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HEALTH NEWS

2023年9月18日 星期一

电话：（010）64621317

■编辑/钱峰新闻

主办单位：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健康报社有限公司 社长：邓海华 总编辑：孙伟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小街甲6号 邮编：100027 电话：010-52389118 新闻热线：xwrx@jkb.com.cn 广告业务：010-64621512 发行业务：010-64622910 周一至周五对开八版 年价：456元 零售价：1.9元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地址：北京市白纸坊东街2号）

医院风景线

□本报记者 高艳坤

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地处永川区
最南端，距离城区约50公里。62岁
的朱沱镇居民代先生几年前罹患尿毒
症，开始长期接受透析治疗。当时，永
川区所有透析点都设在城区之内，代
先生不得不每周3次前往城区透析。
1次透析需要4个小时，代先生花在路
上的时间比透析时间还要长。

“那两年常常起早贪黑，好像活着
就是为了透析。”代先生说，附近像他
这样的患者有几十位。

2021年，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

支持和区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永川
区人民医院与朱沱镇卫生院开始共建
血液透析室。永川区人民医院出资
300万元，朱沱镇卫生院投入70余万
元，购买了血透机和水处理系统。

“只要能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
让他们少跑一段路、节省一点医药费、
减少一点看病时间，这项工作就是值
得的。”永川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黄
德彬说。

2022年1月1日，朱沱镇卫生院
血液透析室投入使用。代先生终于能
在家门口进行透析了。每次透析仅需
半天，透析结束后他还能接孙子放学
回家。代先生粗略计算，在朱沱镇透

析后，他每年可以节省交通费、医疗
费、餐饮费等近两万元。

这年春节，移居外地的姚老太回
到朱沱镇老家过了个安心年。姚老太
说，过去家乡没有透析室，自从患了尿
毒症，她多年没回过老家。

得益于永川区医共体建设和卫生
技术人才“县聘乡用”，永川区人民医
院还向朱沱镇卫生院派出医护人员，
指导血液透析室建设，参与相关诊疗
工作。开诊第一年，永川区人民医院
选派具有20多年肾内科工作经验的
副主任医师到朱沱镇卫生院驻点。同
时，该院每周安排高年资护士到朱沱
镇卫生院血透室至少工作2天，护士

长负责检查指导护理、院感工作。透
析患者如果病情加重，会被立即转入
永川区人民医院治疗，待病情稳定后
再转回卫生院。在医保报销方面，朱
沱镇卫生院血液透析项目自付比例较
区级医院下浮5%。

这两年，永川区人民医院一边
下派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支援朱沱
镇卫生院，一边积极为卫生院培育
专科人才。对于来进修的医护人员，
医院均安排高年资医师“一对一”免费
带教，目前已培养专科医生1名、专科
护士2名。

在永川区人民医院的支援下，朱
沱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的技术力量不

断提升，现有医生 5名、专科护士 6
名，配备13台透析设备，以及心电监
护仪、呼吸机等各种抢救设备。目前，
朱沱镇卫生院透析室共为43名患者
提供长期透析服务。

日前，永川区人民医院和朱沱镇
卫生院医共体血透室项目，被中宣部
评为2022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示范项目。“评为示范项
目，是对永川区卫生健康系统的肯定
和激励。”永川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
记杨茜说，下一步，将总结血透项目
的经验做法，聚焦居民的健康需求，开
展更多解民忧、利民心、惠民生的卫生
健康实事。

家门口的透析室，解了患者烦心事

体育医院
中西医结合
治疗运动损伤

9月7日，“2023年中央媒体
走基层——体卫融合看江苏”采
访团来到南京市。记者步入南京
市中医院（南京市体育医院），触
目皆是体育运动元素，该院的标
志设计最为别致：它由“医”字演
化而来，既形如一名彩带飘扬于
胸前的运动员，又形如一名正在
练习太极拳的健身者，寓意为医
疗与运动相结合、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相结合。

2022 年，南京市卫生健康
委、体育局、南京市中医院联合筹
建南京市体育医院，这是全国首
家依托三甲综合医院成立的体育
医院。自挂牌以来，该院不断探
索具有中医特色的疾病预防、健
康宣教、运动干预、运动创伤诊
疗、运动康复等多专业一体化的
体卫融合新模式。

在运动医学科中医理疗室
内，一名身形健硕的健身爱好者
俯卧在治疗床上，正在接受中医
针刺治疗。针灸针在中医师的指
尖上下提拉、前后旋转。

南京市中医院（南京市体育
医院）骨伤科副主任中医师孙舒
雅表示，大体重健身爱好者往往
偏爱重量训练，而忽略深层肌群
训练，过度进行硬拉、深蹲、引体
向上等大重量训练后，腰背部容
易疼痛。“后续，我们将指导他增
加多裂肌训练，强化核心肌群。”
孙舒雅说。

治疗中，这名健身爱好者的
背部露出之前拔罐留下的紫黑色
罐印。“中医调理后，整个人的精
神状态明显提升。”他说，健身之
后不再感到极度疲乏，夜间肌肉
痉挛现象也有所好转。

孙舒雅介绍，中医讲究辨证
论治，对于不同症型、不同损伤阶
段给予个性化治疗；治疗不是只
针对受伤局部，而是整体调节身
体机能，以减少运动损伤的发
生。对于无创或微创的中医治疗

方式，患者接受度也很高。
“对于运动损伤患者，医院发挥中

医优势，由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运动医
学科、运动康复中心共同施治。”南京
市中医院（南京市体育医院）党委书记
刘奇志介绍，如果是运动中产生损伤，
由运动医学科、运动康复中心开展中
西医结合治疗；如果是体质虚弱造成
肌肉松弛，进而造成运动损伤，运动促
进健康中心就要对其进行体质辨识、
体质调理。

运动促进健康站
运动干预嵌入
家医签约服务

促进体卫融合，中医医院依托中
医特色适宜技术，社区医院则发挥家
庭医生签约优势。2021年，南京市
雨花台区文旅局（体育局）联合区卫
生健康委，在雨花台区岱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打造运动促进健康站。运
动促进健康站位于该中心地下一层，
分为体质和健康评估指导区、体质和
健康检测区、运动健康服务区等功能
区域；配备运动评估设备与训练设
备、运动安全与心率监测设备、医疗
急救设备、康复理疗设备和运动信息
化系统。

运动促进健康站运行负责人、运
动处方师尹玉文介绍，依托运动促进
健康站，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运
动干预嵌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提
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时主动锁定目
标人群，形成“检测—评估—指导—练
习”闭环管理模式。

65岁的老朱从手术后不敢运动
到如今积极运动，正是受益于此。他
脑梗手术后长期存在头晕头痛、步态
不稳、肢体障碍等症状。“康复治疗师
建议我到运动促进健康站接受运动干
预。”老朱回忆，此前并无运动习惯的
他，决定先花15元购买体卫融合首诊
签约包，体验1个月试试看。

建立运动信息档案，开展体适能
测试，开具定制运动处方……在初次
就诊后的1个月里，老朱一有时间就
到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运动指
导，不知不觉中，打卡健身成为他的生
活习惯。尹玉文根据老朱的病情和体
质数据，不断为其调整运动频率、运动

强度、运动方式等。
1个月后再次评估时，老朱感觉

行动起来轻快不少，决定续签体卫融
合个性化服务包。现在，他保持着每
日不少于两个小时的运动总量，运动
强度也随躯体功能的持续改善而逐步
提高。

尹玉文说，根据岱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的运动信息档案，所有坚
持运动干预3个月以上的患者，身体
素质均有提升，药物使用均有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体卫融合签约服务的
深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质效同
步提升，首诊签约率较去年提升

58.82% ，个 性 化 签 约 率 提 升
150%。在此基础上，中心针对
慢病患者等人群推出体卫融合
糖尿病服务包、体卫融合点单式
减重服务包，帮助更多居民从科
学运动中获益，达到预防疾病、治
疗慢病的效果。

体卫融合看江苏③

体卫融合促健康 进入秦淮百姓家

□本报记者 赵星月 张丹摄影报道

“有师父在，
徒弟就有底气”

□特约记者 喻文苏
通讯员 李小芸

初秋的一个深夜，急促的电话铃
声响起。正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喜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对
口支援的郑同英，接到了徒弟沙秀珍
的电话。

“郑老师，有个待产孕妇宫口开全
了，胎儿现在还没生下来，请你到产房
来看下！”刚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沙秀
珍焦急的声音。“我马上过来。”郑同英
挂完电话，立即翻身下床，直奔产房。

“26 岁，初产妇，胎膜已破 4 小
时，宫口开全2小时，目前产程没有明
显进展，胎儿胎心不太好，是不是考虑
转做剖宫产？”沙秀珍汇报。“孕妇第一
次分娩最好能顺产，虽然胎位不正，但
徒手旋转胎头可以促进分娩。”郑同英
详细评估后说道。沙秀珍听后说：“有
师父在，徒弟就有底气！”

随后，师徒两人默契配合，实施胎
儿宫内复苏，指导孕妇正确用力，并成
功完成徒手旋转胎头术，胎儿得以平
安顺产。

郑同英是德阳市什邡市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医师。今年年
初，她又一次主动请缨，与同事饶琪一
起，到喜德县开启新一轮省内对口支
援。她们是第二次进驻喜德县，与喜
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4
名医务人员签订了“师带徒”协议，制
订了详细的帮扶计划。

师父积极开展业务培训、教学查
房，把先进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工作
方法一一传授给徒弟。徒弟也常虚心
求教，在师父言传身教下，业务技能和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为提高喜德县产
儿科医务人员应急处置能力，郑同英
和饶琪主动参加喜德县孕产妇危重症
病例评审和急救演练，并受邀担任点
评专家，针对短板弱项提出整改建议。

郑同英和饶琪还深入乡镇卫生
院，与基层妇幼人员交流高危孕产妇
管理、妊娠风险评估、母婴阻断、增补
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等项目管理经
验，促进项目规范化、同质化管理。她
们积极投身喜德县“送医药送健康签
约服务进家庭”基层巡回医疗活动，进
村入户为当地妇女儿童义诊，科普“两
癌”筛查、常见妇科病防治、科学育儿
及母乳喂养等健康知识。

□通讯员 陈建霞
特约记者 朱琳

“我老公经常出差，我一个人带两
个孩子挺累的，有时有点事情，还要找
人帮忙看孩子……”广东省广州市的
全职妈妈李女士的带娃烦恼如今有了
解决办法，其所在的黄埔区文冲街道
设立了“向日葵亲子小屋”。这是广东
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的亲子小屋试点
项目，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方式，

探索“社区互助式托育”。
“向日葵亲子小屋”开办不久，李

女士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大宝上学
时，我可以带小宝在亲子小屋玩。这
里不只有同年龄的小朋友一起做手
工、玩游戏，还有家长一起交流带娃经
验。我在接大宝放学时，还能把小宝
放在亲子小屋。小宝喜欢这里，也有
人看着，我很放心！”李女士说。

现在，文冲街道很多宝妈成了亲
子小屋的“共享家长”，陆女士就是其
中之一。陆女士经常到亲子小屋帮

忙，发挥自己的特长，跟其他宝妈一起
开展活动。“平时孩子上学了，我也是
闲着。我在这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还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宝妈，特
别开心。”陆女士说，亲子小屋缓解了
家长的带娃压力，也促进了邻里间的
交流。

据介绍，广东省计生协积极探索
打造具备临时托育、亲子指导和服务
群众功能的邻里互助带娃模式。为充
分了解市民需求，广东省计生协工作
人员通过问卷调查、扫楼宣传、敲门行

动、重点访谈等，全面摸排辖区家庭在
婴幼儿临时托育、儿童早期发展等方
面的需求和志愿者情况，形成亲子家
庭需求、服务、互助的“三张清单”。

在建设服务阵地方面，广东省计
生协优化场地选址，优先选择在计生
协会员之家、党群服务中心、楼盘公共
配建场地等范围内；配备教玩具、图书
绘本等用品，以及儿童桌椅、视频监
控、安全防护等设施；划分功能区，设
置园艺种植区、阅读区、活动区、游乐
区等，为宝宝打造开心乐园。

同时，广东省计生协搭建“育无
忧平台”，使服务流程畅通。“育无
忧平台”具备服务发单、接单、对
接、监督、服务认证和志愿服务积分
兑换等功能，可以安全高效对接服
务方和需求方。亲子小屋室内安装
智能屏终端，家长可远程查看婴幼
儿托育情况。

亲子小屋还对社区内愿意提供带
娃服务的志愿者进行培训、试用，规范
化建立“一人一档”资料库供家长查
阅。家长通过“育无忧平台”发布照护
需求，填好基本信息并充值愿意支付
的积分，“共享家长”线上接单并登记
实名信息，托育结束后志愿者以领取
积分的形式得到相应的报酬。

据广东省计生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广东省已建立亲子小屋117
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托育服
务资源紧缺的问题，满足广大家庭多
样化、个性化的托育需求。

邻里互助带娃 助力“育无忧”

医养进社区
失能老人不失爱

□特约记者 喻芳
通讯员 欧阳方怡 刘侃

“我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好，真心感
谢你们！”日前，一位患者家属特意向
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养中心的医务人员们表达感
激之情。

原来，他的父亲是入住医养中心
的汪爷爷。今年1月，86岁的汪爷爷
肺间质纤维化、慢性支气管炎等慢性
疾病发作，在市级医院住院治疗。病
情平稳后，老人转入七星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养中心进行后续治
疗。刚到医养中心时，汪爷爷虽然病
情平稳，但呼吸急促，24小时需持续
高流量吸氧。生活无法自理的汪爷爷
的日常照料成了一个大难题。

为此，医养中心的医务人员对汪
爷爷给予日常饮食起居、排便等生活
上的照顾，还会每天监测他的生命体
征及血氧饱和度。经过医务人员的精
心照料，汪爷爷已经可以自己大小便，
还能下床溜达。看着老人精神逐渐好
起来，其家属也松了一口气。

七星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养中心是渝中区首家由公立医疗机构
开设的，集养老、康复、医疗、护理等服
务于一体，以收护失能半失能老人为主
的新型医养结合机构。2019年5月，七
星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旧楼
改造的方式，开始打造社区医养中
心，并于同年9月投入试运营。

该中心是渝中区探索医养结合模
式的缩影。近年来，渝中区推动“10
分钟医疗服务圈”与“10分钟养老服
务圈”叠加建设，现已建成七星岗、上
清寺、化龙桥等多家医养结合机构。

渝中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和医疗
资源融合，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提
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壮大医养结合
服务队伍，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整
合型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三下乡”先进·看项目

南 京 市 中 医 院
（南京市体育医院）的
体卫融合智慧化运动
促进健康体验区

近日，南京市雨
花台区岱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运动促进健
康站，居民正在进行
科学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