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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潇雨
通讯员 周涵 斗本加

如何为更多人提供个性化的健康
促进服务，不少医疗机构正在尝试汲
取各方经验，开展形式多样的探索。
有些医疗机构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系统化地开展健康管理、进行全流
程细致照护，将医疗服务和照护延伸
到院外；有些医疗机构则发挥特色优
势，将健康促进理念融入机构建设发
展的方方面面。

体医融合，总有一款
运动适合你

“运动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为
让这一法宝发挥作用，我们探索了全人
群的健康促进模式。”江苏省南京市溧
水区中医院院长助理冷恩荣介绍，“近
两年，医院成立了体医融合运动促进
健康中心，结合医院已有的医疗资源，
建立起‘体育+体检、慢性病、中医、康
复’的健康促进服务模式。目前，中心
已累计为约700人提供医学检查和体
适能检测服务，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
己的运动方案，为健康‘加分’。”

在传统医疗模式下，医生主要通
过药物和手术来治疗疾病。而体医融
合模式则强调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如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等，来预防和控制
疾病。体医融合在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肥胖症等慢性疾病的管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通过科学的运动和饮食
管理，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生活
质量也得到显著提高。随着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体医融合模

式也更加精准化、个性化。
该院体医融合运动促进健康中心

由体检中心、内分泌科、治未病中心、
康复科组成，覆盖四类人群。在体检
中心，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基础健康体
检和体适能测试，得到相应的运动处
方，并进行档案管理。在内分泌科，糖
尿病、肥胖症等慢性病患者可以进行
运动能力检测。医生综合评分后生成
报告，据此出具个性化的运动指导方
案并提供指导。在治未病中心，亚健
康人群可以获得中医体质辨识、养生
类健身处方等服务。治未病中心还针
对适宜人群推广太极拳、八段锦、五禽
戏等传统体育锻炼。在康复科，运动
损伤、疾病所致运动功能障碍的人群
经过功能评估后，可以使用科室配置
的运动器械和器材进行局部和全身运
动康复以及功能训练，增强运动能力，
促进功能康复。

“作为中医院，发挥中医药服务特
色优势是我们的重点工作。比如，医
院系统开展中药健康茶饮、穴位敷贴、
中药香囊中医特色服务以及中医传统
健身操八段锦教学服务等。”冷恩荣
说，“不少患者已掌握中药香囊制作、
中药枕制作等技能，来促进自身健
康。医院在门诊还设立中医药文化展
示大厅，通过中药药具展示、服务体
验、每月中医药专家讲座、定期中医药
特色八段锦锻炼等方式，向医院职工、
社区居民、患者及其家属传递中医药
健康促进文化。”

链接资源，让护理服
务无缝衔接

咳嗽或长时间走路，尿液就控制

不住浸湿裤子……尿失禁是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的典型症状之一。事实
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还会表现
为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疼痛、性
功能障碍等问题，这类疾病也是很
多中老年人以及产后女性的难言之
隐。盆底康复训练是一线治疗方
法，但是患者坚持日常盆底训练并
不容易。受工作、时间等限制，且缺
乏正确的康复指导，患者出院后的
锻炼依从性低，康复效果不理想。

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飞速
发展。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
院（福建省人民医院）顺势推出了

“互联网+盆底康复延续性护理”新
模式。“我们成立了集筛查诊断、治
疗、健康管理为一体的整合盆底医
学中心，利用互联网链接资源，纵向
延伸护理服务的时间，横向拓宽照
护层次。”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
医院副主任护师黄锦华介绍。

李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
医院。整合盆底医学中心护士曾
桂红是她的主管护士。在护士的
指引下，李女士关注福建省人民医
院整合盆底医学中心公众号后，收
到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盆底康复知
识、日常生活注意事项和心理疏导
等内容。

“运动方面，根据患者的评估结
果，个性化指导患者学习凯格尔运
动、姿势矫正等盆底运动方法。饮
食方面，根据患者的自身健康情况
和病情，制订饮食方案，以利于提升
盆底肌的康复训练效果。”曾桂红介
绍，特别是在患者康复出院后，护士
可以继续通过线上进行康复运动指
导、饮食指导、心理疏导、知识宣教、
中医康复方法宣教等，定期让患者

和家属在手机端上传个人病情、康
复效果等，并解答疑问，共同制订适
宜的诊疗护理计划，这能充分保护
患者隐私，患者的康复治疗依从率
也显著上升。

“ 这 个 模 式 具 有 很 强 的 推 广
性。”黄锦华介绍，医院创建的盆底
中心结构化病例管理系统，可以把
门诊和住院患者的信息整合起来。
护士使用这个系统，采集院内患者
的基本资料和临床诊疗情况数据，
建立患者健康档案。与此同时，医
院创建福建省人民医院整合盆底医
学中心微信公众号，并构建电子随
访系统。多学科医护团队可以利用
微信公众号随时与患者沟通，帮助
患者及时解决问题。

黄锦华介绍，更重要的是，医院
把院内的盆底中心结构化病例管理
系统与院外微信移动端对接起来，
可完整收集患者从入院到出院后的
所有诊疗和随访信息。对于这些数
据，医院的多学科团队会进行定期分
析，并据此调整患者的居家锻炼方
案和回访诊疗计划，提高患者的自
我护理能力。在此基础上，医院还
搭建盆底临床科研一体化数据库平
台系统，分析和统计临床诊疗数据，
发现科研切入点，深入开展盆底科
研工作。

力促宣教，健康意识
氛围拉满

为引导农牧区居民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青海省藏医院把健康促进工
作当成了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该院从基础设施

起步，为患者设计了运动场和室外
活动区域；在门诊和住院部设立健
康教育宣传栏，每季度更换一次内
容；利用院内自办频道播放健康教
育科普片；门诊咨询台会分发多种
健康教育资料；各临床科室每月开
展一次面向住院患者及其家属的健
康教育讲座；医务人员会在院前、院
中、院后医疗服务中进行健康教育
与卫生知识宣传。此外，各临床科
室会制定本科室接触到的主要慢性
病及患者健康促进临床操作指南，
并根据患者的不同状况及病情提供
健康促进干预。

“病区会开展新住院患者的健康
需求评估，为患者提供明确的有关所
患疾病、健康状况和危险因素的基本
信息，根据不同患者类型制定健康促
进干预和实施方案，并建立健康促进
干预档案。”青海省藏医院医务处主任
完玛仁青介绍。

“要让健康理念走出医院的围
墙。”这是青海省藏医院为加强与社
区合作、推进健康促进工作而树立的
工作理念。

“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将
出院患者病情与治疗、健康促进所需
资料以书面摘要或其他方式告知社区
其他医疗保健机构，确保患者在出院
后健康促进项目的延续与实施，就像
接力赛一样。”青海省藏医院院感科主
任李剑说，“除了对患者的健康教育，
针对医务人员，医院会定期开展自我
保健、生活方式、心理调适和疾病防治
等方面的健康促进活动，并制定员工
健康促进计划，如员工戒烟计划、体育
健身计划等。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
都树立健康促进意识，共同为推动这
项工作而努力。”

多维度为健康“加分”

健康促进医院观察⑤

□通讯员 姑力比亚·努尔艾力
特约记者 张楠 刘青

夏莉涓

入疆200天来，累计成功完成射
频消融手术166例，填补南疆及喀什
地区9项技术空白；积极协调策划，参
与南疆首例5G远程机器人辅助心脏
介入手术动物实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援
疆专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陈庆兴，把
三尺手术台当作医疗援疆大舞台，让
心律失常射频消融等新技术在南疆大
地生根发芽。

2023年4月，陈庆兴作为上海市
第十一批援疆医疗队队员来到喀什二
院。深入科室调研后，陈庆兴了解到，
心血管疾病在南疆地区多发，心律失
常是其中一类。然而，治疗心律失常
的心脏射频消融术，在南疆地区却没
有开展。

为提升心律失常诊疗能力，陈庆
兴从零开始，开设南疆首个心律失常
射频消融门诊，建设南疆最大的心律

失常介入治疗中心，优化急诊心律失
常救治流程，进一步提高患者救治效
率。他日夜奔波在喀什二院的门诊、
急诊、病房、导管室，只为让更多的心
律失常患者得到救治。

他的手机里有一张珍藏的照片，
那是一名中年女性患者躺在手术台上
与他握手的照片。

这名妇女是一位反复晕厥的复杂
频发室性早搏患者。通常情况下，这
类疾病手术只需一个多小时就能完
成，但这名患者的手术却耗时5个小
时。因为患者心脏的病灶位于心外
膜，同时合并心脏血管畸形，手术风险
大且导管非常难到达。手术进行了3
个小时，就差最后一点点，导管始终无
法到达心外膜靶点。陈庆兴没有放
弃，又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手术最终
取得成功。

当满身大汗的陈庆兴脱下近15
公斤重的铅衣准备离开时，躺在手术
台上的患者坚持要同他握手表达感
谢。“那一刻，我作为医生的快乐油然
而生，也更加明白自己援疆的价值和
意义。”陈庆兴说。

让陈庆兴开心的，还有徒弟的

成长。
面对喀什二院心血管内科的薄弱

点，陈庆兴沿袭上海医疗“组团式”援
建喀什二院以来的“师带徒”模式，努
力为当地打造一支技术精湛的心律失
常诊疗队伍。

在喀什二院，他全天候带教3名
学生。“每做一台射频消融手术前，我
都要带着手术团队做分析解读，查找
病因。”陈庆兴说。

为了让大家边学边用，他还自
掏腰包为大家购买相关书籍，每
完成一台手术就在书中画重点，让
大家在术后进行充分理解与掌握；
上手术台时，再在术中进行手把手
带教。

在他一台接着一台手术的带教
下，徒弟们渐渐掌握了基本功。“如今，
他们已经能独立完成房间隔穿刺术
了，最基本的消融手术也能独立完
成。”陈庆兴说。

陈庆兴还有更多的计划：“接下
来，将从疾病诊疗规范化的角度，加强
科普宣传，并与医院各科室、各学科协
同，进行室性早搏、室性心动过速和心
室颤动等疾病的早筛早治，实现多学

科协同诊疗。”
为最大程度发挥上海“组团式”医

疗援疆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陈庆兴
架起了喀什二院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心内科之间的桥梁。每当喀什二
院心内科遇到疑难罕见病例或经济困
难的患者时，他就通过前期喀什二院
建设的南疆首个远程医疗诊治中心，
连线葛均波院士团队以及中山医院

“心肝宝贝计划”慈善基金，寻求技术
和资金支持。如今，已有10余名喀什
本地的患者得到帮助。

为进一步提升喀什二院冠脉介入
诊治水平，陈庆兴与上海市第十一批
援疆医疗队领队、喀什二院院长陈尉
华，联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
波院士团队，于2023年 11月成功实
施南疆首例跨越沪喀两地5000公里
的5G远程机器人辅助动物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手术。

陈庆兴表示，目前他正在积极推
进喀什二院葛均波院士疑难心血管病
西部远程工作室的筹建工作，努力将
上海优质医疗资源与喀什二院心内科
零距离结合起来，以更好造福喀什地
区广大心血管病患者。

三尺手术台，医疗援疆大舞台

2024 年 1 月 1 日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璧山
医院产科的医务人员与
宝宝的妈妈一起，迎接
宝宝的到来。

胡悦建摄

江苏沭阳
农民卫生知识竞赛收官

本报讯 （通讯员仲雨航 特约
记者程守勤）近日，江苏省宿迁市沭阳
县第十三届农民卫生知识竞赛决赛成
功举办。

据介绍，经过前期各乡镇选拔赛、
县级预赛，有6支代表队进入决赛。
决赛设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观众
答题四个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悦
来镇代表队荣获一等奖，沭城街道、沂
涛镇代表队荣获二等奖，南湖街道、十
字街道和庙头镇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据了解，该县农民卫生知识竞赛活
动已成为该县的一张特色健康名片。

贵州举办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竞赛

本报讯 （特约记者熊俊松）近
日，贵州省现场流行病调查竞赛暨颁
奖仪式举行。经过两天比拼，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代表队荣获团体一
等奖，省疾控中心代表队和遵义市代
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贵阳市、铜仁
市、毕节市代表队荣获团体三等奖。
竞赛决出个人一等奖2名、二等奖5
名和三等奖9名，个人流调知识奖和
流调技能奖各4名。

该竞赛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疾
病预防控制局、总工会联合举办，贵州
省疾控中心承办。贵州省疾控中心党
委书记陈霏表示，此次竞赛是对全省
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工作进行的一次全
面“体检”，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以赛促用。

河南举行
病媒生物防制技能竞赛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占峰）近
日，2023年河南省病媒生物防制技能
竞赛在郑州市举行，来自该省18支代
表队的90名病媒生物防制专业技术
人员参加竞赛。经过病媒生物理论测
试、病媒生物标本鉴定、病媒生物监测
器械及消杀器械现场使用操作3个环
节的比拼，分别角逐出团体和个人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

据了解，此次竞赛由河南省爱卫
办、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河南省
疾控中心、郑州市爱卫办、郑州市卫
生健康委承办，旨在综合检验全省病
媒生物防制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专
业能力。

东王楼村有个
“黎明脚步”跑步团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王平 王雁

“一二一，嗨嗨……”近日的一个
清晨，天还没有亮起来，河南省鹤壁市
浚县善堂镇东王楼村近百名运动爱好
者就开始沿着村外的道路进行“黎明
脚步”村民慢跑运动。

“我们的口号是：‘黎明脚步，有您
更酷；黎明晨跑，有您更好；走近黎明，
跑出健康；一二一，嗨嗨，加油！’”在慢
跑队伍中，一路上做队形指挥、呐喊加
油的人名叫张秀梅，她既是东王楼村
委会委员，又是“黎明脚步”跑步团的
发起人，村民都称她为“团长”。

自从东王楼村成立“黎明脚步”跑
步团后，参加者越来越多；每逢周末，
小学生也加入跑步团晨跑。张秀梅
说，目前“黎明脚步”跑步团的规模和
影响力不断扩大。加入“黎明脚步”跑
步团，已经成为当地村民追求健康生
活的一种新方式。

“黎明脚步”的来由，还要从3年
前说起。

那年，邻村村民老贾因患躁郁症
住院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建议
老贾每天坚持晨跑，以增强治疗效果，
促进身体康复。于是，老贾就开始跑
步锻炼身体。坚持一段时间后，老贾
健康状况大为好转。因此，老贾便组
织附近的村民每天跑步，锻炼身体。

“当初，我就是受到老贾的影响，组织
村民成立东王楼村‘黎明脚步’跑步团
的。”张秀梅说。

“我患了脑梗，留有后遗症，通过
长期坚持跑步，腿部变得灵活了，走路
也有劲儿啦！跑步真有益处，我要继
续跑步。”村民郭春清说。

2022年年初，鹤壁市卫生健康委
委派该市卫生健康监督局办公室主任
王瑞奇到东王楼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为让“黎明脚步”跑步团实现规范
化管理，队员跑步动作更加专业，王瑞
奇邀请鹤壁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对队
员进行专业指导，如指导大家跑前如
何热身、跑步时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怎
样调整呼吸方式等。

“村民在致富的同时，能够保持身
体健康，这也是我追求的梦想。”王瑞
奇说。

喜迎
“新年宝宝”

读懂画里的“话”
走进患者的心

□特约记者 朱沛炎
通讯员 朱世玲 周洁

“这幅画颜色鲜艳，边缘突出、有
棱有角，反映了画者内心的躁动、攻击
性。而这一幅呢，线条反复涂抹，人物
表情紧张，反映出画者内心的焦虑和
不安。”近日，在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七病区，护士
长严亚杰对一名患者的绘画作业进行
分析。

通过患者的绘画作业，读懂画者
无法表达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从而给
予有效的心理干预，这种新的治疗模
式被称为“绘画作业疗法”。“绘画作业
疗法”是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
疗的方法之一。严亚杰不仅是护士
长，还是一名绘画心理分析师。在他
眼中，患者的每一幅画都诉说着很多
潜在的信息。

“有一些刚入院的患者有比较强
的防御心理，不爱交流。有一些患者
受精神症状影响，不善交流。画画便
成为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是通向他
们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严亚杰介
绍，区别于其他心理治疗方法，绘画康
复训练操作性比较强，对于患者来说
也更容易接受，不会给患者太多压力。

以画为媒介，严亚杰和患者的交
流变得更加顺畅，也更加深入。“我们
的沟通不限于患者住院期间的治疗和
生活，还会关注到他与家人的关系，因
为这影响到他出院后的康复和个人发
展规划。”严亚杰说。

病区曾经收治了一名患有双相情
感障碍的十几岁男孩，因为缺乏沟通
等原因，患者和家人关系比较紧张。
严亚杰说：“我让他画一幅自己记忆中
美好的家庭生活场景，画完之后我们
进行了交流。这幅画描绘的患者心目
中最温馨的场景，却反映了家庭关系
中的不少问题。在征得他本人同意
后，我将这幅画和我的分析发给了他
的家人。其家人表示很认可，也意识
到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并愿意听从我
们的建议，做一些改变。”

除了面向个人，严亚杰和同事们
还开展面向多人的团体绘画康复活
动。团体绘画康复活动会融进一些合
作、表达的环节，逐步提升患者沟通和
社交能力。他们还走出医院，走进学
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为咨询者进
行绘画分析，给更多受到心理困扰的
人们进行心理疏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