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HEALTH NEWS

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电话：（010）64621093

■编辑/严少卫新闻

主办单位：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社长：邓海华 总编辑：孙伟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小街甲6号 邮编：100027 电话：010-64672395 新闻热线：xwrx@jkb.com.cn 广告业务：010-64621512 发行业务：010-64622910 周一至周五对开八版 年价：456元 零售价：1.9元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地址：北京市白纸坊东街2号）

相约冬奥·一起向未来

（上接第1版）
最让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

记、副主任曲永亮高兴的是，2021年
密云区招录医学毕业生20人。“2021
年，通过返聘退休医生、政府购买服
务、社会招聘、定向培养等方式引进执
业医师、药剂师、乡村医生等，最终有
30名医务人员入职村卫生室。”曲永
亮介绍，每个村级卫生室均设置诊室、
公共卫生室、药房等，配置治疗台等设
备40件。同时，密云区加强区域临床
检验中心和影像中心建设，提高了基
层医疗机构的检验、放射诊疗能力。

老百姓最关心的服务水平也在同
步提高。密云区组织院感及乡村医生
质控专家建立及修订12项村卫生室
工作制度，按照“镇管村用”方式，对卫
生室药品采购、医生规范执业、考核评
价等内容进行规范化管理。另外，加
快推进新建村卫生室纳入城乡居民医
保范围，方便农村居民持医保卡实时
结算。目前，密云区政府购买服务的

村卫生室已全部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是北京市唯一将政府购买服务村卫生
室全部纳入医保定点管理的区。

不过，密云区也有短板。王文平
说，目前全区乡村医生岗位人员具备
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人员占比为
25%，距北京市要求的30%的目标还
有一定差距。下一步，区卫生健康委
将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首都医科
大学做好乡村医生定向培养及毕业生
安置工作。

优质医疗向基层延伸

密云区80%是山区，过去，山区百
姓找专家看病难，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不到镇村。这一情况，在2020年11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面接管密云区医
院后有了改变。两家医院签约后，密
云区医院成为北大医院密云院区，管
理与发展纳入北大医院发展规划中。

为了让山区百姓方便就医，密云
区依托北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和中
心院区专家的指导帮扶，让北大医院
密云院区与1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建紧密型医共体，社区医生不断规
范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提升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

全科医学科基于分级诊疗的理
念，想方设法将常见病、多发病患者留
在社区。北大医院接管密云院区不到
1个月，全科医学科在密云院区落地，
承担整个北大医院全科医学教育中医
学生病房实习的工作。北大医院密云
院区院长王平表示，空间的局促限制
了一些新兴学科在北大医院中心院区
的发展。因此，利用密云院区的学科
基础和优势来发展这些学科。“现在，

全科医学科有20张病床，学科发展得
很好。”王平说。

北大医院密云院区副院长孙万卉
说，科室成立至今，每月组织一次全区
病例讨论，每家社区医院都要派代表
参加。“病例讨论由社区医生牵头，针
对社区实际发生的病例展开，由北大
医院密云院区医生指导，北大医院中
心院区专家进行点评。”

“全区的典型病例讨论分享，我们
已经主讲两次了。”密云区西田各庄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义连续几
天忙疫情防控，导致声音沙哑。“我们
将加大对高级职称人员的培养力度，
力争3年内实现每个高级职称人员都
有特色、有专长。中级职称人员积极
参加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骨干培训，

并参与特色科室的团队。”赵春义说。
赵春义口中的骨干培训，始于

2021年。密云区遴选社区骨干全科
医生，以进修学习的方式，到北大医院
密云院区培训。“第一期培训了20名
社区医生，培训周期为6个月。我们
根据社区需求量身定制培训内容，包
括临床思维、日常操作、急诊急救、日
常诊断、转诊能力等。”孙万卉介绍。
据悉，学员学期结束通过考核后，会被
授予培训合格证书，获得在当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密云院区全科医学
科患者的权限。“以后每年都会举办这
一培训。”曲永亮说。

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的同
时，也给密云院区带来了更多可能。
近日，密云院区泌尿外科收治了一名
长段输尿管狭窄的患者，其输尿管支
架放置数年，无法接受终身带管的现
实。北大医院中心院区的李学松教授
来密云院区会诊后，建议其采用回肠
代输尿管术治疗，这样既能拿掉身上

的造瘘管，又能提高尿路的通畅程度，
保护现存肾脏的功能。“这项手术难度
极大，在远郊区的医院实施，放在以前
是不敢想象的。”李学松表示。患者
说，过去肯定抬脚就奔城里了。

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密云
院区开设了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拓展
了服务范围，提升了服务能力。王平
介绍，科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开展腰椎
穿刺、脐静脉置管、袋鼠式护理等新技
术17项，收治早产儿、需呼吸支持的
危重新生儿175人，首次成功诊治了
川崎病患儿，彰显了学科发展的后劲
儿，同时很好地支撑了产科发展。

从乡间到区里，从基本医疗服务
有保障到优质医疗触手可及，密云区
的卫生健康事业越走越扎实。见多了
看病就医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密云院
区护士肖春娟说：“现在乡亲们少了奔
波之苦，在本地就能接受高水平医治，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自己的健康管家，
在以前简直做梦也想不到。”

“不敢想”的优质医疗来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郭蕾
通讯员 蔡莹莹

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进行
得如火如荼。随着几天前开幕式
的顺利举行，国家体育场（鸟巢）
FOP医疗站成员、中日友好医院
国际部护士魏晓梅悬着的心也终
于落了地——当天其所在的
FOP医疗站无救援任务。

继2008年承担北京奥运会
国家体育场主场馆医疗保障任
务后，中日友好医院作为国家卫
生 健 康 委 直 属 医 院 ，承 担 着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国
家体育场主场馆医疗保障、延庆
高山滑雪场医疗保障以及兴奋
剂检测 3项任务。来自中日友
好医院的50余位医生、护士、志
愿者各司其职，认真做好每一项
工作。其中，护士魏晓梅和医生
李锐是这个“双奥医院”的“双奥
医者”。

赛场几分钟，赛前几年功

魏晓梅两次参与奥运会医疗保障
任务，她说：“能够为举办精彩的奥运
盛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感到非
常荣幸和自豪。”

时间回到2008年8月，那时的魏
晓梅参加工作不足两年，是一位活泼
的年轻护士。当时，她也作为国家体
育场（鸟巢）FOP医疗站成员，见证了
鸟巢的激动人心之夜。

14年过去，魏晓梅褪去青涩，成
长为经验丰富、成熟稳重的护士。“14
年间，我不断提升能力，取得了危重症
专科护士资质，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灾
害护理学专业研究生学历，参加了国
家紧急救援队，并在捷克学习了航空
救援。”魏晓梅说。

FOP是英文“Field of Play”的
英文缩写，FOP队员是比赛场地内首
先接触受伤运动员的医疗队员。他们
第一时间进入场地，判断运动员伤情

并及时给予救治。
从发现伤员到治疗伤员，往往只

有几分钟。而就是为了这几分钟，冬
奥会开始前半年，魏晓梅等医疗志愿
者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训练。“医院和
奥组委为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包括
练习英语口语、掌握急救技能、学习冬
奥知识和冬奥礼仪等。我们丝毫不敢
懈怠，在一次次培训和演练中提高技
术和队员间的默契。”魏晓梅介绍。

今年1月进驻国家体育场后，魏
晓梅等医疗志愿者脱产投入医疗保障
工作，医院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支持和
帮助。同事则积极承担责任，帮助他
们分担科室内任务。魏晓梅表示，参
加本次医疗保障工作，不仅让她提升
了职业认同感，还提高了她的急救技
能和团队合作水平。

飞驰雪场守护生命

放下手术刀，走出医院，换上滑雪
装备，从一名沉着冷静的医生，迅速变

身为滑雪场上的高手。这就是冬奥会
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队员、中日友好
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李锐热爱的“双重
生活”。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李
锐与魏晓梅一起，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FOP医疗站参与医疗保障工作；14
年后，他站在赛道医疗岗位上，承担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医疗保障任务。

“我为高山速降、大回转、小回转
和超级大回转的运动员提供医疗保
障。”李锐说，国际滑雪联合会要求，一
旦运动员受伤，滑雪医生必须在4分
钟内赶到出事地点，对运动员进行施
救。但考虑到其他运动员还需要比
赛，实际上滑雪医生要在1分多钟赶
到现场。

为了提升滑雪技能和急救技能，
2018年，40多名医疗技术过硬又有
丰富滑雪经验的医生组成了中国第
一支滑雪医疗保障队伍，李锐是成员
之一。每年冬天，他们都会前往指定
地点参加培训。李锐说：“在训练过
程中，有的队员受过重伤。但是有些

人没有放弃，在最短的时间内进
行了手术、康复后，又回到了队
伍中。”

雪上项目是速度与技巧的比
拼，高山滑雪项目比赛时运动员
的最快速度约为 140 千米/小
时。历届奥运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受伤
的比例是15%～30%，其中重伤
超过1‰。因此，滑雪医生提供
医疗保障至关重要。

“当运动员受伤时，医生要第
一时间判断其意识、呼吸、脉搏是
否有问题。如果意识不清，要考
虑到是否排除颈椎损伤，是否要
戴好颈托；如果呼吸循环不稳定，
要考虑是不是要做气管插管，甚
至在雪道上做心脏复苏。同时还
要呼叫救援，决定是直升机转运，
还是采用其他方式转运。验伤、
判断、汇报，这些要在30秒之内
做出准确决定。”李锐说，所有艰
苦训练，都是为赛时更好地保障
运动员安全。

“双奥医院”的“双奥医者”

□新华社记者 赵建通
刘金辉 岳冉冉

跟着AI大屏打太极拳，抽取
中医药盲盒礼物，看人体经络穴
位三维演示……在北京冬奥会主
媒体中心，有这样一个100平方
米大小但科技范儿十足的中医药
文化展示空间，它就像一扇神奇
的“窗口”，吸引了往来中外媒体
工作者的目光。

不仅仅是主媒体中心的中医
药文化展示空间，北京冬奥村和延
庆冬奥村也设立了以“10秒”中医
药体验为核心理念的中医药体验
馆。这些中医药文化“传播窗口”
调动中医药各领域专家参与设计，
以高科技手段为载体，打造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范式。

冬奥会上的中医药展示

设置中医药展示空间、体验
馆，是本届冬奥会的一项特别安
排。这也是首次在世界级赛事中
集中展示中医药文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有卓
越表现的中医药“三药三方”，这
次合体亮相主媒体中心的中医药
文化展示空间。中国中医科学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三药三
方”，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
全过程均可发挥作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行业内
优秀中药企业牵头组织了中医药
文化展示空间的设计、搭设，该负
责人说：“我们希望大家看到中医
药文化是有传统的、有底蕴的，也
是现代的、创新的、与时俱进的。”

“中医的创新发展就是我们
去充分借鉴现代的科技技术，让
中医向着更高的高度去发展。就
像这次展示空间一样，我们也是
在实践这样的思路，中医从来不
排斥先进的科学技术，相反（这些

科学技术）会融入中医里面，促进中医
的发展。”该负责人说。

在冬奥会保障健康

通过打“AI太极”领取盲盒礼物
的花名册上显示，来自奥林匹克广播
服务公司、英国广播公司、朝日电视台
的工作人员是主媒体中心中医药文化
展示空间的常客。工作人员说，除了
了解中医药文化、学习太极，还有很多
外国人专门询问能否在这里接受针灸
治疗。

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化展示、体
验，中医药以针灸按摩等形式在冬奥
会运动员健康保障、创伤治疗、疲劳消
除方面也作出了很多贡献。

“中国的中医药非常棒，穴位按
摩、拔罐，我们在训练中也经常做，非
常有效。”在北京冬奥村的中医药体验
馆，几名巴西运动员如此说。

“我们除了做文化展示空间，还派
出了包括几家附属医院医生在内的近
百人，在闭环里做健康服务保障——
包括常规的参与核酸检测等，还有利
用中医理论为运动员提供食物营养咨
询服务……”中国中医科学院相关负
责人说。

让更多朋友看到中医的美

中医药在北京冬奥会上惊艳亮
相，来体验参观中医药文化的世界各
地朋友怀着好奇前来，带着赞叹离开。

“一位加拿大代表团的随队医生
参观完后极为震撼，他跟我分享了自己
对中医的理解与敬佩。”延庆冬奥村中
医药体验馆的志愿者司天卓说，“中医
药体验馆不仅是传统中医药成果的展
示平台，更是中国形象的展示平台。”

北京冬奥村中医药体验馆的志愿
者负责人张晓冰说：“这里是我们传播
中医药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
我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让更多外国
朋友看到中医之美！”

向全世界展示中医之美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王红

2月8日，曾为谷爱凌做过运动保
健的河南中医骨伤专家董良杰一看到
谷爱凌冬奥会夺冠的消息，就第一时
间向谷爱凌母亲发去了祝贺信息。董
良杰感慨道：“其实她的夺冠早就有迹
可循，小姑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平时
的训练也非常刻苦。”

早在2019年，董良杰和谷爱凌就
因为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谷
爱凌的母亲得知董良杰是中医骨伤少
林正骨传承弟子，便邀请他为常年进
行高强度训练的谷爱凌做正骨，调理
身体。

体验过一次纯正的中医正骨后，
谷爱凌高兴地跳了起来：“腰背从来没
有这么舒服过，像换了一根脊柱！”

河南省中医院骨病二科副主任中
医师董良杰被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以2022冬奥
会国家队队医身份，为冬奥坡面障碍
大跳台、双板U槽国家集训队开展医
疗保障、科研工作，并负责冬奥会跨界
跨项坡面障碍大跳台组29人和双板U
槽组26人两支集训队伍的医疗保障。

集训期间，董良杰跟着选手们辗
转哈尔滨、日本、新西兰等多地，将中
医骨病创伤诊疗、少林伤科特色疗法，
结合运动医学、运动营养学、运动心理
学、运动人体科学融入日常的康复和
治疗中。不仅如此，为了能在训练场

上第一时间为队员提供医疗诊
断，董良杰甚至还在教练的指导
下学会了滑雪。

对体育运动骨伤异乎寻常的
准确判断能力，让运动员们对董
良杰骨科医生的身份更加崇拜
和喜爱。训练期间，为了帮助队
员们更好地放松肌肉，董良杰没
少想办法，把自己的功夫招式也
亮了出来。“上次您教我的少林
桩功，锻炼之后感觉腰部舒服多
了！”一位接受过其治疗的运动
员说。

2021年初，董良杰结束了随
队任务回到河南，恢复正常的临
床工作，接替他的是河南省中医
院另一位医生。

谷爱凌“结缘”河南中医

河南确定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修订
后的《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办法》公布。《办法》对生活垃圾的源头
减量、分类管理、资源化利用、无害化
处理及监督管理等活动做出明确规
定，将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

《办法》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
圾，规定市级和县（市）政府应当根据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
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合理布局城市生
活垃圾投放点，建设满足当地需要的
各类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和
场所；鼓励相邻地区统筹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场所建设，鼓励建设城市
生活垃圾资源循环利用园区。

《办法》明确，河南省政府城市生
活垃圾主管部门应当指导设区的市
政府城市生活垃圾主管部门制定城
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
处理设施、场所建设管理规范，发布
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加强监督管
理。市、县级政府城市生活垃圾主管
部门应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统一
规范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等垃圾收集容器的图文标
志、颜色等。

太原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 （记者崔志芳）近日，《太
原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由2022
年太原市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方案》明确，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体要求，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
推进乡村建设。

《方案》提出，全市520个行政村
全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114个城中村、城边村、空心村、搬迁
村因村施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50个以上示范标杆型美丽
宜居示范村、50个以上优化提质型美
丽宜居示范村、10条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廊道，打造2个乡村建设示范
县。以清徐县为试点，分批次分年度
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开展乡
村风貌管控，围绕“醋都、葡乡、菜篮
子”，建设六大片区，以产业发展带动
乡村建设。以晋源区为试点，围绕“山
水晋源、稻花飘香”，贯通农文旅，全域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方案》提出，抢抓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建设战略机遇，打造一条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的北部乡村振兴示范带，
构建“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点上出彩、
线上成景”的乡村建设格局。

陕西9市5县
通过国家卫生城镇复审

本报讯 （特约记者魏剑）近日，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印发文件，
对2020年、2021年参加复审通过的
国家卫生城市，以及2021年参加复审
通过的国家卫生县城进行重新确认命
名。其中，陕西省咸阳市、铜川市、渭
南市、延安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
市、韩城市、华阴市9个国家卫生城市
和凤县、麟游县、礼泉县、吴起县、志丹
县5个国家卫生县城通过国家卫生城
镇复审。

据了解，近年来，陕西省各级爱卫
机构牵头负责，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协
作配合，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参与，国家卫生城镇创建工作取得
了可喜成绩。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国
家卫生城市13个、国家卫生县城63
个、国家卫生乡镇123个。

2 月 14 日，美国选手玛琳·哈米尔（中）在比赛中失误受伤。
当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
在河北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 新华社记者许畅摄

及时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