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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春节，到广东省广州市旅游
的江西省南昌市市民张先生感到别样
惊喜：他乘坐了一辆铺满蓝色海报并
印着“健康生活号”的有轨电车。“真的
很好！这个有轨电车专列被打造为健
康生活方式的移动科普站，车厢内设
置了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
心理健康四大主题区域，游客随时随
地能看到各种醒目的健康小提示。”张
先生感叹。

据了解，“健康生活号”列车于1
月17日在有轨电车海珠线广州塔站
启动，同日发出的还有广州地铁一号
线健康专列。“健康生活号”主题列车
宣传活动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主办、
广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承办，

围绕健康生活方式和常见慢性病、癌
症等主题分别开设专列，便于市民
利用通勤碎片化时间沉浸式了解健
康知识。专列在科普设计上加入了
趣味性与互动性元素，比如扫码参
加健康知识竞赛、观看科普短视
频、进入小程序进行身体健康风险
排查等。

广州地铁一号线健康专列的科
普内容以预防慢性病为主，将高血
压、糖尿病、肝癌、肺癌、心理健康、健
康生活方式作为科普重点，呈现在车
厢内。这些宣传内容由广东省卫生
健康宣教中心邀请权威临床医学、预
防医学专家团队进行充分论证和严
格审核，既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又通
俗易懂。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率
逐年上升，这些富贵病的产生与生活
方式密切相关。”广东省卫生健康宣教

中心主任郑子谦介绍，近年来，广东省
卫生健康部门注重利用立体化、多层
次、全媒体形式，向群众普及疾病防治
知识和健康技能，倡导健康行为习惯
和生活方式。如在广州塔等城市地标
性建筑开展亮灯活动，打造“广东居民
健康公约三字经”、地铁健康列车等宣
传品牌。

“以小切口推动健康教育形式发
生大变化，把慢性病防控知识和健康
科普知识化繁为简，让老百姓听得懂、
记得住、信得过、用得上，满足的是民
生健康大需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刘元亮表示，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将继续多途径、多维度、多形式加强卫
生健康宣传教育，创新健康宣传模式，
加大科普供给力度，不断完善健康科
普工作机制，推动“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理念的牢固树立，打造
健康教育“广东样板”。

广州开通“健康生活号”

每个人的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
健康水平，各项研究已经表明，防病工
作做得扎实，治病成本就能大大降低。
当下，老百姓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十分迫
切，但供方良莠不齐，线上线下传播的
健康科普内容纷繁冗杂、真假难辨，质
量上乘的健康知识成为一种紧俏资
源。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亟待权
威机构、权威声音的强势出击。

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要接触权威
的健康科普信息仍然不太容易。一方
面，基层医务人员工作负荷大、学历不
高等因素，影响健康科普的深入生动开
展。另一方面，大医院的专家忙于看
病，还要分身于科研、带教等工作，对健

康科普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地方
的健康宣教机构在内容生产、渠道传
播、平台展示上缺乏创新活力，宣教的
内容、语言与受众的口味不一致。当前
的健康科普领域仍存在“劣币”与“良
币”相互竞争的局面。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慢病高发态
势，叠加新冠疫情，健康科普的重要性
更为凸显。提升健康科普的渗透率和
转化效果，需要有关各方主动作为、创
新方式、融合资源。广东省卫生宣教
机构在春节期间开通“健康生活号”，
让健康知识与居民、游客的脚步产生
紧密关联，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期待
更多健康科普的“良币”被生产出来。

让权威的健康科普强势出击

（上接第1版）
“我是做科研的，与临床沟通太

少，需要增加与临床的联系，明确科研
方向。”屈子璐还提出增大基础研究仪
器的投入，希望有较完善的科研平台，
甚至大胆提出“投入是否到位，要考核
医院”。

听后，魏力笑着保证：“不等你考
核我，我就落实到位。”

很快，魏力兑现了承诺。武汉市
第一医院投入1500余万元升级皮肤
感染和免疫实验室，屈子璐也参与到
实验室的筹建和科研工作中。

2022年2月，该实验室通过湖北
省科技厅组织的建设认证，挂牌“皮肤
感染和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与此同时，在“青苗计划”的支持
下，屈子璐科研攻关一路高歌，2022
年已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各一项，并入选 2021
年度“武汉英才”优秀青年。

“阶梯式人才库”提
供不竭动力

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师刘旭
的办公桌上，贴着一张《“三树成林”人
才培养计划书》，上面记录的既有刘旭
个人的发展路径规划，也有医院对刘
旭的动态考核目标。

“入选人才计划并非意味着进入
了保险箱。”武汉市第一医院纪委书
记、人才办主任周秀莉介绍，医院对入
选人才实行4年全周期的动态管理，
既要为人才发展提供便利和支持，也
会对人才的成长情况进行定期考核，
动态跟踪管理人才成长进度。

“进入‘青苗计划’后，得到医院给
予的很多政策支持，也让自己有了成
长进步的压力和动力。”刘旭说，自己
在临床工作时经常会冒出一些科研点
子，现在更有动力去实现这些目标。
如今，刘旭的科研能力有了明显提
升，已成功申报了一项武汉市课题，
并作为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了文章。

2022年5月，武汉市第一医院引
进了市属综合医院首台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医院支持泌尿外科技术骨干外
出进修，目前已有2人取得“手术机器
人”操作许可证。其中，“梧桐计划”候
选人吕磊博士已能借助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独立完成多项泌尿外科手术。
半年时间里，泌尿外科、妇产科、胃肠
外科等科室已开展各类机器人手术
近百台。

随着“青苗计划”成效初现，该院
将陆续启动中、高层次人才的“梧桐计
划”和“榕树计划”，逐步建成阶梯式人
才库。

魏力介绍，武汉市第一医院近年
来“高位嫁接”仝小林、董家鸿、廖万清
等院士工作团队，挂牌工作室、成立工
作站，为高层次人才引领发展方向，同
时医院设立1000万元人才培养专项
基金，对各类人才予以相应补贴，激发
人才创新动力和工作热情。

“医院将不遗余力地创造良好培
养环境，练好人才培养‘内功’，给人才
成长提供充足‘养分’，让人才成长之
路没有天花板。”魏力说。

在这里望见了
一片“人才林”

□本报记者 郑纯胜
通讯员 何嫩兵 余慧情

1月 21日，大年三十，浙江省淳
安县第二人民医院血透室挂起了大大
的中国结和一排排的小红灯笼。血透
患者家属送来了自己写的福字和对
联，医患共庆新春佳节。

“我们这里的习俗是大年三十吃
年夜饭比较早，一般在下午4点多开
席。为了让患者早点与家人团聚，我
们把工作时间提前了1个多小时。”血
透室护士长汪丽蓉告诉记者。

当日凌晨4时许，医护人员来到
血透室。护士穿梭在各个透析单元，
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安装透析器、连
接透析管路、预冲、超滤等各项工作严

格按照规范流程进行。
6时，早班患者陆续来到血透室，

声声“过年好”，句句“拜年了”，医患间
亲切的问候带着浓浓的年味儿。接
诊、查体、称重、评估，设定治疗方案，
穿刺，上机，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余护士早上好！过年了，我也没
什么好送的，带了一盒牛奶和巧克力
来送给你，工作时补充点能量。”77岁
的郑大爷7时不到，就已经来到血透
室。护士余霞琴面对郑大爷的热情，
非常感动。

10时，第一班患者结束透析。将
近1个小时的消毒整理后，又迎来了
第二班患者。同样的步骤，相同的程
序，只不过根据患者个体差异改变着
透析模式、治疗参数。机器仍在工作
着，医生护士继续忙碌着。

“姜大姐，你不用太着急啊！”
14时，患者姜女士惦记着和家人
一起吃年夜饭，担心赶不上公交
车。当班护士余丽妹在床边安慰
她：“我今天下班开车回老家，刚好
和你顺路，可以把你送回家，不耽
误你和家人团聚，你就安心吧！”姜
女士告诉记者，这一年里，搭余丽
妹的顺风车不是一次两次了，村
里的人羡慕地和她开玩笑：“去医
院做血透还有‘专车’接送！”

15时 30分，所有患者结束
治疗。在每名患者做完血透后，
汪丽蓉都会叮嘱，节日里一定要
控制饮食和水分。

等到透析机消毒结束，汪丽
蓉关闭水电后，关好科室大门。这
个时候，除夕的鞭炮也响起来了。

血透室里的除夕

□本报记者 李季

1月24日（大年初三），天气
异常寒冷。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
县平等乡马回营村，回老家过年
的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河南省
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陈小
兵没有去串亲戚，而是坐在院子
里一个取暖用的火堆旁，认真地
为乡亲们把脉问诊。陈小兵一边
仔细查看患者带来的CT片子，
一边耐心询问病情，并给出诊断
和治疗意见。这几天，他已为几
十位附近的乡亲免费看病。

陈小兵逢年过节回老家，附
近的患者就会慕名而来。不只为
乡亲们看病，身为河南省首席科
普专家，陈小兵也十分重视乡亲
们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

“春节前后是心脑血管疾病
等慢性病的高发期，也是肿瘤患
者复发转移的高发期。这是因
为生活方式突然改变，人的身体
就容易出问题，因此很有必要给
大家讲讲健康知识。”陈小兵说，
平时见到太多的癌症患者因为
前期没有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重视预防，最终才让疾病“找
上门”。

从2005年起，陈小兵就通过
讲座、义诊、多媒体宣传等多种形
式，积极推广“预防为主”的防癌
理念，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授健
康知识。今年春节期间，陈小兵
在帮乡亲们看病的同时，仍然不
忘普及预防理念，不时提醒看病
的乡亲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积极乐观的心
态，并给大家开出预防癌症的40
字诀。

“讲的内容特别实用，让我
们一听就懂、一听就能记得住、
一听就能用得上。”一位村民高
兴地说。

回乡过年
给乡亲送健康

南京

“移动救护车队”
正式运行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近
日，网约车“移动救护车队”在江苏省
南京市正式运行。南京市交通运输
局、南京市公交治安分局、江宁区工
会、江宁区红十字会、T3出行、徕克美
医疗携手在 T3 出行的运营车辆上
配置10台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并对司机开展专业急救知识和技能
培训。

据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2022年年底，该市AED安装
总数接近3000台，主要投放在火车
站、养老机构、旅游景区以及轨道交通
车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经测
算，相比于固定AED，移动AED抢救
覆盖效率可提升 6倍左右。网约车

“移动救护车队”的建立，将在全社会
更快速、更有效地推动急救知识的普
及、AED的配置，进一步提升城市的
社会互救水平。

甘肃推进
药品集采结果落地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甘肃省
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做好
2022年度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
果执行工作，明确医疗机构优先采购
和使用中选药品，自2月15日起全省
执行中选结果。

通知要求，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
药品。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集中带
量采购政策，无论有无采购协议，同等
条件下都应该优先采购使用中选药
品，并确保协议期内采购订单量达到
约定采购量。采购周期内中选药品采
购量原则上不低于同通用名药品采购
量的70%。

甘肃省2022年度集采药品采购
周期原则上为2年。通知要求，采购
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一签，续签采购
协议时，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原则上
不少于上年度同通用名药品历史采
购量。采购周期内，中选企业应确保
按照中选价格满足全省采购需求，包
括约定采购量以及超过约定采购量
的部分。

通知明确，药品范围为甘肃省
2022年度省级集采和兰州市市际联
盟、酒泉市市际联盟、平凉市市际联盟
集采中选药品。中选药品约定采购量
以各医疗机构上报的年度预采购量为
计算基数，按照采购文件相关规则按
比例折算为约定采购量，在采购协议
中予以明确。

邯郸市中心医院

门诊复诊“0元号”
惠民便民

本报讯 （通讯员武佼芳 路晴
晴 贾秋燕 特约记者李湛祺）近日，
在河北省邯郸市中心医院东区门诊大
厅，一位患者在自助机上取了个“0元
号”，找骨科医生查看核磁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出来后，不用再花钱挂号看
片子，真是省钱又暖心。”该患者开心
地说。

原来，该院推行了普通门诊复诊
免挂号费政策。对于就诊当天无法取
得检查检验结果的患者，3日内，在同
一科室就诊，只需挂个“0元号”，无需
再次缴纳挂号费。“‘0元号’是医院众
多惠民便民政策的一个缩影。”该院院
长武一平表示。

据介绍，除急诊、儿科门诊外，“0
元号”政策已覆盖该院全部普通门
诊。复诊患者通过门诊缴费窗口、自
助机、微信小程序取号时，符合条件
者，自动取出“0元号”。

绵阳

专家与企业“结对子”
指导防疫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 通
讯员吴寿贵 王丽华）近日，四川省绵
阳市疾控中心专家工作组再次到各类
重点企业，通过面对面听需求、一对一
作指导，实打实解决企业在防控政
策、环境消杀、观察点设置、健康指导
等疫情防控方面的困惑和问题，帮助
企业完善防控应急预案、技术方案、
内部防控管理、个人防护要求等措施
70余条。

据悉，绵阳市疾控中心抽调专业
技术人员43名，组建企业疫情防控服
务专家组14个，与23家重点企业建
立对口联系指导机制，通过“结对子”
式的联系指导，持续多轮次开展现场
指导、远程培训等疫情防控服务。

感受舌尖上的
非遗传承

1 月 31 日，农历
正月初十，是民俗节
日“石头节”，这一天
内蒙古部分地区有吃
莜面的习俗。呼和浩
特市图书馆举办“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感受舌尖上的非
遗传承”莜面制作体
验活动。图为内蒙古
自治区级非遗莜面制
作技艺传承人现场为
小朋友演示并介绍各
种莜面的制作方法。

丁根厚摄

□通讯员 王慧
特约记者 朱琳

1月21日，除夕。中国第32批援
赤道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在远离祖国万
里之外的非洲，跨越7个小时时差，庆
祝中国年。

“女儿也在国外求学，一家三口现
在分布在三大洲。”在赤道几内亚巴塔
总医院支援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谭岱峰难免有一
些遗憾。这个除夕，她和队友们一起
准备年夜饭。

“每两人一组制作代表自己家乡
特色的两道菜，大厨制作一道代表自
己最高水平的菜，大家对自己能否做
出好菜有一点紧张，更对队友们的‘拿

手好菜’充满期待！”谭岱峰说。
谭岱峰所在的医疗队没有配备护

士，她只能兼任医生和护士的角色，为
患者诊疗之余，还要负责采血、检验和
打针。面对医疗物资的紧缺，谭岱峰
常常在医疗队驻地制作敷料和一些实
用医疗器材。

凭借着20多年儿科从医经验，谭
岱峰提升了当地危重新生儿的救治成
功率。有一次，一名早产儿没有自主
呼吸，需要紧急救治，由于当地医院没
有呼吸机，谭岱峰在为患儿气管插管
后人工通气2小时，最终成功救回这
条新生命。在支援期间，她还多次参
与当地义诊，为贫病儿童诊疗，传达着
来自中国医生的爱心。

在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医院支
援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

科副主任医师王伟伟和总务科高
级中式面点师谢伟明，在驻地和
其他队员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写
对联。作为医疗队的“大厨”，谢
伟明精心准备了一顿丰富且具有
中非混合口味的新年大餐。

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离开
祖国半年之久。“一开始，语言是
很大的沟通障碍，随着时间推移，
大家彼此之间的默契逐渐形成，
工作也顺利起来。”王伟伟说，每
当她成功完成一例高难度手术，
当地医护人员都会对她表示感
谢，甚至亲切地抱住她，给她一个
热情的贴面礼。当听到患者用西
班牙语说出“中国医生棒棒的”之
类的话语时，她心中总是燃起“我
是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非洲过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