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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风景线

□特约记者 许伟国 刘泽林

“符医生，我头晕脖子痛，你给我
看一下。”

“我给你把下脉。”
近日，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三道镇卫生院中医科医师符美
春给患者把脉问诊，并用中药进行
治疗。

三道镇位于海南省中南部五指
山民族地区，是以黎族人口为主的乡
镇，镇卫生院以前没有中医科。符美
春是海南洋浦人，2014年报名参加

海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项
目，考入海南医学院就读中医学本科
专业。2019年6月毕业后，符美春接
受了 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于
2022年6月来到三道镇卫生院。从
此，这家卫生院有了中医科，让当地
百姓看病多了一种选择。几年来，符
春美用自己专业、细致的服务赢得当
地民众的信任。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党委办一级
调研员陈建洪介绍，该省自2010年
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项目
以来，累计招收 2133 名免费医学
生。到2023年，共有1040名医学生

顺利毕业；迄今已有637人完成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到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从事诊疗工作，纳入编制管理或
享受同工同酬待遇。通过该项目“走
出去”的农村学生，在学有所成之后
回到农村、扎根基层，大都留在海南
偏远地区和民族山区，挑起基层医疗
卫生工作的大梁，部分优秀人员已走
上管理岗位或成长为受群众青睐的
好医生。

2017年毕业于海南医学院临床
医学专业的邱国芳，被分配到保亭县
医疗集团响水分院工作。他刚到基层
时，接诊了一位患高血压的老人，发现

老人用药后还是控制不好血压，引发
其他病症。一开始，老人并不相信这
位年轻医生，但邱国芳通过调整用药
逐渐控制住了老人的血压，得到了老
人的认可。这几年，作为科室带头人，
邱国芳牵头完成保亭县医疗集团响水
分院胸痛单元建设，并完善了慢病门
诊工作。因表现突出，他今年5月开
始担任分院副院长。

韦滋程也曾是一名海南省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他2016年从海南医
学院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什运乡卫生院，随后在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3年的规

范化培训。2019年，韦滋程回到什运
乡卫生院工作。她重视疾病防治，开
展进村义诊、随访、普及慢性病防治知
识等，将“坐堂门诊”变为“上门服
务”。琼中县卫生健康委主任唐丽蓉
说，医学人才下沉乡村缓解了基层卫
生人才短缺的问题，使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陈建洪介绍，为留住这些基层
卫生年轻人才，海南省及部分市县出
台相关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卫生人
才待遇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水
平，给予平台和空间，让他们更好地
施展本领。

海南：农村定向医学生开始挑大梁

□通讯员 侯雨萌 佘应巧
特约记者 何雨田

近日，随身携带着一个“小背包”
的王先生，终于从江苏省人民医院重
庆医院（綦江区人民医院）康复出院。
在出院前苏渝两地的视频会诊中，他
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向江苏省人民
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
苏省妇幼保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
任邵永丰教授团队表示了感谢，感谢
专家们让他重获“心”生。

王先生背的“小背包”里面装的是
电池和控制器，它们将为导线另一端
的人工心脏，也就是王先生左心室的
辅助装置提供动能。有了这个装置，
王先生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

8年前，30岁出头的王先生突然
发现自己在活动或者劳累的时候会出

现呼吸困难，存在间断下肢水肿等不
适症状。此后，他的症状逐渐加重，在
辗转了多个医院就诊后，被诊断为“扩
张型心肌病合并心力衰竭”。王先生
接受了抗心衰、改善心功能等药物治
疗，但效果不佳，已经到了终末期心衰
的程度，医生建议其进行心脏移植或
者植入人工心脏治疗。鉴于当时王先
生体重达100公斤，医生建议先减重
后再评估。

然而，王先生的症状持续加重，日
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连穿衣、吃饭、
上厕所都感到胸闷气喘，也睡不好觉，
十分劳累。偶然听说家门口有江苏专
家后，他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
院（綦江区人民医院）寻求帮助。江苏
省人民医院派驻专家主任医师顾卫东
团队检查及评估后发现，王先生的左
心室直径已经扩张到了80毫米（正常
成年男性应小于55毫米），左心室射

血分数降低到了 22%（正常成人为
50%以上）。这提示他左心室功能极
差，已经到了终末期心衰的最严重程
度，治疗刻不容缓。

了解患者病情后，江苏省人民
医院决定派出邵永丰教授团队前往
重庆綦江为王先生进行人工心脏植
入术。

顾卫东介绍，通常对于终末期心
衰患者来说，心脏移植是有效的治疗
手段，但因为心脏供体紧缺，患者在等
待供体的过程中可能死亡。同时，心
脏移植术后要终生服用抗排异药物，
会产生严重副作用，并带来较大的经
济负担。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
心脏技术已经逐步成为许多终末期心
脏病患者的治疗选择。

苏渝两地专家团队和相关部门进
行了反复深入的讨论和沟通，组织多
学科团队进行术前评估，并就术前治

疗、手术实施、术后监护、术后康复等
定制了个性化方案。

随后，邵永丰团队来到重庆市綦
江区，为患者进行术前检查，并和当地
医疗团队再次确认手术细节。次日，
邵永丰团队为王先生成功植入全磁悬
浮人工心脏。这是重庆区县医院完成
的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填补了当
地技术空白。术后，王先生在苏渝专
家的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复，终于在近
期顺利出院。

邵永丰表示，江苏省人民医院心
脏大血管外科团队自2021年7月在
江苏省率先开展此技术以来，已成功
开展24例人工心脏植入术。该团队
还获得了江苏省第一批心室辅助技术
培训基地资格。此次在渝成功开展该
技术，得益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也证实了该技术的成熟和向外输出的
可行性。

苏渝专家联手，让他重获“心”生

（上接第1版）
访谈人：在您看来，这种从中药中

发现并提取有效成分的模式，是否更
容易为国际医学界所理解和接受？中
医学、西医学是否一定要在循证的语
境下展开对话、建立互信？

王振义：现代医学的核心是什
么？就是循证，有科学的证据，能说清
楚、讲明白。

我参加过“西学中”培训班，在学
习当中体会到很多。首先，中医药的
理论、术语和概念，有些虽然跟西医
表述一样，但含义不同；有些则是西
医没有的。比如，中医常讲肾是先天

之本，肾亏的人常常表现为乏力、气
色不好，脉象、舌苔等也会有相应的
表现。但中医讲的这个“肾”，跟西医
讲的“肾”并不相同。还有“气”，我体
会，这个“气”可能指的是能量，是代
谢旺盛程度……把这些概念用现代
医学的语言解释清楚是很有必要的，
也是中医药界同仁与国际医学界沟
通的基础。

再者，中药的量化不够精确规
范。比如，一些中药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药有抗病毒作用，但是非常可惜，剂
量方面提得比较笼统。还有一个普遍
现象，就是患者去看中医，同样的病，

不同的中医来看，处方药味和剂量都
不同。

此外，要掌握循证医学研究的方
法。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中医药研究
文章量是很大的，这说明国内外很多
人都在研究中医药。其中最重要的是
什么？就是要有事实。我们讲中医是
个宝，就要学会证明它是个宝，让这句
话不是一句空话。

访谈人：您认可中医药是个宝藏，
但是这个宝藏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

“黑箱”里，需要做扎扎实实的基础性
工作，把这个“黑箱”打开。您认为这

个工作就是循证研究？
王振义：是的。这不是放弃中医

药理论，陷入民族虚无主义。我们都
是搞研究的，不能固守几千年以前的
理论，中医药也要随时代发展而进
步。从古至今，历代中医药人从来没
有放弃对中医药的研究，也基于各自
时代新的情况对中医药进行了提升和
完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药理论诞
生后，很多朝代涌现出了对中医药进
行进一步阐释的名家。与时俱进是中
医药一以贯之的进化方式。

但总的来说，过去中医药的理论
是比较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结合我
们这个时代研究新情况，还可以做很
多工作。

访谈人：我们注意到，近几年循证
医学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很多其他
的研究方法崭露头角，比如真实世界

研究等，被认为更符合中医药特点。
在您看来，中医药研究是要照搬整套
循证医学，还是可以在遵循循证医学

“力求客观、排除偏倚、明晰判定疗效”
的思维和原则下，寻找并建立更符合
中医药自身特点的方法？

王振义：研究中医药的途径有很
多。像我所讲的，研究中药成分，把化
学结构、药理作用搞清楚，这是最好
的。证明中医治疗有效，中西医结合
治疗比单纯西医治疗效果更好，这也
是一条路。还是那句话，要与时俱进，
眼光要开阔，不要局限。

中医药是个宝库，但仅仅有宝库
是不够的。我们这一代做了一点工
作，更大的期望要寄予年轻的科学家
们。希望他们在挖掘研究中医药宝库
的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造福更多
患者，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人生
价值。

扎实循证，挖掘中医药宝库

江西赣县

“敲门”给失能老人
送健康服务

□通讯员 钟兆林
特约记者 廖茂铮

“大娘，您躺好，现在给您做健康
体检，身体要有啥不舒服就告诉我
们。”日前，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沙地
镇攸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到该镇西山村
85岁的失能老人谢大娘家里给她免
费体检。医务人员为其量血压、测血
糖和心率，做心电图、B超等一系列检
查，并仔细询问老人日常生活、饮食以
及服药情况，并嘱咐其家属注意事项。

据悉，赣县区目前有失能老人
2774人，其中在农村的有2567人。
为解决失能老人就医难问题，提高失
能老人生活质量，赣县区卫生健康委
在今年初启动了“健康敲门暖心服务
行动”，为失能老人提供“四个一”免费
健康服务，即开展一次上门健康管理、
提供一套上门健康服务、开通一条健
康咨询热线、帮助解决一件助老设
施。其中，上门健康管理包括健康状
况评估、体格检查等，并为生活自理能
力中度依赖、不能自理的失能老年人
建档。在上门健康服务中为失能老人
提供营养康复护理指导、医养结合、心
理慰藉、口腔健康、就诊转诊建议、应
急救助等健康服务。健康咨询热线就
是由家庭医生通过电话、微信群、发放
暖心服务联系卡等方式，定期主动联
系失能老年人或其监护人，了解失能
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健康服务需求，免
费推送有针对性的健康信息，并及时
解答失能老年人或其监护人提出的健
康问题。

截至目前，赣县区卫生健康委督
查组分别对24个乡镇卫生院进行了
巡回督查指导，共举办健康服务团队
培训班25场次，开展“健康敲门”暖心
服务1600余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系
卡1210张、健康宣教折页5620份。

河南登封

中医药文化夜市
办起来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杨磊

中药香代替烧烤香，八段锦代替
广场舞，知名中医把脉义诊，品尝中药
茶饮膳食……近日，由河南省登封市
卫生健康委、登封市人民中医院联合
主办的“传承发展中医文化，服务百姓
身心健康”——中医药文化夜市给市
民送来健康“大餐”。

与传统印象中“一桌一椅一医生”
的义诊不同，中医药文化夜市设置知
名中医专家把脉问诊区、中医养生茶
饮区、中医传统疗法体验区、中医文创
展示区、中医药健康科普区、八段锦跟
练区、中医药膳品尝区等十大特色服
务区域，让市民“一站式”感受中医药
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大家对中医药养生的认
知度和接受度提升，‘年轻化养生’成
为新趋势。”登封市人民中医院负责人
说，中医药文化走进夜市将为群众办
实事与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相结
合，让中医药文化看得见、摸得着。

夜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打
卡、拍照、体验中医疗法、跟练八段锦，
市民们纷纷驻足围观、一探究竟。“这
段时间，我颈椎、腰椎经常胀痛，有时
还会头晕、手臂麻木。体验完火龙罐
和针灸后，感到轻松不少。”在中医传
统疗法体验区，一名市民表达了不错
的体验感受。

在此次举办的中医药夜市上，从
中医望闻问切到中医养生膳食茶饮，
从针灸推拿到火龙罐、核桃明目灸、八
段锦，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展现得
淋漓尽致，受到市民青睐。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负责人表示，
以后该院会根据中医季节养生的特
点，持续开展中医药夜市、健康义诊等
活动，让中医药文化更贴近老百姓。

辽宁沈阳今年将完成
7.5万颗牙齿窝沟封闭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王晓鸥）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口腔医院
举办2024年沈阳市儿童口腔健康服
务项目启动暨培训会。据悉，该项目
今年已确定19家定点医疗机构，预计
年底前完成7.8万人的口腔检查、7.5
万颗牙齿窝沟封闭。

据介绍，自2018年起，按照全省
统一部署，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和市教
育局联合组织开展儿童口腔健康服务
项目，为全市小学二年级学生免费实
施口腔检查和适宜儿童免费窝沟封
闭。截至2023年底，在市项目办和各
定点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
已经覆盖全市13个区（县）的440所
学校，为全市31万余名适龄儿童进行
口腔检查，完成窝沟封闭牙齿数量达
到37万余颗。

黑龙江哈尔滨举办
县域医共体建设培训班

本报讯 （特约记者衣晓峰）日
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举
办“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培训班，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介绍福建
省三明市、尤溪县医改先进经验和医
共体建设先进做法。

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主任栾枫表
示，有关区县（市）要形成政府主导、卫
生牵头、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推进机
制，围绕年度工作目标，对标对表、依
次推进医共体建设；在人事编制、财政
投入、绩效考核、医保保障方面研究出
台配套政策，确保工作落实到位。根
据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规划，今年将
在宾县开展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试点，在方正县、依兰县开展省级
试点。其中，宾县计划投入4000万元
打造医共体信息平台，以实现信息互
联互通。

6月11日，重庆市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工作人员走进位于该区三教产业
园的某汽车部件公司，开展“职业健康大讲堂”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理论讲授、视频播放、现场
演示等形式，向员工们宣讲职业病防治知识和应急救护技能。图为工作人员指导员工进行胸
外按压。 特约记者陈仕川摄

职业健康大讲堂

河北廊坊启动
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春丽）根据
河北省廊坊市 2024 年群众身边有

“医”靠专项提升行动要求，廊坊市卫
生健康委近期启动了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

项目确定河北省廊坊市人民医院
为项目承担单位，针对市城区45~74
岁常住人口，进行肺癌、乳腺癌、肝癌、
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5种常见癌症
的免费筛查。项目先通过问卷调查进
行风险评估，再对高危人群进行免费
临床筛查。根据项目任务安排，今年
计划开展问卷调查1200人，高危人群
免费筛查600人，其中肺癌200例、乳
腺癌200例、肝癌20例、结直肠癌80
例、上消化道癌100例。

江苏南京提升孕产妇
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 通
讯员宁中轩）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孕产
妇危急重症救治能力提升研讨班在东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举办。南京市、
区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医务处人员
及产科主任，助产服务、妇幼保健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200余名医务人员参
加此次研讨班。

据介绍，此次研讨班由南京市卫
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主办，江苏省暨
南京市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东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承办。研讨班邀
请了国内专业领域知名医护专家，采
用理论学习、病例讨论及技能培训演
练等多种形式进行培训，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与会代表交流研讨气氛
热烈，演练演示紧贴临床实战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