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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云：行医 40 载 造福千万家
□记者 郑伟元 文/图

������他是中医世家第六代传承人，行医已
逾 40 载。 他临证注重实效，1500 余副药方
烂熟于心。 他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赢
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誉。 如今，他悉心管理
医院，誓将中医药事业传承发扬。

他，就是淮阳区白楼镇卫生院院长张
祥云。

������1983 年， 张祥云在解放军空军某部队服役时接
受了卫生专业培训，并担任卫生员。 1987 年，他师从
父亲，投身于有 180 多年历史的家族中医事业。

“您这个病我这有方子，我先看看您的情况再开
药。 ”2024 年 12 月 12 日 8 时许，记者来到白楼镇卫
生院中医馆，只见 2 楼的候诊室已经“一座难求”。 张
祥云亲切而仔细的问诊声从诊室传出，经过有 10 余
名排队患者的走廊，传到楼梯拐角。

走进诊室，59 岁的张祥云正为一位大娘号脉，他
的左手下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
在他身旁，同样模样的笔记本摆满了书架。 周围的人
说，这都是他接诊患者的病历记录本。

和这些笔记相伴的，是张祥云雷打不动的工作
习惯。 每天 5 时，张祥云就会起床，到卫生院开门。
夏天一些患者到得早，他还会请大家先去候诊。 此
后 ，他会用一个小时背诵药方 、学习理论 ，再开始
接诊。 从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到自考河南中
医学院 （现河南中医药大学 ）取得本科文凭 ，再到
成为主任医师， 张祥云凭借长期积累的 1500 余副
药方，精通内科、妇科疾病和慢性病的中医诊治。

候诊室里 ，57 岁的吴先生是张祥云的 “老主
顾”。 他患有胃病，此前曾辗转多地求医，病情均无
好转，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了这里。 “吃了一年多的
药，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张医生待病人很亲切，而且
不论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我们都很喜欢他。 ”吴先
生说。

如今，张祥云平均每天要接诊 130 名患者。 工作
期间，他不休息、不吃饭，直到将最后一名患者送至
门外，方得片刻安歇。 张祥云经常对同事说：“我晚吃
饭不要紧，不能让患者等着。 ”正是这种视患者如亲
人的品德，让张祥云深受患者赞誉。

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白楼镇卫生院以前并非如此门庭若市。 在张祥云
来当院长之前，医院底子薄、技术弱、环境差，患者寥
寥。 2021 年 11 月，来到卫生院的张祥云抓服务、抓落
实，大力改善医院就诊环境。

“现在这个中医馆，之前就是个垃圾堆。医院职工
一起清理了 7 天，才把这块地给‘翻出来’。 ”提及设
施建设工程，张祥云很是感慨，房屋破旧、电路老化，
他挨个房间查看，逐个进行翻新。 没有诊室，办公困
难，他带头做工作，争取地块建设中医馆、办公楼。 患
者就诊停车难，天气恶劣时院内泥泞，他与职工一起
做场地硬化，建出一块 2000 多平方米的停车场。短短
两年，一个功能完善的卫生院呈现在辖区群众面前。

环境整治好了，张祥云又投入到医技水平提升工
作中。 他自负订阅了《中医杂志》《河南中医》《河南中

医药学刊》等专业刊物，带领全院职工共同学习。渐渐
地，大家掌握了中医药领域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方
法，并积累了中医药临床经验。加之他自身技术过硬，
一批又一批的患者开始慕名前来白楼镇卫生院就诊。

做好接诊工作，更要做好管理工作。 张祥云要求
医务人员接待患者时要热情主动、亲切温暖，并建章
立制，杜绝乱检查、乱收费等。他每年对医务人员进行
1 至 2 次集中综合考评， 考评内容包含医疗质量、服
务态度、岗位履职等。 考评结果与职称晋升、薪资调
整、表彰奖励等挂钩，达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目
的。 “现在，我院职工月均工资超过 3000 元。大伙儿上
班干劲儿十足。 有了优质服务，今年我院在河南省预
约挂号平台上的挂号率及就诊满意度均名列前茅。 ”
白楼镇卫生院副院长宋学臣说。

凝心聚力 管理有方

������作为张氏中医第六代传人，如何将中医药事业传
承下去？ 作为卫生院院长，如何带动医院诊疗水平进
一步提升？ 张祥云思索万千，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人
才培养方面。

在张祥云为患者诊疗时，他的对面总会坐着一位
认真做笔记的 “胖医生”———蔡伟。 作为张祥云的弟
子，蔡伟已跟随师傅学习了 18 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

“师傅对待患者慈祥温和，但对我们却十分严厉。
他布置的学习内容必须按时完成，还要求我们多读经
典医书。 ”蔡伟说，张祥云曾在下乡义诊时遇到一位脑
部重症患者。 因病情危重不能转诊，张祥云用中医手
法抱着患者的头撑了一整晚， 直到其症状有所缓解。
师傅的表率作用使他感悟到了医者仁心，如今在诊治
患者过程中，他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既是张祥云的儿子又是弟子的张乾坤十分认同蔡

伟的话：“我不仅要学习父亲高超的医术，也要学习他良

好的医德医风，把中医药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
“我们家要求徒弟要道德良好、善于思考、为人老

实，这也应当是现在对广大中医学学子的要求。 ”张祥
云介绍，随着周口市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他们也引进了多名优秀中医药专业毕业生，目前
卫生院中医药服务团队已有 16 人。 同时，卫生院中药
房、煎药房也扩大规模，以满足群众就诊需求。

如今，来白楼镇卫生院就诊的患者大都会选择中
医治疗。 在张祥云和中医药服务团队的努力下，卫生
院辖区内的村卫生室也都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2020
年，由张祥云创办的中医馆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授予
“河南省示范性中医馆”荣誉称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我们会在市、区
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 持续建设中医药人才队伍，增
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夯实中医药文化基础，为健康周
口建设贡献力量。 ”张祥云说。

用好政策 守护健康

中药房里，药师正在按方配药。

张祥云为患者号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