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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牵小手
共筑平安路

近日，江苏南通，南
京铁路公安处南通站派
出所联合崇川区幸福街
道秦西社区在幸福幼儿
园开展“大手牵小手 共
筑平安路”活动，通过图
文并茂讲解铁路安全常
识和法律法规等方式让
幼儿从小树立爱路护路
的意识。

徐培钦摄

□李阳和（媒体人）

近一个月来，北京疫情又
起。从忙于囤菜，到急于解除弹
窗，再到每日排队做核酸，众多市
民不再淡定。突然遭遇的隔离、
封控、限行，更是让很多人惶恐不
安。疫情防控不仅要防住新冠病
毒对人身体的侵害，也要关注非
常时期人们可能遇到的心理问
题，并及时开展相关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已有两年多，
民众对于新冠病毒本身已没有当初
那么恐惧，但是面对防疫所带来的一
系列改变和不确定因素，情绪和心理
或多或少都受到刺激、影响。据世卫
组织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
全 球 焦 虑 和 抑 郁 的 患 病 率 增 加 了
25%以上。疫情笼罩下，那些收入无
保障、生活困顿的老百姓，疾病缠身
或出现急危重症的患病人群，以及孤
苦无依的老人、缺乏照顾的小孩等脆
弱人群，遭遇的心理问题可能更严

重。疫情防控必须兼顾民众的心理
健康。

心理问题因疫而起，防范之道在
于做好更细致、更人性化的防控工
作。优化防控措施，加强日常医疗
和生活保障，才能赢得社会对抗疫
政策的最大支持。在“围追堵截”病
毒的同时，防止防疫政策“层层加
码”，尽量减少对民生造成不利影响，
不仅是精准科学防疫的应有之义，也
是保护民众身心无恙的根本之举。
尤其是对于受疫情影响生活就医等

有困难的民众，以及老人和小孩等脆
弱人群，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要
给予一定帮扶，使他们顺利度过艰难
时刻。

“心病还须心药医”，提供心理援
助是纾解民众不良情绪的有效途径。
这种心理援助包括发动志愿者、社区
工作者等采取抚慰措施帮助居民舒缓
压力，也包括发挥专业力量的作用，如
组织医院和相关机构的心理卫生工作
者加强心理科普，或以心理服务热线、
网上咨询等方式提供便捷可及的情绪

疏导和心理干预服务。特别是要主动
加强对脆弱群体的心理关爱和帮扶工
作，让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看到生活
的希望。

心理问题多源于内在，学会自我
心理调适也必不可少。对任何一个成
年人来说，提升个人的心理健康素养
都很有必要，包括学习心理学方面的
知识，掌握一些心理调适技能，让自己
能更好地疏解负面情绪，内心变得更
强大。如此一来，哪怕暂时没有“诗和
远方”，也能憧憬“柳暗花明”。

疫情之下，尤需重视心理关爱

□张磊（媒体人）

近一周，“猴痘”一直占据网
络热搜榜，凸显了人们对传染病
的高度关注。然而，部分文章的
标题和内容聚焦“性传播”“男男
同性恋”，引发业界对传染病污名

化的担忧。5 月 27 日，世界卫生组织
刊文表示，“我们看到了围绕这次猴痘
疫情对某些人群进行污名化的信息，
这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如何阻止这
种疾病，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污名化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需
要齐心协力。”

事实上，世卫组织此前就已表示，

猴痘通过密切的身体接触在人际间传
播，性活动期间与受损皮肤直接接触
可感染病毒，但尚不清楚是否会通过
性途径传播。

回溯历史，不仅是猴痘，黑死病、
麻风病等很多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损
害的传染病都曾遭遇过污名化。近年
来，艾滋病无疑是重灾区之一。刚刚

过去的 5月第 3个周日是国际艾滋病
烛光纪念日，其目的是倡导消除对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这个
由全球卫生理事会于 1983 年发起的
纪念日至今已有近40年，但消除对艾
滋病的歧视依然任重道远。

应该认识到，面对一种疾病时，人
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实。断章取义、

缺乏科学性的信息肆意传播，可能加
剧相关群体的污名化、标签化和病耻
感，让他们羞于开口求助。从这一角
度出发，媒体在进行有关疾病的科技
报道时，须秉持科学理念，坚守客观准
确的底线，切忌把求流量、博眼球作为
唯一目标。

众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家庭宽
容等是促进传染病患者康复的重要因
素。当污名化和病耻感得到缓解，当
没有人隐瞒，战斗才会离胜利更近一
步。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需要
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

传染病污名化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王红峰（公务员）

近日，因烟草镜头过多，电影
《不速来客》和电视剧《光荣与梦
想》获 2021 年度“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自2007年起，
每年对 30 部国产热播电影电视
剧吸烟镜头进行监测，10 多年
来，“脏烟灰缸奖”依然有得奖者，
这说明控烟工作任重而道远。

影视剧吸烟镜头给青少年带
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当年，
电影《英雄本色》风靡一时，不少
年轻人效仿影片中的小马哥吸
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让
青少年远离烟草，实现健康中国
行动确定的控烟目标，各地各方
都应承担起控烟的社会责任。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
部、教育部等8部门就提出，要加
强电影和电视剧播前审查，严格
控制影视剧中与剧情无关、与人
物形象塑造无关的吸烟镜头。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监测数
据显示，2007—2021 年有烟草镜
头的影视剧数量整体呈波浪式下
降趋势，但2021年又出现上升势
头。限制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
头，关键在落地。主管部门要加
强对影视剧的审查和监管，对于
有过多吸烟镜头的电影、电视剧
不纳入各种影视剧评优活动；对
于过度展示吸烟镜头的电影，要
限制其在黄金档播出；同时要教
育导演、制片人和影视明星，在拍
摄影视剧时尽量减少吸烟镜头。

“脏烟灰缸奖”
何时再无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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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衣晓峰）低钠
盐能够实现减钠补钾而基本不减咸味
的功能，且有助于降低罹患脑卒中、心
脏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特别适合有
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食用。由哈
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特聘教
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乔治全
球健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田懋一，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乔治全球健康
研究院博士司磊以及团队成员共同完
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近日在线发表于

国际心血管期刊《循环》上。
低钠盐这一干预措施是否具有成

本效益，一直缺乏直接的科学证据。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乔治全球健
康研究院联合中国多所大学及河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在中国河
北、辽宁、宁夏、山西、陕西5个省区的
600个村庄，纳入20995名曾罹患脑
卒中或血压未受控制的研究对象，从
医疗系统和消费者的综合角度展开卫
生经济学评估。

田懋一介绍，此卫生经济学评估
的健康结局，包括脑卒中事件和质量
调整生命年；而卫生支出通过研究对
象的新农合医疗保险记录及科学文献
辅助确定；最后利用模型分别估算预
防脑卒中事件和增加质量调整生命年
所对应的增量成本。

研究发现，在平均近5年的随访
中，食用低钠盐与食用普通盐的研究
对象比较，前者脑卒中风险降低了
14%，并且平均每人额外获得0.054

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相当于每人多了
约20天的完全健康状态。低钠盐干预
组的人均卫生支出为1538元，低于对
照组的1649元，说明低钠盐干预措施
在预防脑卒中及提高生活质量上，以
更低的成本获取了更好的健康收益。

田懋一分析，使用低钠盐之所以
更能节省卫生支出，是因为实施干预
所需的额外费用被减少的医疗费用
所抵消；减少的医疗费用，主要是通
过缩短需要住院时间的心血管发病

事件而达到的。食用低钠盐也能够
减少看门诊和门诊药物的相关费用，
尽管这些费用只占总支出相对较小
的比例。

田懋一指出，低钠盐价格目前普
遍高于普通食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抑制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不利于低钠
盐干预的推广实施。如果政府可以通
过价格补贴来缩减或消除差价，将使
低钠盐与普通食盐的价格相当，会在
很大程度上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

一项卫生经济学评估提示——

推广低钠盐可实现“低成本高收益”

本报讯 （特约记者齐璐璐 通
讯员冯颖）“此次完成的‘亲属肝’加

‘废弃肝’双供肝肝移植，国际上尚未
见报道。‘亲属肝’联合‘废弃肝’作为
供体能保证受体获得充分的供肝，大
幅提高活体供肝肝移植受体的安全
性，同时对于废弃肝捐献者也不会增
加额外费用和手术风险。”5月12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周
俭教授表示。当天，是该患者做完肝
移植手术出院后第一次来到中山医院
肝外科门诊随访。而就在一个多月
前，28岁的他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患者2013年被诊断为乙肝肝硬
化、脾功能亢进，接受抗病毒治疗。今
年1月，他又被查出甲胎蛋白升高，核
磁共振提示肝右叶占位，被诊断为原
发性肝癌。患者来到肝外科主任周俭
的门诊。由于患者伴有严重肝硬化并

有反复的上消化道出血史，周俭建议
他行肝移植治疗。考虑到供体等待时
间及费用等因素，患者及家人选择亲
属活体供肝。经过检查评估，患者的
父亲符合作为供体的条件。

但有一个难题摆在面前：身高
178厘米的患者体重125公斤，属于
超重人群，需要的供肝体积要大于常
人，即使其父亲捐献体积较大的右半
肝也不能满足要求。患者不得不在国

家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
统登记等待供肝分配。雪上加霜的事
发生了，3月7日，患者再次出现消化
道出血，生命危在旦夕。

面对困境，周俭想到了双供体的
思路，即患者父亲献出一大半的右叶
肝脏，若再有一个小一点的肝脏就可
以了。但是那小一点的肝脏谁能够捐
献呢？且患者的病情又不能等待太长
时间。

幸运女神眷顾了患者。一名患有
肝尾叶局灶结节增生的女患者同期正
好就诊肝外科，经评估及讨论，患者需
要手术切除肝脏左叶才能安全地“虎
口拔牙”，将增生的结节切除。在手术
团队的详细“科普”下，该女患者及其
家属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将其术中产
生的废弃肝左叶用于上述年轻男患者
的肝移植手术。“这对我并不造成任何
影响，但却可以挽救一条生命，我非常

愿意！”女患者表示。
经过仔细周密的讨论筹备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同意许可后，3 月 18
日，3台手术先后在肝外科手术室展
开。周俭及其团队首先为女患者行左
半肝切除+肝尾叶增生结节切除术，
随后进行年轻患者的父亲的右半肝供
体获取术。在两个供肝分别经修整并
确认可用后，年轻男患者的手术才开
始。年轻男患者接受了其父亲的右半
供肝（570克）和女患者废弃的左叶肝
（370克），双供肝共重940克。

女患者术后第6天就顺利出院，
年轻男患者的父亲也很快恢复并出院
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
院士表示，利用因为良性病变而行手
术切除的废弃肝脏作为供体实施肝移
植术，创新地开辟了新的肝脏供体来
源，有望造福更多终末期肝病患者。

“亲属肝”不够，“废弃肝”来凑

超重患者双供肝肝移植成功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医疗集团成立

本报讯 近日，扬州大学附属医
院医疗集团成立大会在江苏省扬州市
举行，来自江苏省扬州市、淮安市、泰
州市和安徽省滁州市的8家三级医院
加入该医疗集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学浩、李兆申发来祝贺视频。

据了解，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医疗
集团将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持续强化
服务理念，创新运营模式，紧密对接县
域医疗机构提标扩能和群众健康新需
求，重构集团内部服务体系，拓宽集团
服务范围，更好地优化卫生资源配置，
提高医疗服务的社会效益，全面发挥
和整合集团品牌效应与成员单位优势
特色，不断提升集团内成员单位的综
合竞争力，共同探索医疗集团高质量
发展新路径。

（仇上斌 朱婷 赵子卿）

为八旬老兵
介入修复二尖瓣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孙先鹏）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韩雅
玲指导团队，运用全新一代国产经
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系统，为一
名重度心衰的抗美援朝老兵实施
了股静脉途径经导管二尖瓣介入
修复术。

患者年过八旬，近一年来，胸闷、
气短反复发作，且日趋加重，只能缓慢
行走20米，药物治疗后仍不见明显好
转。在北部战区总医院，经心脏超声
检查发现，患者心脏二尖瓣明显脱垂，
合并重度反流。

入院后，医生发现老人的心衰非
常严重，肾功能不全，还有脑梗和消化
道出血病史，救治难度很大。韩雅玲
立即组织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及
麻醉科进行会诊，研究治疗方案。考
虑患者外科开胸手术风险高，韩雅玲
建议尽快实施目前最新的二尖瓣反流
治疗，即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介入修
复术。

老人入院第二天，韩雅玲带领的
心脏团队与线上的外籍教授等密切
配合，运用全新一代国产经导管二
尖瓣缘对缘修复系统，成功为其实
施了股静脉途径经导管二尖瓣介入
修复术。术后，老人恢复良好，胸闷气
短症状完全消失，第二天即可下地
活动。

据介绍，二尖瓣病变是发病率最
高、介入治疗难度最大的心脏瓣膜疾
病。介入二尖瓣诊疗器械的研发已成
为全球心血管介入诊疗领域的热点及
难点，目前唯一成熟的介入二尖瓣治
疗技术便是经股静脉途径经导管二尖
瓣缘对缘修复。

吴尊友获
纳尔逊·曼德拉健康促进奖

本报讯 （记者张磊）5月27日，
在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
组织将纳尔逊·曼德拉健康促进奖授
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教授，表彰他在艾滋病防控、健康
促进等领域的杰出成就。吴尊友在视
频致辞中感谢长期积极参与艾滋病社
会防控、反对歧视的各界人士，呼吁各
方继续加强健康促进，表示愿继续投
身于艾滋病防控和健康促进事业。

据悉，纳尔逊·曼德拉健康促进奖
是世卫组织若干基金奖项之一，颁发
给对健康促进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
组织机构。该奖项由南非设立于
2019年，于2020年首次颁奖，每年颁
授一次。这是我国科研人员首次获得
该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