来， 该院共组织基层中
医药人员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班 10 期， 共培训 3000 人次。
通过培训使湘潭县的乡村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中中医药适宜技
术推广覆盖达到了 95%以上。

喜看医改千重浪， 莲城百姓幸福添。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 十二五期间， 我们将坚

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
核心理念， 坚持预防为主、 以农村为重点、 中西医
并重的方针， 统筹安排、 突出重点、 循序推进， 推
动基本医保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 基层机构由
强筋健骨转向全面发展， 医疗卫生建设由“重硬件”
转向“重服务”， 提升湘潭人民的健康幸福指数。

湘潭市中医药强市侧记
本报记者 汤江峰 王 璐

焦国秋 刘 琼
通讯员 方 明 蒲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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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寄语 湘潭市卫生局局长胡振湘

“三名工程” 誉鹊起

湘潭因盛产湘莲， 雅称莲城。 近年来， 医改这项惠
民利民的民生工程， 如映日荷花在湘潭城乡如火如荼地灿烂
着。 推行新农合，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 激活公立医院内生动力， 保基本、 强基层、 建机制等
方面创造性地谱写了新的辉煌篇章。

尤其是大力推进中医药强市，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犹
如一双无形而有力的巨手， 推动湘潭市中医药事业的车轮滚
滚向前， 业绩有目共睹： 湘潭市中医医院完成“国家重点中
医院建设项目”； 湘乡市中医医院评为“全省农村示范中医
医院”； 湘潭县中医医院评为“全国示范中医医院”。 湘潭县

和湘乡市先后创建成“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 （市）”； 湘
潭市 2009 年成功创建湖南省首个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
湘潭市中心医院、 湘乡市人民医院和湘潭县人民医院先后评
为“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今年 11 月 10 日，
在全省中医药大会上， 湘潭市卫生局又捧回了“全省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 奖牌。

一根针， 一把草的“中医绝活” 给百姓带来了切切实实
的疗效和实惠， 对缓解老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起到积极的作
用， 极大地丰富了医改的内涵。 湘潭人民就氤氲在这身心健
康有保障的氛围中， 惬意而快乐地工作和生活着。

莲城中医药源远流长， 早在清
代就是南方中药材重要的生产和流
通集散地， 为全国四大“药都” 之
一； 这里中医名家辈出， 涌现了周
俊生、 刘笃生、 朱卓夫等一批久负
盛名的名医。 而在湘潭城乡， 老百
姓身体有恙， 首先想到的是“请中
医郎中开方子。”

依托老百姓对中医的青睐， 湘
潭市委、 市政府和市卫生局高度重
视， 从“十一五” 以来， 抢抓国家
扶持和发展中医药事来的机遇， 以
“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 为
契机， 提出“中药强市” 作为服务
基层， 改善民生， 提升市民健康水
平的战略举措来落实， 坚持四个突
出 （突出政策引导扶持、 突出实施
三名工程、 突出完善服务网络和突
出科技创新引领）， 推进中医
药强市， 凸现了中医药独到
的魅力。

“促进中医药优先发展，
首先要突出政策引导扶持。”
有了政策撑腰， 说这话时，
胡振湘底气十足。 他说， 这
些年， 湘潭先后出台了 《湘
潭市加快中医药发展的决
定》、 《湘潭市中医药事业十
一五发展规划》 等政策性文
件； 将中医院全部纳入新农

合、 城镇医保定点机构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紧急求援体系；还将 101 个
中药制剂、针灸推拿等传统医药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提高 5%的报销比例。
在资金投入上，单列中医事业费财政
预算，设立中医专项经费，按年度足
额拨付逐年增加。市中医院建设项目
纳入实事工程，在立项，报建和用地
诸方面“特殊厚爱”， 配套经费 500
万； 率先在全省成立了市中医管理
局等等。

“而要提升服务能力， 实现中
医药全覆盖， 就得突出实施三名工
程（育名医、 树名科、 建名院）， 就
得突出完善服务网络”。 胡局长认
为， 人人都把命看得重， 医疗服务
的对象是有病在身或在心的患者。
选择名医、 名科和名院， 都是每位

患者的强烈愿望。 为此， 我们采取
师承、 进修， 继续教育和名中医评
选等方式， 以人才培养为重点， 培
育一批名医； 以专科建设为重点，
树立一批名科； 以品牌打造为重点，
建设一批名院， 以满足老百姓看病
就医和优质服务需要。 现有省、 市
名老中医 49 人， 重点专科精英 66
名； 全市共建设 35 个国家、 省、 市
重点中医专科和特色专科。 与此同
时， 湘潭提出“科技兴卫”， 提升中
医药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思路， 突出
科技创新引领。 他们围绕病毒性肝
炎、 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 加强
科技攻关。 5年来， 共取得中医科研
项目 58 项， 研发国药准字号中药新
药 1 个； 引进推广新技术新项目 52
项； 杨氏手法加塑型镀锌铁夹板处固
定治疗小儿先天性马蹄内翻足临床规
范化研究已走在国际先进行列。

小小的银针， 飘香的中药， 体
贴的推拿按摩， 让人们不知不觉地
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正是因为价
廉舒畅的中医疗法， 我们不遗余力
地推向农村， 推进社区， 走进家
庭。” 湘潭市卫生局中医科周菲菲科
长说。 通过多年的努力， 全市 55 所
乡镇卫生院， 均设有中医科和中药
房。 目前， 100%的村卫生室能提供
中医药服务。

早在 2005 年， 湘潭落实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 就全面实施中医药
培养名医、 创建名科、 建设名院 （简称三名工程） 的“三名工程”。 近日，
记者来到湖南首个“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 的湘潭市， 探访“三名工
程” 建设情况。 一个个名医、 名科、 名院声名鹊起， 远近闻名。

来到湘潭县人民医院， 处处艾
叶飘香。 循着这艾香， 记者来到了
医院的中医脾胃科， 医院工作人员
说， 这是医院 7月才新开设的中医
特色科室， 这艾香源于专为脾胃病
人进行的“艾灸” 治疗。

16 号床的朱映文大爷今年 60
岁， 他因为胃息肉刚刚做完手术。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躺在病床上，
肚子上放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 阵
阵艾香从中飘出。 “闻着这气味我
就觉得心里踏实， 感觉有安神的作

用。” 医护人员说， 艾灸疗法的适
应范围十分广泛， 在古代是主要治
疗疾病的手段。 用中医的话说， 它
能温阳补气、 温经通络、 消瘀散
结、 补中益气。

这中医脾胃科仅仅只是湘潭县
人民医院中医建设的一部分。 全国
劳动模范、 优秀院长谭凤姣说， 目
前， 医院已经开设了中西医结合
科、 针灸康复理疗科、 中医脾胃科
等多个中医特色科室， 并开发了利
尿包、 三伏贴、 中药膏方等中药制

剂。 医院现有医药卫技人员 941
人， 其中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51
人。 到目前为止， 全院 2011 年中
医门诊量占所有门诊量的 7.49%，
中医住院病人占总住院病人的
9.84%。 中医科室病床使用率达到
了 113.6%。 全院住院病人中药汤剂
参与与治疗率为 76.5%， 实现了中
医中药向西医临床科室全面渗透全
面覆盖， 做到了西医手术中医后继
治疗的完美组合。

湘潭县易俗河陈女士是某银行职员， 长期
在窗口从事收银工作。 4年前， 她的背部出现大
面积疼痛， 且症状越来越重， 每到秋冬季节背
部疼痛加剧， 使肩部活动受限。 陈女士也曾四
处求医， 但效果都不甚理想。 为了止痛， 陈女
士经常将背部在椅子突出的木结上摩擦。

陈女士近日来到湘潭县中医医院针灸科治
疗。 经过仔细询问病史， 并观察疼痛部位， 医
生发现其背部僵硬， 肌肉呈现条索状， 且局部
有硬块， 说明有气滞血瘀。 鉴于陈女士大面积
背部疼痛， 医生决定为其行走罐治疗。 医生先
在陈女士背部涂上一层红花油， 再将火罐吸附
在皮肤上， 然后沿着背部的经络上下推移， 由
于罐子的摩擦和刺激作用， 陈女士的背部皮肤
很快由红变暗， 出现大面积黑色的瘀血斑。 走
罐完毕后， 陈女士顿时觉得背部轻松， 疼痛有
了明显缓解。

走罐， 这是湘潭市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之
一。 湘潭县中医医院贺卫文院长说： “中医药
适宜技术是属于无副作用的非药物疗法， 是传
统的中医绝活。 在我院常用的有针刺疗法、 艾
灸疗法、 推拿疗法、 天灸疗法、 熏洗疗法、 穴
位注射、 刮痧疗法等‘十八般武艺’； 感冒发

烧、 肢体慢性疼痛和脑血管后遗症等是基层
常见病、 多发病。 这类疾病最适合用适宜技
术治疗， 既‘简’ 单、 方‘便’、 又灵
‘验’、 价‘廉’， 又针对性强， 在社区、 在
农村有巨大的医疗市场， 很受农村患者的青
睐。”

“全方位适宜技术的推广运用， 全市
13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55家乡镇卫生院、
2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设立了中医科
和中药房， 1497 个村卫生室均能提供中医
药服务， 中医药服务的覆盖面达 100%， 在
莲城遍地开花。 目前老百姓要求贴耳豆、 拔
火罐、 扎银针、 施艾灸、 做理疗的患者已越
来越多， 基层中医药服务的比重达到了 50%
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了 80%， 绝大部分乡镇
卫生院建立了自己的特色专科， 中医药服务
能力显著提高。” 市卫生局胡振湘局长脸上
洋溢着自豪。

“简、 便、 验、 廉是适宜技术的优势，
也是医改便民惠民的举措之一。 但是， 市场
经济条件下， 如果单纯地让基层医疗单位自
主选择治疗手段， 对中医适宜技术的采用率
估计不会超过两成， 也会减少医疗机构的收

入。 因此， 光靠‘市场’ 不行， 必须靠‘市
长’ 把‘自选动作’ 变为规定项目。” 胡振湘
认为， 中医药方向性的发展需要政府来主导。
比方， 将中医药适宜技术纳入全国农村中医工
作先进市的创建内容， 实行目标责任制； 把中
医药适宜技术纳入新农合和城镇职工及居民医
疗保险用药目录；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发
证时， 中医科、 中药房、 针灸火罐艾条等设备
设施配备实行一票否决； 所有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要求统一配置针灸挂图、 银针、 艾条、 火罐
等设施； 设立推广专项经费， 实行培训费、 设
施设备配置费、 专家现场指导费、 培训基地进
修学习费等全免。 光这些费用，" 十一五" 期
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共投入 300.3万元， 为适
宜技术的顺利推广提供了保障。

据悉， 2006 年， 该市批准为“全国农村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示范地区建设单位”， 湘
潭县、 湘乡市、 韶山市、 雨湖区、 岳塘区先后
被确定为全国基层常见病多发病适宜技术推广
项目县（市） 区。 全市共建立了 6个适宜技术
推广培训基地， 组织筛选了 30项适宜技术。 5
年共举办培训班 58期次， 培训 7218人次， 推
广适宜技术 34项， 在 2000多家医疗机构中广

泛应用， 医疗机构应用率达到 80%， 基层医疗机构中
医药的服务比重达 50%， 以上接受适宜技术治疗者达
72309人次， 平均有效率达 92.68%。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 走进任何一家综合性医
院、 中医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老
百姓都能享受中医药预防、 保健、 治疗和养生带来的
身心健康和愉悦。 而湘潭市卫生局胡振湘局长的眼光
则看得更远：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组成
部分， 植根于身边的中医院、 中医科、 养生堂等现实
载体， 切实内化为百姓的消费需求。 但是， 我们不能
墨守成规， 而是要以创新发展的眼光充分依托现有资
源， 突出中医药产业链的有序整合。 我坚信， 湘潭

‘药都’ 的荣光将更加焰焰生辉。”

延
伸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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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下午， 记者来到湘潭市东
坪建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 当
天正在举行“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的授牌仪式。 据了解， 这个小小的
卫生服务中心是湖南首家中医整脊科，
是我国最早的整脊学示范基地之一。

“中医的最高理念是‘治未病’。” 东
坪建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许世雄表示， 为了让社区居民了解中医，
他们分片分类对社区 4 万多居民开展健

康教育， 将各医家的独特方法及民间有
效验方、 偏方汇编成册。 在食疗药膳、
情志调摄、 养生保健等方面， 对社区老
年人、 妇女、 儿童、 亚健康等重点人群
分类进行宣传。 在东坪街道万福社区，
还设立了中医康复示范社区， 运用中药、
针灸、 推拿、 穴位注射等中医康复治疗
技术为社区中患有各类慢性病、 颈肩腰
腿痛居民进行康复治疗。 同时， 为社区
中风伤残患者制订康复训练计划， 有针

对性的进行功能康复锻炼。
该中心的特色“中医整脊康复专科”

更是由于其独特的治疗方式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 我们这前不久才来了个患有颈
腰综合症的浙江的老太太， 在大医院治
不好， 听说了我们这的特色专科专门过
来治疗的。 "许世雄主任介绍， 像老太太
这样的外地患者占到了总病患的 30%，
廉价、 安全、 有效是吸引患者前来的主
要因素。

图为湘潭市中心医院王良鑫名中医正在看病。

杨氏手法治疗小儿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手到病除。

本报记者 王璐 焦国秋 刘琼 通讯员 方明 蒲祖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