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伟

本报讯 日前 ，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先后将 26 个专科 ， 命名为第一批 、第
二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
周口市中医院骨伤科 、 脑病科被命名
为第一批 、 第二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 。

此前 ， 省卫生健康委依据相关要
求 ，组织专家对第一批 、第二批河南省
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进行

验收 。 根据验收结果 ，命名周口市中医
院骨伤科为第一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 ， 协作单位为项城市中医
院和西华县中医院 ； 命名该院脑病科
为第二批河南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

心 ， 协作单位为淮阳区中医院和项城
市中医院 。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被命名的各中心
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持续改进医
院服务质量和综合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专
科诊疗水平和科研能力，努力满足辖区及
周边区域人民群众对专科内疑难、 危重、
复杂疾病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②2

□记者 任富强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周口

海关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市进
出口总值 26.6 亿元，同比增长
38%， 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35.5
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 22.5 亿
元 ，同比增长 45.5%；进口 4.1
亿元 ，同比增长 7.8%，持续释
放外贸活力。

从贸易方式来看， 一般贸
易是我市的主要贸易方式。 今
年一季度，我市以一般贸易方
式进出口 26.4 亿元，同比增长
41.2%，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99.2%。其中，一般贸易进口 4.1
亿元，同比增长 8%；一般贸易
出口 22.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9.7%。

从贸易主体来看， 民营企
业活力明显， 外商投资企业稳
中有增。今年一季度，我市民营
企业进出口 22.9 亿元 ， 增长
46% ，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86.1%， 其中 ， 民营企业出口
22.4 亿元，同比增长 48.3%；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7 亿元 ，
增长 3.4%。

从贸易对象来看，美国、中
国香港地区、 东盟是我市主要
贸易伙伴。今年一季度，我市对
美国进出口 7.6 亿元， 同比增
长 18.3%； 对中国香港地区进
出 口 6.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3%；对东盟进出口 2.5 亿元，
同比下降 32.1%。 上述市场合
计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63.2%。

从贸易商品来看， 进口商
品以黄大豆为主， 出口商品中
梳妆刷、农产品表现亮眼。今年
一季度， 我市进口黄大豆 3.5
亿元 ，同比增长 7.8%，占全市
进口值的 85.4%； 我市出口梳
妆刷 5 亿元，同比增长 84.1%；
出口农产品 2.9 亿元， 同比增
长 5.3%；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2.8 亿元，同比下降 17%。

周口海关主要负责人表示，
自今年 1月起，我市月度进出口
始终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已连续
3个月实现正增长，为全年外贸
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
周口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诉求，
积极发挥海关职能，持续优化促
进外贸保稳提质措施，力求为更
多企业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

的通关环境。 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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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伟

本报讯 5 月 5 日上午， 市卫生健康
委组织召开中心城区三级甲等医院创建

工作动员会， 会议听取周口市第六人民
医院、周口市眼科医院（周口市第七人民
医院）、周口市人民医院 、周口市第一人
民医院、淮阳区中医院、周口骨科医院 、
周口东新医院 7 所医院工作汇报， 客观
分析创建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安
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 在中心城区再创建 7 所
三级甲等医院是市委 、市政府做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 ， 是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
局、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是
医院自身未来生存发展的迫切要求 ，关
乎经济社会发展 、群众健康和医院职工
切实利益。 各区各医院要高度重视 ，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工作专班 ，统筹
推进创建工作。

会议要求，要对标对表，形成创建工
作合力。 各创建医院要对照三级甲等医

院标准开展自查自纠， 理清不达标的项
目，彻底澄清创建目标任务，细化分工，建
立台账，坚持方案化、项目化 、清单化推
进。同时，要完善创建工作机制，定期召开
推进会议，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要加强培训，熟练掌握创建标准和流程；
要加强投入，提升创建工作水平；要强化
督导，确保创建工作按计划推进。 市卫生
健康委机关各科室要当好创建工作的指

导员、宣传员和服务员，全力以赴支持三
级甲等医院创建工作。 ②15

中心城区将再创建 7 所三级甲等医院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李现理 文/图

本报讯 在鹿邑县城东南 3.5 公里
处，有一个村庄叫四羊寨村，这个村隶属
于太清宫镇，据说该村有个宋朝皇赐“银
牌张氏”。 5 月 3 日，在鹿邑县作家协会、
县书画名师工作室一行人陪同下， 记者
前往四羊寨村采访，领略宋朝皇赐“银牌
张氏”家族 600 余年厚重文化和优良家风
历史传承。

走进四羊寨村一个坐西朝东的院落，
只见院子大门上方和两侧各有 “进士及
第”“锦衣重臣”“大夫门第” 字样的黑色
匾额，南墙上悬挂有红色的“同根一脉枝
无数，追踪溯源一家亲”宣传条幅。

今年 59岁的张亮是张氏家族第 21世
传人、族长。 他接受采访时说，在宋朝先祖
官居平章事（正三品官，即宰相）时，被皇赐
“银牌张氏”，堂号 “诵芬堂 ”，厅号 “树德
厅”，张氏家族的字辈排序为：平章延士泽，
守令振家声。 海岱基开宋，真源宅相明。

走进院内，映入眼帘的是上方悬挂着
大红绣球的“银牌张氏功名册”石碑 ，下
方书有“祖德宗功”四字方形小石碑。 后
面是三间古朴的宗祠建筑房屋， 门上方
石匾是 2018 年悬挂、书有“张氏宗祠”黄
色大字。 走进屋内，正堂中间是一世祖至
四世祖的四代神主牌位。

据张亮介绍， 其祖籍原是山东省枣
林庄。 “银牌张氏”宗祠始建于明朝洪武
年间（公元 1368 年~1398 年）。 张高祖在
元朝时任济宁（隶属山东省）知州 ，始祖
在宋朝为平章事， 一世祖张好德在明朝
洪武年间任丰润县 （隶属于河北省唐山
市，现为丰润区）主薄；二世祖张在明
朝洪武年间任锦衣卫千户 （正五品官）；
宗祠始建于洪武年间， 距今有 600 余年
历史， 由一世祖好德公携二世祖张耗
资 600 两白银所建 ， 祠堂当时占地 48
亩，祖坟占地 24 亩 ，家庙占地 48 亩 ，祠
堂分别由寨墙、主堂、东厅、西厅组成，门
楼设计独特，结构精湛，艺术精巧 ，历尽

沧桑，宏伟壮观，是典型的明清建筑 ，具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张亮说，明朝天顺八年（1464 年），其
四世祖谅任山西平阳府稷上县知县 ，后
任太原府忻州知州。 宗祠因年久失修，在
清朝嘉庆年间（1796 年~1820 年）被严重
破坏，由为官清廉、勤政爱民 、曾主政过
秦安县（隶属甘肃省天水市）、平罗县（位
于宁夏平原北部）知县的十四祖张梯，于
清朝道光元年（公元 1821 年）恩科举人后
出资重修。 据鹿邑县志和“银牌张氏”族
谱记载，鸣鹿书院始于清朝道光年间，历
史悠久， 由时任知县茅崧林和其十四祖
张梯重建， 在重建以前由其十三世祖张
应麟（字鲁一，号竹溪，邑庠生、文林郎）
主持鸣鹿书院工作。 十四祖张梯为官三
年后归里，在鸣鹿书院以教书育人为乐，
诸生肄业者弦歌不辍，人文蔚起，称盛一

时，他于清朝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去
世，终年 75 岁。

“银牌张氏”发源于今天的鹿邑县太
清宫镇四羊寨村，张式家族在多个历史朝
代中人才辈出， 现就鹿邑县志和族谱记
载，经初步统计，共考取贡士、举人、贡生、
太学生、监生、武痒生、邑痒生、后补巡检、
后补知县等功名者 58 人。

“我们家族历经 600 余年生生不息，
如今西至宁陵县，东至安徽省亳州市、阜
阳市，北至商丘市，南至周口市郸城县 ，
‘银牌张氏’家族已发展为近 30 万人的豫
东大姓氏。 据统计，仅一世祖好德公后裔
人口有 10 万人左右，‘银牌张氏’ 宗祠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被批准为‘周口市第五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农历 2 月 12
日清明节期间，‘银牌张氏’宗亲举行了隆
重的立碑祭祖仪式。 ”张亮说。 ③6

鹿邑发现宋朝皇赐“银牌张氏”

我市今年一季度
进出口总值 26.6亿元

周口两专科被命名为省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祖德宗功””四字方形石碑

进口 4.1 亿元
同比增长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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