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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医人，以
传承发扬中医药国粹文化为己任；她
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中医院长，精达、
干练、自信、从容，眼神中流露出坚韧
的目光；她是一位端庄娴雅、举止优
雅、谈吐文雅、品位高雅的新时代女
性；她是郑州市巾帼科技带头人、郑
州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她作为郑州市卫生系统的代表，参
加了今年9月份召开的河南省妇女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积极为妇女事业发展建
言献策，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风采。

她就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郑
州市中医院院长刘宝琴。

中医智者：打造学习型医院

“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其位，必谋其政”，这是
院长刘宝琴信奉的人生格言，记者在她的格言中
俨然看到了一位中医大者的形象。

作为一院之长，刘宝琴常年坚持学习，不仅
取 得 了 专 业 最 高 职 称 和 多 项 荣 誉 ，还 取 得 了
EMBA 学位。把健康工程做稳、做实，更贴切地
服务百姓健康，作为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康管
理分会首届“百名院长讲健康专家团”成员，刘宝
琴肩负着每年 60多场次健康授课任务。

在参加完河南省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
刘宝琴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以身作则，
努力把中医事业做强、做好。

她不仅自己学习，还要求员工也要学习。郑
州市中医院在实践中探索了一套有效机制，晨会
读报、周会汇报、集中学习等，成为职工工作生活
常态。正如刘宝琴所说，“学习改变理念，理念指
导行为，行为改变结果。”通过创新建立系列学习
制度，不断改进完善五项人才培养制度，郑州市
中医院在建设学习型组织、创新人才培养、突出
中医药特色发挥等方面成效显著。

中医大者：建生态医疗体系

刘宝琴从事儿科临床和管理工作多年，并擅
长急救体系建设，是医学硕士研究生、主任医师，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伤害防治学组常委，河南省
急救医师协会委员，郑州市儿科医学会副主任委
员，郑州市急诊医学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急诊
管理医学会副主任委员，曾荣获郑州市卫生系统
跨世纪人才、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郑州市科技拔
尖人才、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郑州市医德
标兵等荣誉，已发表论文 30余篇，撰写专著 6部，
获奖的科研项目 5项。

这也正所谓——凡大医者，必有大成，其仁
术必精湛，其仁心必厚德。

院长刘宝琴为人亲和，与记者面对面交谈，
丝毫没有“官架子”。在谈到健康服务时，刘宝琴
说：“医疗健康服务民生是保障，也是目的。衡量
民生健康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尽管当前医疗
事业发展很快，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诸多
健康问题仍不容乐观。郑州市中医院是中西医
结合、防治融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注重生态医
疗、储蓄健康理念的引导和运用。同时，郑州市
中医院将凭借自身独有的中医资源优势,构建生
态医疗体系,用中医特色治疗,帮助人体重建内环
境的生态平衡,消除疾病,拥有健康的身体。”

中医先者：治未病 预防先行

“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欲病救萌，防微杜渐；
已病早治，防其转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郑州
市中医院为顺应社会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服务中的特
色和优势，而成立“治未病科”。

院长刘宝琴介绍，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科已
发展成为集中医养生、健康保健、健康教育为一
体，具备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服务功能的科
室。中医治未病、中医养生和保健，是中医预防疾
病发生、急救和治疗、预后和康复的医疗保健全过
程，是中医预防保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准则。

记者在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科”看到，前来
咨询、接受诊疗服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刘宝琴说，现在民众对健康的知晓率还不到
10%。所以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医院不仅仅重
在救死扶伤，要让更多的人学会预防，从以疾病
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而郑州市中医院成
立治未病科正是基于此目的。治未病不仅为人
们减轻医疗卫生负担,更重要的还能减轻个人、
家庭、社会、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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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一天，就干一天！”这是
98岁胡佩兰老人的人生格言。

这位让人敬佩的老人说：“100
岁时，我准备一次性地把我这辈子
的积蓄都捐出来。”

那么，作为最年长的出诊医生、
作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胡佩兰老人
有着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专访了
这位可亲可敬的白发苍苍的老人。

最年长的出诊医生

9月7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二
七区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科。此时，诊室外
仍有几位患者在静静地等候看病。诊室里，只见满
头白发、瘦骨嶙峋的胡佩兰老人，手戴长长的皮手
套，正精神而认真地为患者检查看病。

胡佩兰，曾任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
70岁退休后，在解放军 3519职工医院坐诊，2010
年受聘于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今仍坚持
每周出诊6天，被称为“中国最年长的出诊医生”。

“在家没精神，来看病有精神。”看病间隙，
记者与老人攀谈，老人声音洪亮，语言清晰。

“胡奶奶，您还记得我吗？”一位来自山东的
患者进来对老人说，“记得，记得。”老人毫不含
糊地喊出了患者的名字。

“老人的口碑好，问诊耐心，记忆力很好，来
看过病的，她都记着，再来看病就很省心，所以
她的回头客特别多。”诊室外等候的患者说，“老
人总是耐心地倾听，细心地讲解，98 岁高龄还如
此敬业，我们发自内心地敬重她。”

新疆的、浙江的、广州的……在患者的强大
口碑传播下，病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让这个
毫不起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热闹起来。

老人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要
靠缠附的钢板来支撑，即使如此，她仍亲自为患
者做检查。

年龄最大的志愿者

98 岁老人，本应在家享享清福，安度晚年，
而胡佩兰老人坚持风雨无阻地坐诊。她说：“活
着总得对人有点用处。”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老人退休后从
来没有闲住过。2000 年，她听说召集志愿者，两
次打电话强烈要求参加，终于成为郑州年龄最
大的志愿者，开始为公益事业奔波。

2005 年，她开始把退休金和坐诊收入积攒
起来，每年为希望工程捐一次款。如今，老人先
后捐出 7 万多元的退休金和坐诊收入建了 50 多
个“希望书屋”。

“我当年还考虑过捐资给养老事业，但我的
钱不多，捐给养老事业起到的作用有限。给贫
困学生捐助就不论多少了，每建一个书屋对学
生都能有所帮助，兴教强国啊！”老人说。

“我想了，希望工程这个钱我还得继续捐。
100 岁时，我准备一次性地把我这辈子的积蓄都
捐出来。”老人说，“让孩子们都有书看有学上，
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深受爱戴的长者

十几年来，除非是病倒在床，胡佩兰老人绝
不耽误一次门诊。

2009 年冬天，一场大雪不期而至。“今天不
坐诊了吧，大雪封门，您又这么大年纪。”老人的
学生唐利平说，“咱不能叫病人白等。老人左右
就这一句话。”拗不过老人，她只好和同事用轮
椅推着老人，在大雪里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我
不能在家等死，我活一天，就干一天。”

“她看每个患者，不但要问诊记录，还要站
起来为患者做妇科检查，会更辛苦。我想，她可
能是目前坚持上班的最年长的医生。”胡佩兰老
人的大儿子、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曾在微
博上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他说，曾多次要接
母亲到北京养老，都被老人拒绝。

“就连一张处方、一张空白纸，老师也不允
许我们浪费。”唐利平说，老人生活非常节俭，从
不浪费一分钱。

“老师虽然近百岁了，但遇到典型病例，她
会跟我们一起探讨。”她的学生宋雪侠说，多年
来老师一直订阅着全国各类妇科杂志，关注着
妇科医学的新进展，不断学习新知识。

“妇科诊室是她的‘爱心门诊’，她把在这儿
看病的收入全都捐给了贫苦儿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陈启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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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官的女儿由美子上肢骨折，
日本医疗队战地护士西村，在郭春远医
生为其治疗骨折时，故意加重由美子病
情，迫使郭春远使用平乐正骨绝活。

8 月份热映的电影《正骨》，讲述了
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人搜寻中医
文化“平乐郭氏正骨医术”时，被电影主
人公——郭春远为代表的“以德报怨”
文化思想所感化的故事。郭春远的人
物原型就是原郑州市深圳平乐骨伤科
医院名誉院长郭春园。

该电影片名中“正骨”的骨，名为正
骨，实为正心。

以郭春园为人物原型

电影《正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
乐郭氏正骨为切入点，以全国名老中医、原郑州市深圳
平乐骨伤科医院名誉院长郭春园为人物原型。

“平乐正骨”起源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村郭氏家族，
是中国中医正骨的主流学派，有着200多年悠久的历史。
在“平乐正骨”的传人中，最有名气的要数“平乐正骨”第三
代传人郭春园的祖父郭贯田。他曾为慈禧太后看过病，
此后宫廷内又多次请郭贯田为宫内人诊疗疾病，由于治
疗效果好，慈禧太后赏赐给郭贯田五品黄马褂。

郭贯田除继承家传医术外，还结合临床心得编写
出“正骨手法略要”，创立了独特的平乐郭氏正骨医术，
其四子均继承父业，都为当世名医，在上个世纪初为不
少政界要人和名人诊疗过骨疾。

郭春园是我国传统正骨四大流派之一，“平乐郭氏
正骨”的第五代传人，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认
定的全国 500名著名老中医之一，卫生部“发扬祖国医
学遗产”银质奖章获得者，广东省模范共产党员，撰写
出版了骨科专著《平乐郭氏正骨法》及《世医正骨从新》。

2005 年 2 月 26 日，郭春园老人因癌症永远告别了
他的病人。

弘扬大医精诚精神

“目的就是不忘郭春园老院长的大医精诚精神，继
承和发扬他留下来的正骨医术。”郑州市深圳平乐骨伤
科医院名誉院长黄明臣说，拍摄《正骨》就是希望借此
让更多人知道“平乐郭氏正骨医术”，唤起人们对中医
药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2005 年 2 月，在郭春园老人病危前后，记者曾两次
前往深圳采访。虽时隔 8 年，但一提起老人，记者的脑
海依然清晰地浮现出这难忘的一幕：经过一间一间宽
敞的病房，在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三楼走廊尽头的一
间小屋内，生命垂危的老人，静静地躺在简陋的硬板床
上，插着鼻饲管，艰难地呼吸着，但他仍不时费力地抬
起手，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要给病人看片子……

从医 60 多年来，老人始终坚守“生命无价，病人利
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作为
全国名老中医，他每次看门诊，都佩戴“共产党员”标牌。

1992 年，69 岁的老人左手食指因长期遭受Ｘ光射
线侵蚀开始溃烂。为防止癌变，大家劝他尽早截掉左
手食指。他坚决反对：“截去食指还怎么给病人治病？”

2001 年，老人受伤的手指查出了鳞状上皮癌，不
得不截去了左手半截食指。直到癌症晚期，老人还坚
持为病人看病。

入党申请书上，老人曾用鲜血这样写道：“把真心
交给党，对党无虚言；不求名利，不骄不躁，全心全意为
病人，不让金钱杀伤我的双手……当党的事业需要我
的生命时，我会毫不退缩地贡献出我的生命。”

传递更多正能量

作为一代名医，郭春园老人不但用高超的医术救
治了数不清的重病患者，而且特别注意为病人省钱。
一位农民患者治病花费了几千元仍不见好，后来慕名
找来，他开出了处方不足 13 元的药，几天后患者就病
愈了。他常说：“医者要有父母心，不能见利忘义，更不
能见钱眼开。”

1985 年，老人前往深圳创建深圳平乐骨伤科医
院。按照他的献方生产出来的药品，年销售额已达
800多万元，但他去世时，存折上只有 5万元，一套两室
一厅的二手房，刚还完按揭贷款。

多年来，许多病人为表达感激之情送来红包，老人
都婉言拒绝，实在退不掉的红包就上缴。在他的倡导
下，医院成立了“特困患者救助金”。

2002 年，他打破“平乐郭氏医术不得乱传外人”的
“家训”，不要任何专利，不要一分钱提成，将 13 种祖传
秘方、验方的专利权全部捐献给国家。

该片导演詹文冠直言：“扛起主旋律大旗的电影
《正骨》，我们希望能够正人、正心，给观众带来积极、励
志的正面价值观，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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