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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职员）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湖北省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中学一名女生
被逼下跪，并遭多人殴打。阳新
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称，
三溪中学一名女生被女同学欺凌
属实，目前已对该中学校长给予

免职处理。学生遭霸凌，校长被免职，
这一处理结果对其他学校及相关责任
人有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有助于
强化学校领导的教育管理责任。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在各地时有
发生。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73.3%的
受访者表示，身边曾经发生过校园暴力
事件。校园欺凌屡禁不止，与部分学校
及老师的态度和做法有很大关系。以

往由于缺少问责机制，有些学校和老师
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抱有“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的心态，对施害学生多
是一顿批评教育了事。这无形中纵容
了施暴者，可能使其越来越肆无忌惮。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2021 年
印发的《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明确提
出，出现教师师德严重失范、学生欺凌
等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情况或重大负面

舆情等情形的，受督导的各级各类学
校、其他教育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将
被问责。明确问责机制，加强学校的
管理责任，有利于让学校和老师对校
园欺凌现象更加重视，更积极地去预
防和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此前，曾
有地方在处理校园欺凌案件时，县教
育局对发生校园欺凌事件的学校进行
全县通报批评，对校长、分管副校长、

政教主任进行问责查处。而此次
对涉事学校校长予以免职处罚，
问责力度显然更大。

在校园里，校长是维护学生
身心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班主任
是直接责任人。如果发生校园欺
凌事件，且没有进行妥善处置，校
长和班主任理应被严厉问责。当
然，预防校园欺凌不能单靠学校，还
需要家庭、社会积极配合，特别是
要把施暴者的监护人纳入教育和
追责范围，从而打出治理组合拳。

治理校园欺凌就该严字当头

□陈晓曼（媒体人）

健康科普是全社会共同的事
业和责任。近日印发的《关于新
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
作的意见》阐释“强化全社会科普
责任”，对各级党委和政府、行业
主管部门、科协、学校和科研机
构、企业、媒体、科技工作者及公
民提出具体要求，强化了关键部
门的主体责任，让各方有章可
循。健康科普是一项社会性很强

的工作，需要各方行动起来，对标要
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加强健康科普，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态度十分关键。近年来，随着健康
中国战略的实施，健康科普工作日益
受到重视，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百姓
的需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
表现为投入相对较少、基础设施薄弱、
覆盖和渗透力有限、应急科普能力不
足等。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
素养水平，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社会系
统工程，不仅要舍得投入，还要舍得花
心思。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

府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要重视经费
投入、组织动员、政策制定、基础教育
以及设施建设等。地方党委和政府要
认识到，做好健康科普工作不是“自选
动作”而是“规定动作”，必须履行好领
导责任，为全社会积极参与其中创造
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健康科普相关责任方就像是一个
木桶的木板，只有补齐短板，才能让木
桶盛更多的水。近些年，在健康科普
领域，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务人员持续发力，通过组建健
康科普专家库、在医院成立健康促进

委员会、参加志愿服务、开通新媒体账
号等方式，促进了优质健康科普产品
的传播。然而，一些网络平台、自媒体
却“唯流量论”，未履行审核把关责任，
导致伪科学和虚假信息泛滥，对专业
声音造成干扰。与此同时，社会力量
参与度不够、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健康
科普工作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此
次《意见》的发布为各方认真审视目前
工作存在的不足提供了契机，各方要
紧盯薄弱环节，精准发力，补齐健康科
普工作的短板。

分工明确之后，就要确保各方不

折不扣抓好落实。《意见》明确了
科普工作关键部门的主体责任，
而此前，位列健康中国行动 15
个专项行动首位的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针对个人、家庭、社会、
政府设置了倡导性指标和工作
指标。接下来，相关部门可以结
合《意见》和专项行动要求，进一
步将主体责任具体化、清单化，
使之可评估、可考核，并尽快建
立健全考评机制，以确保健康科
普工作关键部门的主体责任落
到实处。

健康科普责任要不折不扣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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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复旦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颖教授团队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刚
教授团队研究发现老年人肌少症与认
知功能障碍存在显著关联。该研究在
国内首次利用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
查数据，评估了老年人肌少症对轻度
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为肌少症与认
知功能的因果关联研究提供了新的证

据，对老年认知受损的早期预防干预
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近日，该研究
成果在学术期刊《恶病质、肌肉减少症
和肌肉》上发表。

王颖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被认
为是介于正常认知水平和痴呆的中间
状态，具有向阿尔茨海默病转归的高
可能性，因此，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干
预和防控的重要关口；肌少症主要是

进行性和广泛性的骨骼肌疾病，包括
肌肉量和功能的加速丧失。鉴于肌少
症和认知受损之间存在共同的影响因
素，有研究提示，肌少症与认知受损可
能存在关联。但国内外关于肌少症与
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证据不足，且缺
乏大规模的纵向队列研究。

研究团队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
的全国代表性大规模调查数据基础

上，分别纳入5715名和2982名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并参照2019年亚洲肌
少症工作组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无肌
少症、可能肌少症和肌少症3个组。
研究结果表明，2015—2018 年无肌
少症组、可能肌少症组和肌少症组的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分别为
10.1%、16.5%和 24.2%；与无肌少症
老年人相比，可能肌少症组的定向、记

忆、计算及绘画能力得分均较低，而肌
少症组的认知各维度得分均更低。

进一步纵向追踪样本分析发现，
无肌少症、可能肌少症、肌少症人群
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与无肌少症老年人相比，可
能肌少症者与肌少症者患有轻度认
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分别增加了43%
和72%。

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大样本研究发现——

肌少症与认知障碍存显著关联

本报讯 （特约记者毛旭 通讯
员马婷婷 陈娟）首名经第三代试管
婴儿技术成功阻断颅额鼻综合征单基
因病的婴儿，日前在湖北省十堰市人
民医院出生。这意味着，像颅额鼻综
合征这样的单基因病可被彻底阻断向
后代遗传。

甜甜（化名）及其母亲都患有颅额
鼻综合征，即颌面部畸形。因担心这
样的容貌会传给下一代，甜甜婚后两
年没有生育。后来，甜甜和丈夫来到
十堰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准备
做试管婴儿。该院医生邓锴为他们做
遗传咨询，建议做基因检测。基因检
测报告显示：甜甜及其母亲均携带
EFNB1杂合致病变异。

邓锴介绍，该变异会导致颅额鼻

综合征。该病属于一种极为罕见的遗
传病，女性患者表现为额骨发育不
良、颅面不对称、颅缝早闭、鼻尖双
裂、指甲凹陷、头发发硬和胸骨骨骼异
常，男性患者通常仅表现出眼距宽。
邓锴分析认为，这对夫妇生育的后代
患有该疾病的风险为50%，但可以通
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获得一个健康
的后代。

夫妻俩决定接受第三代试管婴儿
技术助孕。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张颖带
领团队，在胚胎植入前进行染色体和
基因检测，再将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
胎植入。去年10月18日，甜甜接受
了胚胎移植手术，于今年6月28日顺
利产下一名体重为3.3千克的女婴。
经基因检测，女婴健康正常。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阻断
罕见畸形遗传

本报讯 （通讯员戢艳丽 杨梅
特约记者喻文苏）近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胸外科刘伦旭教授、蒲强教授和
廖虎副教授团队联合多学科专家为一
名巨大纵隔恶性胸腺瘤复发并侵犯纵
隔大血管、颈段气管及甲状腺的患者
成功实施手术，完整切除了复发的巨
大肿瘤。

52岁的女患者在 5年前因前纵
隔巨大胸腺瘤行“经正中纵隔肿瘤切
除术”，术后检查结果显示为B2及B3
混合型胸腺瘤。患者10个月前复查

时，被发现肿瘤复发。复发肿瘤位于
颈胸交界区域，肿瘤包绕无名动脉、左
颈总动脉和左锁骨下动脉，左无名静
脉完全闭塞，颈段气管及右侧甲状腺
被侵犯。颈胸交界区域空间狭小，分
布许多重要的大血管及神经，加上肿
瘤巨大，二次手术粘连严重，手术风险
极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多学科专家联
合会诊后，一致认为巨大胸腺瘤放化
疗效果不佳，虽然手术复杂、风险极
高，但如果不手术，肿瘤会很快侵犯压

迫气管及大血管，造成不可挽回的后
果。经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反复沟
通，多学科团队最终决定由刘伦旭、蒲
强指导，廖虎主刀，心脏外科、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多科联合手术。

术前，多学科团队针对可能出现
的情况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制订了周
密的应对和处理方案。如针对可能
出现的颈部气管侵犯，行气管切除重
建；针对无名动脉、左颈总动脉和左
锁骨下动脉可能出现的包绕，需要重
建等。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多学科团队
8月 17日为患者施行了经正中开胸
纵隔肿瘤切除、左无名静脉切除、上腔
静脉破裂修补、颈根部肿瘤切除、右侧
甲状腺切除、心包部分切除、胸导管结
扎术。术中，医生发现肿瘤巨大，紧贴
胸骨，包绕主动脉的主要分支血管，左
无名静脉完全闭塞，气管、甲状腺、迷
走神经被肿瘤侵犯，原手术创面致密
粘连，结构之间间隙不清，加上空间狭
小，手术异常困难。

虽然术中出现无名静脉及上腔
静脉破裂出血等紧急情况，但多学科
团队由于前期做好了周密计划和应
急准备，同时在术中认真谨慎处理，
最终保障了患者安全。经过 8个多
小时的奋战，多学科团队完整切除了
复发的巨大肿瘤。经过医护团队的
精心照护，患者术后恢复顺利，已康
复出院。

多学科联合切除恶性胸腺瘤

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崔芳）近日，中国
健康教育中心主办的2022年校园呼
吸道传染病防控主题推进活动启动仪
式暨培训会在京举行。

活动邀请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
东城区青少年健康中心等单位的多位
专家授课。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健康教育骨
干、分管健康促进的学校副校长与校
医代表在线参加了启动仪式和培训
会。据悉，下一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将组织实施校园防控工作图文案例线
上征集活动，并组建呼吸道传染病防
控健康科普专家队伍，助力校园呼吸
道传染病防控。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中国营养
学会肿瘤营养管理分会日前发布了
《肿瘤患者康复期营养管理专家共识
（2022版）》。新版共识有10条核心
信息，聚焦于康复期的肿瘤患者营养
状况，围绕康复期营养风险筛查、营养
不良诊断、肠外肠内营养支持，以及医
学膳食管理的原则、方法和标准，对老
版共识进行了部分更新。

中国营养学会肿瘤营养管理分会
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
主任于康介绍，肿瘤患者康复期在居
家护理时往往在营养管理方面误区，
以致造成营养不良甚至影响康复的不

良后果。
于康表示，康复期的肿瘤患者除

了可定期接受有资质的营养（医）师
或者经过营养规范化培训的肿瘤医
师的营养建议外，他们及其家属自身
也应学习相关膳食营养支持方面的
知识，做到日常专业的营养管理。中
国营养学会肿瘤营养管理分会组织
全国临床营养专家和肿瘤医学专家
共同编写的《中国肿瘤患者膳食营
养建议》可为相关专业人员和居家
治疗的肿瘤患者提供全程营养解决
方案，给他们提供更为细致而专业的
建议。

肿瘤患者康复期营养管理
专家共识更新

重庆发现1例
境外输入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重庆9月16日电 （记
者周闻韬 刘恩黎）记者从重庆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9月 16日，重庆市确
诊1例境外输入猴痘病例，该病例为
自国外中转重庆入境人员，在按规定
进行入境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
隔离期间，出现皮疹等症状，经重庆市
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及中国疾控中心
复核，结果为猴痘病毒核酸阳性，国家
组织专家诊断为猴痘确诊病例。该病
例正在定点医院进行集中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其密切接触者均已落实隔
离医学观察措施。目前，该病例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为阴性。

重庆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指挥
调度、安排部署。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迅速响应，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加
强追踪排查、核酸检测、医疗救治和全
面消杀等相关工作。经专家研判，该
病例入境重庆即被隔离管控，无社会
面活动轨迹，疫情传播风险低。

苏州3个卒中防治
平台揭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兰兰 通
讯员邱浣敏）9月 18日，苏州大学脑
卒中研究所、苏州市神经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中心、苏州市缺血性脑血管病
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举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国家首
批高级卒中中心。揭牌仪式上，苏州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盛乐说，希望以苏
大附一院为主体的3个平台从临床研
究、基础转化及区域联动3个方面，构
建脑卒中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优势平
台，推动苏州市卒中防控关键拐点早
日到来。

赛急救技能

9 月 17 日，由河北省邯郸市
肥乡区教体局、邯郸市急救指挥
中心联合举办的肥乡区学校卫生
与健康教育技能大赛在肥乡区河
头堡小学举办。来自肥乡区各学
校的校医和相关教师同台竞技。
比赛包括理论测试和实操测试，
其中，实操测试内容为单人徒手
心肺复苏、血压测量、创伤急救技
术之外伤包扎、骨折固定4项。

通讯员王世英
特约记者李湛祺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