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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卫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 医院动态

□本报记者 段梦兰

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江苏省苏州
市张家港市，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
江南古城。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江
苏省首批国家卫生城市以来，这座古
城走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爱国卫生运
动之路，并获评2018年度全国健康城
市建设示范市、2020年度全国健康城
市建设样板市。

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开展“爱
卫新征程 健康中国行”系列主题活
动，并组织调研团深入各地。6月30
日，调研团来到张家港市，探寻这座江
南古城在健康城市建设和健康细胞建
设工作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典型经验。

品牌项目传播“我要健康”

“那天跳广场舞时，我看到她们手
腕上都戴了这个手环，所以今天来看
看。”在福前村五福庭院里，年逾花甲的
袁阿姨和老伙伴们围坐在一起说说笑
笑，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试戴健康手环。

“我有点肥胖，减肥的方法我也懂
点，但就是坚持不下去。”袁阿姨一边
调整手环的位置，一边告诉记者。她
知道村里有了健康“管”家服务后便想
参与进来。

位于张家港市北部的杨舍镇福前
村，是有名的全国文明村、江苏省健康
村。这里山青水绿、和美宜居，健康步
道几乎延伸到每户居民家门口。

“过去，我们在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中着重于环境治理和健康设施建设。

如今，在人居环境整治基本完成的情
况下，我们将重心放在了健康宣教和
健康促进上，大力培养居民‘我要健
康’的意识，让更多人养成好习惯、将
设备设施都用起来。”张家港市爱国卫
生运动与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市
城乡环境卫生指导中心主任阳曦介
绍，健康城市不只是外在美，更追求内
在美。

健康“管”家服务是张家港市为居
民提供专业化健康管理服务的品牌项
目之一，由政府搭台，多家社工组织和
机构参与承办，在全市遍地开花。

“项目以管理人群慢性病、常见
病、职业病为主要内容，聘请市中医医
院的健康管理师为居民提供‘一对一’
健康管理服务。”指导袁阿姨戴健康手
环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健康“管”家
项目为居民免费提供健康手环，监测
心率、血压、步数等指标，健康管理师
会根据每位居民的健康指标提出运
动、饮食建议，进行慢性病管理，科学
指导用药。

“经过3个月左右，居民能自觉进
行自我健康管理、各项监测数据达到
要求后，就可以归还手环，项目再吸
纳、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居民。”这名工
作人员说道，项目在福前村已经开展
到了第三批，每批约30人，受到了大
家欢迎。

健康“益”家项目是张家港市开展
的另一项健康服务项目，相较于健康

“管”家项目，健康“益”家项目侧重于
在更大范围内覆盖更多人。

“在前期走访调研基础上，今年3
月我们启动了健康‘益’家项目。”当地
社工张璇介绍，该项目通过走访了解
社区慢性病患者情况，有针对性地组
织医务人员提供健康讲座、义诊等服

务，并开展家庭健康知识竞赛等活动，
宣传健康知识和理念。同时，项目将
在入户过程中发现的符合条件的居民
转入健康“管”家项目。

张家港市城乡环境卫生指导中心
副主任陆海涛介绍，截至7月，该市已
累计开展健康“益”家项目37个，受益
人群6.7万余人次；开展健康“管”家
项目41个，为1230人开展了健康风
险评估，并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健康公园点燃锻炼热情

上午9时，斜风细雨里，一场“苏
州市民健康公约定向赛”在张家港市
黄泗浦生态公园拉开帷幕。身着红色
短袖的参赛者聚集在一起，不少人带
着孩子参加，有情侣举起手机对着镜
头比了个“耶”。

全程3公里的定向赛沿途设置了
10个点位，参赛者通过参与健康小游
戏、家庭急救现场演练等活动在各个
点位打卡。大家呼吸着清新空气，沿
红色漫步道行至终点处，那里有张家
港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专科医生在讲解
慢性病防治知识和中医适宜技术。

类似赛事常常在张家港市的各个
健康主题公园举办，功能完备、环境优
美的健康主题公园已成为倍受当地居
民欢迎的打卡点。比如，经过改造的
张家港公园里，绿树环绕，健康小屋、
健康步道、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这
里原来是城西片区的一个废窑厂，政
府进行湿地改造后变成了公园。”家住
清水湾小区的市民李先生说，自己每
天早晨都会到张家港公园锻炼、唱歌。

“这里是我们的健康小屋，内设智

能体检一体机，还可观看健康科普视
频、阅读健康科普书籍。”下午4时，在
张家港公园中心地带的一间健康小屋
里，张家港市健康促进中心工作人员
郑新对初次来访的市民讲解道。

郑新拿起自己的身份证，在健康小
屋一进门左侧的机器上刷了一下，随后
在机器语音指导下站上了测量平台。

“在这里可以测量身高、体重、人体成
分等指标，测完可以现场打印一份体
检报告，很方便。”郑新说，每次测量的
健康信息会自动上传到健康管理系统，
如果测量者的指标有异常，系统会及
时发送通知，提醒测量者复查或就诊。

此外，公园里全程1.8公里的健
康步道设置了3个65寸的电子大屏，
屏幕上滚动展示着市民运动量、累计
里程的即时排名。“市民在手机上下载
App，联合覆盖全公园的蓝牙系统，
就可以实现即时数据传输、联网排名，
此举激发了大家的锻炼热情。”郑新
说，考虑到残障人士入园的问题，公园
还特别开设了一条无障碍通道。

“健康主题公园是活跃的健康细
胞，能够提供家门口的健康服务。近
年来，我们会同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多部门共同设计、
打造了类似场所。目前，全市有120
个设施完善的户外健康主题公园。”阳
曦介绍。

社区打造“智慧健康服务圈”

“居民健康档案，13101人。”“老
年人健康档案，3442人。”“老年人关
注一级，12.97%。”……一步入张家港
市南丰镇永合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一块蓝色电子大屏上的几组数据
引人注目。

“这是我们的永联数字康养平
台。”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对接市
卫生健康委收集的居民健康档案数
据，根据性别、年龄、身体情况等信息，
将辖区内的老年人划分为关注一级
（危险程度最高）、关注二级、关注三
级，社工对不同类别的老年人开展不
同次数的入户巡视，进行健康跟踪。

路过数字康养平台往里走，来到
健康小屋内，一位身着花色短袖的老
奶奶正伸出手准备在机器上量血
压。“居民可以在这里自助检测身体各
项指标，由专职家庭医生进行健康指
导。”永合社区负责人秦欢说，“对于需
转诊至上一级医疗机构进行救治的
居民，家庭医生可辅助在网上预约挂
号，并提供前期检测的健康资料。上
级医疗机构的专家也会定期来社区坐
诊，这就在社区形成了一站式健康管
理服务。”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建立了数
字康养平台、健康小屋，还有颐养中
心、家庭医生工作室、专家诊疗室……
依托这些阵地，永合社区打造了“智慧
健康服务圈”，积极链接各方优质医疗
资源，帮助居民预防和管理慢性病。

“2000年，苏州市建成全国首个
国家卫生城市群。经过20多年努力，
市民健康水平逐步提升。”苏州市副市
长查颖冬说，其中，张家港市实现了国
家卫生城市“十连冠”、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走出了一条以文明涵养健
康、以健康护航发展的路径。下一步，
该市将进一步以健康细胞、健康城市
建设为载体，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
期两个着力点，构建多层次社会健康
保障体系。

一座江南古城的健康新实践

□特约记者 郝东亮
崔志芳 杨蕾

天山南北，戈壁大漠。5月中旬，
山西第五批援疆医疗队跨越万水千
山，从三晋大地来到天山脚下，为援疆
事业接续奋斗。近日，记者走访了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的
山西援疆医疗队员。

竭尽全力 持之以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医院神
经外科病房内，59岁的脑出血患者老
王瘫卧在床，不能言语，半边身子无法
动弹。可当医生张文举、赵贵福一出
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目光便落在他们
身上，眼神中透着感激。

“3周前，老王被送入院时，瞳孔
已散大，情况十分危急。如果将他转
送上级医院，途中会有生命危险，必须
要尽快抢救。”刚来不久的第五批援疆
医生张文举回忆说。

自2010年起，山西省开始对口医

疗援疆，开启“临床诊疗+疾病预防+
人才培养+科学管理”的组团式医疗
援疆。2022年3月，第四批山西援疆
干部、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五家渠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田峰在医
疗组团式援疆基础上，组织成立新疆
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山西省援疆医疗
卫生专家联盟，推动医疗援疆工作持
续发力。

“山西援疆医疗队员逐年增加，
今年第五批队员有来自山西各大医
院的38名各领域专家，进疆一个多月
接诊患者就超过1400人次，开展手术
150台，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2项。”山
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朱红
涛介绍。

山西省援疆干部、第六师副师长

唐胜表示：“我们要通过一批又一批队
员的努力，打造多个‘拳头科室’。”

多点发力 填补空白

5月19日，兵团第六师医院心血
管内科门诊接诊了一位82岁的女患
者。山西援疆医疗专家宋俊平、池瑞
芳仔细分析检查结果，诊断患者患有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并对其进行双腔
永久起搏器植入术。术后，患者恢复
良好。

“宋俊平来自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心内科，援疆不到2个月时间，就带动
第六师医院实现多项技术零的突破。”
山西援疆干部、现任兵团第六师五家

渠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艳介绍。
山西援疆医疗队连续解锁多个

“第一”，填补了受援地多项医疗技术
空白。“我们这次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为当地建立新生儿重症科，引入重症
理念，开展一些新技术。”援疆队员、昌
吉州人民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刘
映红表示。

此外，山西省首次选派了护理人
员援疆。来自山西省儿童医院，现任
昌吉州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病房护士
长的李鹏，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积极帮
助当地科室开展院级护理新技术——
新生儿 PICC 置管术、床旁超声对
PICC导管尖端定位等技术，为危重新
生儿救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随着援疆人才和资金的持续注

入，受援地医院接诊能力和服务水平
大大提升。5月14日，222团医院停
诊20多年的妇产科再次开诊，援疆医
生方金荣开始接诊当地患者。6月7
日，昌吉州中医医院病理科在援疆医
生和娟的推动下挂牌。

知识润疆 打造“永久牌”

在多学科、深层次、宽领域发挥特
长的同时，援疆医生注重传、帮、带、
学，“师带徒”90余人，为受援地倾心
打造“永久牌”医疗人才队伍。

“谢医生，低倍镜下显示这是一个
囊肿性病变，囊壁并不厚，可以看到增
生的纤维，但你注意到了没有？”

“啊！好险！幸亏让您复核了切
片！”在不久前成立的昌吉州中医医院
病理科实验室内，和娟与她的徒弟正
探讨着一个病例。

科室的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是
人才培养。和娟与科室3位同事建立
了师徒关系。“在一年半时间里，我将秉
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作风，把3位
同事的业务能力提升起来。”和娟说。

“现在我看视频比手术前清晰多
了，感谢山西的专家治好了我的病。”
在昌吉州中医医院接受黄斑裂孔玻璃
体手术的66岁老人王钢吉激动地说。

王钢吉是山西省眼科医院医生杜
淑芳来疆后接诊的患者。通过术后几
天的观察，老人恢复良好，手术取得了
成功。

昌吉州中医医院眼科医生马国虎
说：“在山西援疆专家手把手的帮带
下，我已经可以独立开展许多手术。”

“通过查房、教学、师带徒等方式，
以及读经典、学思维、学规范，可以使
年轻医生快速成长和成熟；在临床过
程中，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
问题中学习，从实践中成长，不断提
高，共同进步。”援昌吉州中医院肿瘤
科队员、山西省中医医院医生索炜说。

在天山脚下镌刻医者情怀
——山西第五批援疆医疗队工作掠影

□荆晶

先前有研究显示，缺乏社会交往
会令大脑缺少来自对话的刺激，从而
增加患痴呆症风险，而依据日本一项
最新研究，老年缺乏社交还关联脑容
量缩小。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孤独可
能关联老年人脑容量加速缩小，进而
提升痴呆症患病风险，建议提供更多
支持以帮助老年人增加社交。

美国《神经学》杂志网络版 7月
12日刊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为弄
清孤独对老年人大脑的影响，日本研
究人员调查了近9000名65岁及以上
老年人。这些人平均年龄73岁，参与
研究时均未患痴呆症。

研究人员询问他们与不住在一起
的亲友的交流情况，如会面和打电话
频率等，还用磁共振成像设备扫描他
们的大脑。

分析结果显示，缺乏社交与脑容
量缩小之间存在关联：社交最少组的
人总脑容量明显低于社会交往最多组
的人。即便考虑到体重、是否抽烟喝
酒、是否患糖尿病等可能影响大脑的
因素，这种关联依然存在。

另外，缺乏社交的人的海马体和
杏仁核等大脑区域的体积也较小。这
些区域在记忆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与
痴呆症有关。

研究还显示，与经常接触社会的
人相比，缺乏社交的老人存在更多脑
白质病变。平均而言，他们脑白质病
变部位占颅内容量的0.3%，而社交活
跃组这一数字为0.26%。

研究人员说，人在衰老过程中
大脑也会逐渐萎缩，而缺乏社交可
能会加速脑萎缩。另外，抑郁以及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也可能损害大
脑健康。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之一、九州大
学医学研究院教授二宫利治说，虽然
这项研究不能确定缺乏社交会直接导
致脑萎缩，但一些研究表明，让老年人
更多接触社会可能有助于阻止甚至逆
转脑容量的减少，改善老年人的思维
和记忆能力。

二宫利治说：“对老年人而言，缺
乏社交是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这
些研究结果显示，为老人提供支持，
帮助他们建立并保持与他人的联系，
可能有利于预防脑萎缩和痴呆症的
发生。” （新华社专特稿）

老年缺乏社交
与脑容量缩小有关

“行走健康课”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康桥街道举办“行走健康课，博爱
满康乐”暑期活动。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学校、社区相互协
作，将中医药文化、传统文化、急
救文化、亚运文化有机融合在
各种活动中。图为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参加“小小急救侠养成记”主
题体验。

通讯员徐彬
本报记者郑纯胜

摄影报道

华西第二医院发布
“华西妇幼健康门户”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近
日，由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举办的
第二届华西妇幼论坛在成都举办，“华
西妇幼健康门户”发布。

“华西妇幼健康门户”在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医院公众号基础上全面升级
建成，整合了该院医疗集团和产业中
心的优质资源，致力于为女性全生命
周期和儿童全生长发育周期提供优质
的医疗健康服务。“华西妇幼健康门
户”可为患者提供智慧就医、在线门
诊、托管医院就医等相关诊疗服务，实
现跨院区挂号转诊就医、跨院区检查
检验申请等多家医院的协同服务。

安医大二附院成立
儿童肥胖专病门诊

本报讯 （特约记者颜理海 戴
睿）近日，“中国儿童肥胖全程管理示
范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儿童生长发
育专项能力提升项目培训基地”暨安
徽省内首家“儿童肥胖专病门诊”在安
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

当日，该院举办了儿童肥胖暨内
分泌疾病大型义诊，现场还进行了儿
童免费骨龄检测、肥胖儿童体脂分析、
儿童肥胖公益讲座等。活动吸引了近
200名儿童患者及家长参与。据该院
儿科副主任刘德云介绍，该科在安徽
省内率先开展儿童肥胖、矮小、性早熟
等儿童内分泌疾病的诊治。

新疆喀什二院投用
产休一体化病房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楠 刘青
夏莉涓 通讯员姑力比亚·努尔艾力）
近日，南疆首个产休一体化病房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
院产科投入使用。该病房打破了过去
孕产妇在“产前—产时—产后”需多次
转移的安排方式，孕产妇不出病房就
可得到各种特色服务。

喀什二院产休一体化病房除具备
基本医疗配备条件外，还配备了相关
生活服务设施设备，并提供免费的营
养餐和停车位。“科室将根据每位孕产
妇情况制订个性化诊疗方案，并由高年
资医师每日诊察，配备足够护理力量。”
喀什二院产科主任巴哈尔古丽·阿不来
提表示，孕产妇住院期间，病房实行专
家会诊服务，在保障医疗质量、提升服
务水准的同时，努力为孕产妇提供全程
优质的医疗、护理、助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