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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指导支持

安全和保密宣传教育

□新华社记者 王明浩
孔祥鑫 杨淑君

在2022北京马拉松上感动亿万
网民的张顺，经过短暂休整，每天又准
时出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进行晨跑锻
炼。11月19日早晨，刚刚跑完10公
里的他显得轻松自如，回忆起此次北
马赛事仍觉得历历在目。“现场观众的
掌声和欢呼、‘关门兔’的陪伴和鞠躬，
让我无比感动，那一刻我更想鞠躬致
谢。但当天能完赛已是咬牙坚持，非
常担心最后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在这
里，我要向他们深深鞠个躬！”

“86岁，依然能跑，依然在跑”“体
育精神最好的诠释”“岁月并不能停止
我们的热爱”“生命不息，运动不止，为
老人点赞”……这些天，“北马最后一
分钟”刷屏出圈，很多网友对这位热爱
生活、执着奔跑的老人不吝赞美，纷纷
致敬“坚持的力量”。“如果可能，我会
一直跑下去！”谈起未来，年逾八旬的
张顺口气坚定。

北马情缘

2022北京马拉松比赛的最后一
瞬，注定会成为体育赛事的经典画面，
长久地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身形瘦削的张顺虽然气喘吁吁，
但坚持以跑步姿态迈过终点线；10余
名“关门兔”完成陪伴后，集体向老人
鞠躬致敬；站在拱形门下，张顺犹如跨
过胜利之门的战士，面对掌声和欢呼
驻足微笑、挥手致意……

然而，6小时12分15秒，最后一
个完赛，这样的成绩与张顺赛前的目

标相去甚远。
北马因疫情暌违两年，今年重

启。作为高龄跑者，张顺格外珍惜这
次参赛机会，很早就开始了备战。

“尽管速度不快，但今年以来每月
的跑量都在400公里以上。而且我会
以自己的速度跑自己心中的马拉松，
不出意外的话，5个半小时就能跑完
42.195公里！”

遗憾的是，张顺在比赛中“闹肚
子”，去了趟厕所，耽误了时间，以至于
超过计划40多分钟，用了6个多小时
才完成比赛。

意外的发生，并没有阻挠老人完
赛的决心，他的积极乐观、坚持到底，
成就了“北马最后一分钟”的经典。“目
送老人跑过终点，很多人都激动得热
泪盈眶。”身为“关门兔”的毛大庆说，

“我招呼大家并排站好，给站在终点远
端的老人和赛道两侧的志愿者、裁判
员们深鞠一躬。”

“虽然成绩上有些遗憾，但很满
足，也很感动，因为有那么多人支持
我、鼓励我。”张顺对记者说。

本次北马的经历，无疑将成为张
顺的难忘记忆。而老人的北马情缘，
则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1989年，北马队伍从家门口经
过，当时特别羡慕参赛的运动员。”从
小就热爱跑步、长期登山的张顺有着
扎实的锻炼基础，初识北马的难忘情
景让他萌生了“有朝一日可以参赛”的
愿望。

随着北马邀请大众跑者参赛，张
顺在2004年首次站上北马赛道。4
年后的2008年北马赛场，他创造出4
小时17分19秒的个人纪录。“千年古
都实现了奥运梦想，奥林匹克精神鼓
舞了我，让我跑出了最好成绩。”张顺

激动地说。
近年来，张顺开启全国跑马之

旅。除了北马，他还到厦门、桂林、无
锡等地参赛。迄今已跑过20个全程
马拉松、2个半程马拉松赛事。一块
块完赛奖牌、一张张成绩证书，镌刻下
老人奔跑的身影，诉说着他与马拉松
的深厚情缘。

2022 年北京成为“双奥之城”。
站上北马赛道并顺利完赛，张顺感到
无比自豪。“这是第40届北马，也是北
京成为‘双奥之城’后的第一次北马。
能够见证并参与其中，对我来说是一
个里程碑。”

勇于追梦

冬日的北京，最低气温接近零摄氏
度。每天清晨，张顺都会从家中出发跑
到玉渊潭公园，完成计划中的跑量。

“只要天气和身体允许，每天都要
出来跑一跑。”张顺说，完成一个全程
马拉松，要有比赛中咬牙坚持的勇气，
更要靠持之以恒的锻炼。“实现梦想，
必须日复一日点滴积累。”

长期坚持晨跑锻炼的张顺，已是
玉渊潭公园里的“名人”，很多跑友都
愿意跟他一起跑，分享切磋跑步经
验。今年65岁的长跑爱好者王国祥
10年前结识张顺。“一开始我跟着他
跑，向他请教跑步要领，他对我的帮助
和触动很大。”王国祥说。

在张顺记忆里，跑步一直陪伴他
成长。生于延庆农村的张顺，上小学时
到学校有3公里路程。每天都是跑着
去，放学再跑回来，“感觉挺快乐”。长
大后参军入伍，10公里或20公里户外
拉练是“必修课”。“部队的经历，不仅夯

实了我跑步的基础，更磨炼了不怕吃
苦的意志、培养了积极乐观的心态。”

无论工作的辛劳，还是在家里忙
碌，他都认为“没什么过不去的，耕耘
总会有收获”。对于跑马拉松，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感悟，张顺则是“一进入赛
场就像上了战场”，大雨也好烈日也
罢，他从不轻言放弃。

“坚持源于梦想，父亲是一个勇于
追求梦想的人，他带给我很多正能
量。”张顺的女儿张晨曦说，当她面临
人生困惑时，常常会从父亲那里寻求
力量。“他有种坚定的信念，常在我‘跌
倒’时‘扶’起我，让我能继续向前。”

“跑步会经历三个阶段：痛苦的坚
持、习惯的守候、愉快的享受。”王国祥
参加过国内外多项马拉松赛事，作为
资深跑友，经常与张顺探讨对跑步的
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两人交流互鉴、
惺惺相惜。“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磨炼
意志、修炼精神，能跑下去的关键往往
不是有没有体力，而是有没有心力，老
张就有一颗坚定而强大的心。”

永不停步

退休后，张顺有了更多时间从事
长跑运动。他加入了北京市长跑俱乐
部，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训练。多
年来写了30多本“跑步日记”，既记录
下风力、气温、路线、配速、跑量等跑步
的情况，也记录下他对运动的探索、对
生活的热爱。

每天晨跑后回到家，老伴岳民英
已准备好热气腾腾的早饭。“跑步是他
的生活，知道他喜欢，我们都全力支
持。”这种支持是全方位的，每次比赛
前，岳阿姨都会细心准备好衣物、药品

等，并时时处处关注张顺的身体状况。
“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

半。”张顺笑呵呵地说，“我们彼此理
解、互相支持。她喜欢旅游，我就陪着
她去游览名胜古迹和大好河山。”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每天想的
就是怎么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有
意义。”除了跑步，张顺还喜欢爬山，泰
山、华山、黄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京内大大小小的山峰他更是一有时间
就去“打卡”。

在张顺身上，年龄似乎只是一个
时间概念，很多人打听他“青春永驻”
的秘诀。岳民英说：“长期跑步让老伴
多项体检指标非常‘年轻’，很多医生
都赞叹不已。”张顺则说：“除了体育锻
炼，还有我喜欢挑战的性格和不服输
的劲头。”

如今，长跑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
利”，很多老年人也借此展现活力、拥
抱青春。在玉渊潭公园往来穿梭的跑
团队伍中，像张顺、王国祥这样的老年
人不在少数。“马拉松可能不适合所有
的人，但每个人都应该动起来，找到适
合自己的运动。”张顺说，年轻人是早
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体育锻炼十分必
要；老年人更应该多出来走走，让运动
和健康更加长久。

多年的长跑人生，让张顺收获了健
康、快乐、友情……回顾参加过的一场场
马拉松，抚摸一块块完赛奖牌，张顺如数
家珍、倍加珍视。“我会带着对马拉松运
动的感悟和思考，跑出‘不老人生’。”

也许有一天，张顺不再参加马拉
松比赛，但他的“不老人生”将会激励
一批批充满热爱、饱含激情的长跑爱
好者，鼓舞一代代憧憬未来、努力奔跑
的追梦人，永不停步，永远向前。

（参与采写：李春宇 郭沛然）

“86岁，依然能跑，依然在跑”
——2022北京马拉松最后一名完赛者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晓东
特约记者 陈绍利
通讯员 陈培东 张羽

尘肺病是危害最严重和最常见的
职业病，康复工作是改善尘肺病患者
生存质量的重要途径。陕西省卫生健
康委在尘肺病康复站建设中实施的

“三规范、两强化、一提高”工作机制，
让越来越多的尘肺病患者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康复服务。在今年全国职业
病管理工作视频会议上，该省就“规范
康复站建设、规范康复站管理、规范康
复站服务，强化技术支撑、强化信息化
管理，提高运营效率”作了交流发言。

专站专人服务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
地处秦鄂边界，深谷悠悠。这里是传
统劳务输出大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勤劳质朴、吃苦耐劳的漫川关镇人颇
受工矿企业欢迎。由于当时生产技术
水平低、安全防护意识差、防护能力弱，

不少人罹患尘肺病，漫川关镇户籍人口
2.6万多人，尘肺病患者达到216人。

2021年，漫川关镇被陕西省卫生
健康委列入第二批基层医疗机构尘肺
病康复站建设试点单位。随即，漫川
关镇中心卫生院改造房屋，购置康复
设备，选拔培训康复人才，软件硬件同
步建设，打造出省级星级尘肺病康复
站，为全镇尘肺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该院院长姚广宝介绍，尘肺病康
复站为公益性组织，免费为患者提供
健康评估、康复锻炼、康复治疗等，制
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康复站将辖区所有尘肺病患者纳
入家庭医生慢病签约服务范围，定期
为他们进行健康体检，做到疾病早发
现、早转归，并定期开展宣教工作、心
理咨询，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创新构建双模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陕
西省共建设35个康复站，为7404名患
者建立档案，提供康复服务3.5万人
次，康复服务满意率达95%以上。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
负责人杨新俭说，该省采取省级统筹
设备采购、省市县共同选址、乡镇承
担建设任务、各级同步推进的原则，
为康复站的规范化建设、科学化管理
提供依据。

杨新俭介绍，陕西省尘肺病康复
站康复模式即尘肺病康复站功能布局

“6+1+N”模式和尘肺病康复站康复
服务“6+3+N”模式。

功能布局模式中，“6”代表尘肺
病康复站6室，即康复诊室、肺功能
室、氧疗室、宣教室、运动治疗室、针灸
室（理疗室）；“1”代表尘肺病康复站1
廊，即 6分钟步行无障碍平直走廊；

“N”代表尘肺病康复站业务用房可根
据实际需求无限延伸，如抢救室、输液
室、心理咨询室、呼吸训练室等。

康复服务模式中，“6”代表6类专
业人员，即临床执业医师、公卫医师、
康复治疗师、康复护理员、健康管理
师、志愿者；“3”代表3个康复体系，即
住院康复、门诊康复、居家康复；“N”
代表康复服务措施无限延伸，如传统
中医康复、心理康复、健康教育、营养
治疗、氧疗等。

有了评价体系

杨新俭说，陕西省卫生健康委专
门制定了《陕西省尘肺病康复站建设
和运行管理考核评估方案》，构建起康
复站建设与运行管理的评价体系。

2021年，陕西省卫生健康委评定
了5星级康复站1个、4星级康复站2
个、3星级康复站3个，发挥星级带动
作用，调动各尘肺病康复站的积极
性。目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对在册
患者实行积分制星级管理，把参与治
疗次数、治疗效果等作为积分和评星
的依据，并据此给予免费药品、资金补
助等，激励更多尘肺患者积极参与康
复治疗。

同时，陕西省各康复站实现康复
信息互联互通，站内设备实现物联网
连接，患者康复数据实时进入系统，省
职业病防治院随时可以调取任何站点
的患者康复信息，不间断开展技术指
导，实现了一张屏、一张网管理。

尘肺病康复站建设的陕西实践

山西

加强落实
优化防疫二十条

本报讯 （通讯员杨蕾 特约记
者刘翔）近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省落实优化疫
情防控二十条措施有关情况。山西省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冯立
忠介绍了山西35条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强调要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
加大层层加码问题整治力度，进一步
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山西省整治疫情防控层层加码问
题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李瑞兵介
绍，山西省疫情防控办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加大“一刀切”、层层加码问题整
治力度的通知》，《通知》强调“高风险
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但
也明确“在疫情传播风险不明确或存
在广泛社区传播的情况下，可适度扩
大高风险区划定范围”，防止防疫人员
在政策理解上的片面化、简单化。在
畅通群众投拆渠道方面，山西优化

“12345”投诉举报热线、落实疫情防
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等服务功能，
坚持24小时在线服务，建立健全“接
诉即办”快速反应机制；对于各地网
民、群众反映的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
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
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随
意停诊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省、市、
县各级整治层层加码问题工作专班和
督导组将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对一些
典型案例要全省通报、公开曝光，情节
严重的要严肃处理。

北京

进返京人员
落地“三天三检”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11月21日，在北京市第420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刘晓峰介绍，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
室基因测序分析，奥密克戎BF.7变异
株是本轮疫情的主要毒株，传播速度
快、隐匿性强，病毒传代时间平均约为
2天。

刘晓峰表示，当前北京市面临最
复杂、最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疫情持续处于高位，呈快速上升态
势。京外商贸城输入病例引发养老
院、工地、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聚集性
疫情，并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安贞、
金盏以及通州区台湖、昌平区沙河等
地形成区域传播。11 月 18 日—20
日，朝阳区、昌平区、海淀区、丰台区、
通州区报告病例数较多，共涉及214
个街乡。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
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
建介绍，从11月22日起，对所有进返
京人员实行落地“三天三检”，相关人
员在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未出前不得外
出。对于抵京24小时内未完成第一
次检测、抵京满3天未完成第三次检
测的人员，“北京健康宝”将弹窗提示。

重庆

开通线上
用药咨询渠道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英 通讯
员杨莉）近日，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药品供
应保障及临床药学服务的通知》，明确
加强治疗药品储备、完善供应应急预
案、临床药师参与救治、加强互联网医
院药学保障等8项具体措施，全力确保
疫情期间医疗机构药品供应稳定和患
者用药安全。其中，从11月15日起，
重庆市中心城区27家医疗机构，将全
面开通线上用药咨询渠道，为群众提
供更便捷、更直接的居家用药指导。

据悉，提供用药咨询的药师，必须
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临床药师或主管药
师以上职称药师。咨询内容包括药品
的用法用量、用药疗程、适应证、禁忌
证、用药注意事项、贮存方法、药品有
效期识别、药物疗效、药物不良反应识
别及处置、个体化用药建议、特殊剂型
装置的用药指导、特殊人群用药指导、
患者用药依从性教育、医院药品供应
保障情况等。

本次开通线上用药咨询的中心城
区27家医疗机构既涵盖所有市级和
部队综合性医院，也包括各区级人民
医院，还纳入了儿童、妇幼、肿瘤、精神
卫生等专科医疗机构。重庆市民可以
通过《重庆市中心城区医疗机构线上
药学咨询渠道一览表》上介绍的方式
联系医院进行咨询。

糖尿病共同照护论坛
北京站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炬）11 月 20
日，第十届糖尿病共同照护论坛（北京
站）在京举行，解放军总医院陆菊明教
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陈
伟教授、北京积水潭医院邓丽丽教授
共同担任大会主席。

论坛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设置临
床热点研究、以人为本防治结合、共同
照护成效报告、医学减重四大分论
坛。医学减重分论坛聚焦我国肥胖人
群现状，分享全球减重领域最新动态，
旨在加强医学科学减重学术交流，提
升糖尿病合并肥胖人群的健康管理理
念。本次论坛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
病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瑞京糖尿病
医院承办。

湖南江永：老年人体检
“一人一档一策”

本报讯 （特约记者卿丽娜 通
讯员周维善 李钟胜 何转相）近日，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松柏瑶族乡黄甲
岭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走入当地敬老
院，免费为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体
检项目包括抽血化验、彩超、心电图、
尿检等。

据统计，江永县共有65岁及以上
老年人3万多人。今年，江永县加大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工作力
度，按照“一人一档一策”原则实行精
准健康服务，即为每一位老人建立健
康管理档案，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制
定个性化的管理对策。

学做
花式馒头

11月 21日，山东
省青岛市李沧区永安
路幼儿园海岸园，孩
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通过和面、揉面、
醒发等流程，做出各
种造型的王哥庄大
馒头。据悉，王哥庄
大馒头是崂山地区
农 村世代相传的手
工艺,至今已有500余
年历史，是青岛当地
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张鹰摄

河北保定：建成174个
婴幼儿照护试点

本报讯 （通讯员杨雅琴 特约
记者肖建军）日前，记者从河北省保定
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市已建成省、
市、县三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托育试点
单位174个，备案通过数量位居全国
首位；每千人口托位数达2.92个，位
居全省第二。

据悉，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将婴幼
儿照护服务试点示范工程纳入《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落实事项》《保定市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方案》，建立市县两级
婴幼儿托育服务管理网络。同时，举
办系列培训，引导各种类型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积极参与试点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