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科普

湖城战“疫”党旗红

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
卫 生
健 康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责任编辑 沈晓燕 赵松

本报讯（鲁春艳）老年医学科建
设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是完善老年
人健康支撑体系的重要抓手。2021年
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决
策部署，统筹谋划、真抓实干。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26家二级以上综合性
医疗机构中，24家完成了老年医学科
建设，占比达到 92.3%，提前完成了
省定任务目标。

高度重视，周密安排。老年医学
科建设是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将
其列入市政府对县政府年度目标考核
的重要指标。市县卫健部门成立了由
一把手任组长，老龄、医政、中医等
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负责领导、协调、推进全市老年医学
科建设工作。先后印发了《衡水市加
快推进老年医学科建设工作的实施方

案》《衡水市老年医学科建设考评办
法》等系列文件，明确了各县市区工
作目标、重点任务和推进措施。市卫
健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工作调
度，要求各县（市、区）和市直医疗
机构按照“时间倒排、任务倒逼、责
任倒追”的原则狠抓落实，确保全面
完成建设任务。

协调配合，督促落实。我市建立
督查督办和协调联动机制，要求各县
（市、区） 每月 30日前向市卫健委报
告本辖区建设情况，及时准确掌握工
作进度，确定下一步工作重点。对重
视程度不够的个别县（市、区）进行
约谈；对未达到老年医学科设置条件
的武强县医院等 6家医疗机构跟踪督
办；对达到设置条件但未完成审批的
市第二中医医院等 3家医疗机构，协
调市行政审批局及时办理；对未及时
录入全国卫生健康数据直报系统的武

邑县医院等 7家医疗机构，督促登记
录入。

强化保障，推动发展。在积极推
动老年医学科建设的同时，注重抓好
保障服务工作。我市要求各医疗机构
进一步完善医院绩效考核方案，保障
老年医学科医护人员收入不低于全院
医护人员收入平均水平；加强老年医
学人才培养，专项资金优先用于老年
医学科建设与发展，支持医护人员参
加国家、省相关业务培训，保障其培
训期间待遇不受影响；鼓励提供家庭
病床、上门巡诊、与养老服务机构签
约合作等医疗服务。2021年，我市26
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用于老年医学科
建设资金达 850余万元，全年医护人
员参加国家、省、市培训12批771人
次，有力保障了老年医学科的健康发
展。

提高质量，优化服务。我市将

提升老年医学科服务水平列为工作
重点，已成立老年医学科的综合医
院严格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关于印发老年医学科建设与管理
指南 （试行） 的通知》（国卫办医函

〔2019〕 855号）设置与管理老年医学
科，中医医院严格按照《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医院肺病科等10
个科室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的通
知》（国中医药医政发 〔2011〕 44
号）中的《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建设与
管理指南》设置与管理老年医学科。
各医疗机构诊室设置、科室医护人
员配备均符合国家标准，将老年医
学科建设与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
相结合，优化全流程诊疗服务，改
善全方位就医环境，积极推进解决
老年人在就医方面遇到的困难，提
升了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我市24家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完成老年医学科建设
全市老年医学科建设完成率达92.3% 提前完成省定任务目标

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您知道哪
种运动最有利于健康长寿吗？

只要多走路，就有助于长寿
此前，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

公共卫生》发表一项大规模研究。
研究团队对来自四大洲、覆盖近

5万参与者的15项研究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只要多走路，都与长

寿相关！
研究人群根据每天平均步数的多

少，将参与者分为 4 组，结果发现：
与每天走路最少（中位数3533步）的
一组相比，每天走 5801 步、7842 步
的人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40%和 45%，
每天走路最多 （10901 步） 的一组死
亡风险降低53%。

进一步分析显示，年龄大于60岁
（含 60 岁）、每天走 6000 步以下的
人，年龄小于 60 岁、每天走 8000 步
以下的成人，多走路与死亡风险直线
下降有关。

这也意味着，每天走路不多的
人，增加步数尤其能获益。

不过，走路增寿也不是无止境
的，超过一定步数后，长寿获益可能
不会再明显增加。

那么，我们每天走多少步，健康
性价比最高呢？

一般来说，年龄大于 60岁的人，
每天走 6000 步至 8000 步就够了，超
过这个步数，预防死亡的好处就不会
额外增加了。

而年龄小于60岁的成人，每天走
8000 步至 10000 步，获益基本达到

“上限”。
老人走路，这个习惯不能有
老年人由于上年岁，行动越来越

不方便，驼背也越来越严重，脊柱也
变得前倾，使整个人的重心前移，导
致身体平衡力越来越差。

所以，不少老年人在走路时都习
惯背着手。

虽然对于老人来说，这样走得更
舒服，但实际上会导致摔倒、扭伤的
概率增加。

因为背转双手时，手臂向内向后

旋转，上臂的肩端就会向前旋出，肩关
节相应向前向内扣出，上身重心前移，
使本已佝偻的上身更加向前倾斜，不
但更显佝偻，重心也更加不稳。

建议老人散步时选择“钟摆式”
摆臂。

正确方法为：肩部放松，两臂各
弯曲约成90度，两手半握拳，前后自
然摆动，前摆时稍向内，后摆时稍向
外，可起到助力、平衡和放松的作
用。
每天下午走一走，身体健康全都有

由于早晨和上午心血管事件（心
肌梗死、心绞痛发作等等） 的发生
率，比一天中的其他时间段更高。

而晚上光线差，更容易出现跌倒
等意外损伤。

除去上面两个时间段以外，那么
适合锻炼的时间就只有下午了，比如
下午 4 时至 5 时的时间段就不错，在
两顿饭之间。

总的来说，对于健康成年人来
说，只要是能够在自己一天的日程里

安排出锻炼的时间，无论是上午还是
下午、早晨、夜晚，都是被鼓励的。

但涉及慢性病者、老年人，还是
要考虑锻炼的安全性。

出现腿疼还走不走路？
一般来说，腿疼要减少运动量。
很多人走路时，会有膝关节突然

发软的经历，同时膝关节会疼痛。
这些症状是由髌骨关节紊乱、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或腰椎间盘突出所引
起的。

建议及早就医、诊断治疗，同时
要注意减少运动量，避免爬山爬楼
梯，保暖。

如果走路时小腿肌肉疼痛，停下
来歇会儿又缓解了，或是经常觉得腿
脚发凉，可能与下肢周围血管病有
关，建议尽早到血管外科检查，别硬
撑着锻炼。 （来源：养生中国）

这个运动最助长寿！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

本报讯（记者李红魁 通讯员张
明月）为了在应急状态下能及时开展
核酸采样工作，近日，冀州区卫健局
组织召开了后备队员核酸采样培训
会。

冀州区核酸采样后备队是冀州区
卫健局本着“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原则，组织
局机关、卫生监督执法大队和卫校
50 余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组建的，
旨在进一步提高核酸采样应急能力、
充实核酸采样队伍。

此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鼻、咽拭
子标本采集，穿、脱防护服，环境消
毒，医疗废物处置等。培训以观看视

频、现场演示、个人实操等形式开
展。在培训过程中，各参训人员学习
积极性很高，互相监督练习，专业人
员对不标准、不规范的地方及时提出
并给予修改，做到了“真学、真训、
真练”。

通过规范培训，既有效提升了应
对突发全员核酸采样能力，又确保了
核酸采集的质量和核酸采样队伍的安
全，保障了全员核酸采样工作的顺利
开展。在今后工作中，该局将继续加
大全区医务人员疫情防控知识的培训
力度，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疫情防控
能力，为保卫冀州、保卫衡水作出更
大贡献。

冀州区卫健局组织召开核酸采样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徐学聪 通讯员邢
园）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为“减轻
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进一
步提高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
治及疫情防控期间外地来饶人员处置
能力，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饶阳县
人民医院组织开展了外地返饶人员合
并多发伤应急处置演练。

此次模拟演练背景是，120急救
中心接到求救电话称，大广高速饶阳
境内某段，一北京牌照轿车发生车
祸，车上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田某
（女性、孕 8 月） 因坐副驾驶，伤势
严重；司机刘某面部有多处外伤；后
座王某大腿骨折。该院120急救中心
迅速反应，到达现场后快速开展检伤
分类、应急处置及流行病学史调查，
将患者依据病情分梯队转运回院，并
及时通知急诊科做好抢救准备，逐级
上报，启动应急预案。

危重患者到院后，创伤中心迅速
开通绿色通道，床旁FAST超声评估
病情、完善相关检查，并组织相关科
室医师进行会诊。与此同时，某外院
救护车在未提前通报情况下送来一位

本地急性胸痛患者需抢救，急诊科迅
速做出应急反应，将患者安排在胸痛
抢救室开展相关救治，整个救治过程
按预定方案有序开展。

此次演练在群体合并多发伤救治
基础上增加了疫情防控相关内容，除
了多发伤患者救治外，还加入外地返
饶人员应急救治、流行病学采集、院
内转运等疫情防控实战模拟，难度大
于常规演练。演练持续时间约两小
时，过程紧凑、完整、真实。整个演
练过程，医院创伤中心、胸痛中心反
应迅速，救治专业严谨，急救现场井
然有序，各梯队成员各司其职、有条
不紊，团队协作配合默契。

演练结束后，各考评组针对病人
接诊、疾病控制、医疗救治等重点环
节进行了点评，如病人转运流程、
院内感染疫情报告、防护服穿脱
等，对暴露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剖
析，并提出了改进意见。最后，该
院负责人对演练情况进行了总体点
评，并就演练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进行了补充讲解，对进一步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应急处置技术准备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饶阳县医院组织开展2022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演练

本报讯（记者赵益彬 通讯员李
志敏） 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为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推
动该县爱国卫生运动，近日，枣强卫
健系统所有单位全体职工结合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七日攻
坚”活动。

在局机关，干部职工对办公环境
进行了大扫除，清洁办公桌椅、擦拭
窗台书柜等，做到了工作环境卫生、
整洁。

在包联小区，他们对暴露性的
生活垃圾、卫生死角做到彻底清

除，帮助居民创造了干净卫生的生
活环境。

在各医疗机构，他们对办公区、
病区地面和室内空气等进行清洁消
毒，营造了干净、整洁、卫生的就医
环境。

通过本次活动，枣强卫健系统全
体人员真切地感受到开展爱国卫生活
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干净的卫
生环境、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仅
仅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对他
人负责，更是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重要手段。

枣强卫健系统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七日攻坚”活动

本报讯（记者高艳争 通讯员曹
妍）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平
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按照全国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于5月11日至9月15
日组织开展卫生健康系统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

行动期间，各县 （市、区） 卫
生健康局、高新区社发局、滨湖
新区社管局、市卫健委综合监督
执法局及相关科室将加强核查整
治，依据行业职责，积极调查核
实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
构、无行医资质相关人员擅自为
老年人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为
线索，对卫生健康领域发现的养

老诈骗问题，将建立台账、督促整
改、逐一销 号 ， 推 动 专 项 行 动 落
地生效。

市卫健委综合监督执法局将加
强对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的监
督检查，对存在无资质医疗机构、
无行医资质相关人员擅自为老年人
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为将及时移
交，处理完毕及时反馈线索处理情
况，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希望广大群众选择正规养老机
构，如发现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
医疗机构、无行医资质相关人员擅
自为老年人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
为的问题线索，应向该养老机构所
在乡、镇执法机构进行举报。

市卫健委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李红魁 通讯员
李昱晓） 为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5月20日上午，故
城县医院第六党支部联合内分泌
科、心内一科、心电图室、骨一科
的专家，来到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
的家乡——郑口镇刘堂村，开展

“健康中国 故城行动”大型义诊活
动。

刘堂村的村民听闻县医院的专
家来义诊，便早早等候在村委会。
专家们被村民们的热情感动，一下
车立马投入到工作中，测量血压、
测量血糖、超声检查、心电图检
查、药学咨询等，义诊人员忙得热
火朝天。

诊疗过程中，义诊人员发现村
民们普遍年龄较高，不少村民患有
高血压、关节疼痛等常见的基础疾
病。针对村民们的疑问，专家们根
据村民的具体疾病情况，耐心细致
地为他们进行解答并写下处方及注
意事项。

此次义诊活动为村民提供了面

对面、近距离的医疗服务，增强了
村民的健康保健意识，深受刘堂村
村民欢迎。义诊活动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党员的责任担当，践行了医务
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切实为广大群
众办了实事、好事，充分发挥了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为推进“健康中国 故
城行动”贡献了力量。

故城县医院第六党支部故城县医院第六党支部走进刘堂村开展大型义诊走进刘堂村开展大型义诊

演练活动现场演练活动现场。。

2022 年 2 月 20 日夜间，衡水市
第三人民医院消化二科副主任医师
苏晓阳接到医院医务科电话。作为
一名 2020 年春节参加过疫情防控一
线救治工作的“老手”，他被要求第
二天一早赶赴一线。疫情就是命
令，救治就是责任。他迅速放下手
中事情，跟家人简单交代，连夜赶
到科室，把自己负责的住院病人安
排好，立马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苏晓
阳同志作为一名有着 19 年党龄的老
党员，积极响应医院号召，主动请
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
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每天 24 小时

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手机从不离身
片刻，时时刻刻关注每一条预警信
息。

进入一线以后，作为小组长，
苏晓阳身先士卒，每天带领同事查
房，对新冠肺炎患者嘘寒问暖，从
生活上、精神上、医疗上全方位为
患者的康复尽心尽力。

患者杨先生，开始时每天唉声
叹气，哀叹“老天爷”不公平，“为
什么让我一家感染‘新冠’！”“我也
是受害者！”“我出去以后该怎么
办？”“我孩子要考大学，耽误了该
怎么办？”……苏晓阳每天查房时都
开导他、安慰他、鼓励他，不时还

会通过微信关心他。通过精心治
疗，杨先生身心均恢复健康，对生
活、对工作重新充满希望，恢复斗
志顺利出院。出院时，他还不忘告
诉苏晓阳，以后要做一个对国家有
用的人，并且许诺如果需要，随时
能够贡献恢复期血浆用来挽救更多
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苏晓阳负责的还有一位 12 岁的
儿童患者。他每天晚上都要和孩子
视频，指导其学习、锻炼，还从自
己“伙食”中省下的牛奶和苹果带
给这个小朋友，尽心尽力提高孩子
学习的动力和目标，指导其树立远
大的理想。

“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苏晓阳说，这是每一名共产党
员对党旗宣读过的誓言，“我是党
员，我必须上一线！”“我是党员，
我应该带头上一线！”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他用实际行动把鲜艳
的党旗插在了抗疫的最前线！

把 党 旗 插 在 抗 疫 前 线
——记市三院消化二科副主任医师苏晓阳

韩江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