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钱雪 记者蒋学华报道： 一位

94

岁的老奶奶罹患左三叉神经痛

10

年

余 。 疼痛以左侧额部 、 上颌部较明显 ，

呈阵发性电击样疼痛。 疼痛时不敢吃饭，

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 刷牙及洗脸 。 患者

曾就诊于多家医院， 服用药物效果不佳，

希望手术治疗， 但年龄太大， 均被拒绝。

饱受三叉神经痛之苦的老奶奶 ， 于日前

在家属陪伴下慕名来到上饶市人民医院

三叉神经痛专病门诊求诊 。 综合考虑患

者病情、 身体状况及治疗意愿后 ， 上饶

市人民医院疼痛科为患者进行三叉神经

半月节球囊压迫术。 手术在全麻下进行，

手术时间半小时左右 。 术后患者疼痛解

除， 手术效果满意。

三叉神经痛是最常见的脑神经疾病

之一 ， 称之为 “ 天下第一痛 ”， 以一侧

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

性剧烈痛为主要表现 。 目前 ， 上饶市人

民医院疼痛科已开展了三叉神经半月节

球囊压迫术 ， 其手术时间短 ， 恢复快 ，

手术疗效确切且并发症少 ， 患者治疗效

果满意 。 并开设三叉神经痛专病门诊 ，

为部分三叉神经痛患者提供了新的选

择， 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

满意度。

本报讯 苏静 记者蒋学华报

道：“ 阿姨，您看，您的血压、血糖

有些高，平时要少吃点盐、多吃蔬

菜，按时吃药、定时测血压、测血

糖， 不舒服及时到医院就诊或复

查。”为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切实增强老

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近日，弋

阳县葛溪乡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

走进敬老院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 医务人员为老人

们测量血压、 测血糖等身体检查

服务，认真询问病史、仔细查体，

了解病情， 细致地为老人们提供

健康科学的饮食和生活建议，提

醒他们平时多加锻炼， 时刻关注

身体情况。同时，医务人员还结合

每一位老人的诊疗情况， 建立完

善了健康档案， 以便随时了解老

人身体健康状况。

此次义诊不仅为敬老院的老

年人送去了医疗服务， 还增强了

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 让他们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医疗保健服

务， 切实感受到了义诊带来的温

暖和贴心服务。

11

月

13

日上午，弋阳县卫健委联合弋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

岩镇卫生院开展以“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为主题宣传活动。 据统

计，现场免费测量血糖和血压

300

余人次，发放糖尿病防治知识宣传册

300

余份，宣传小礼品

300

余份。 宣传活动不仅使人们了解了糖尿病的

防治知识，还促进了人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糖尿病防治意识。 苏田珍 记者 蒋学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郑兰兰 记者蒋学华报

道：初冬季节，气温忽高忽低，感染

支原体肺炎等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增加。 为倡导广大居民科学健康的

生活方式，连日来，广信区田墩镇

中心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向前来进

行儿童预防接种的家长们以及来

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宣讲如何有效

预防感染支原体肺炎等传染病知

识， 内容涵盖了对传染病的预防、

早期识别、应急处理等方面。

医务人员介绍了初冬时节有

哪些传染病， 核心宣传了什么是

支原体肺炎和儿童易感染的原

因， 以及重点讲解了支原体肺炎

的预防和护理。 告诉群众孩子遇

到高热不退、 咳嗽等症状要及时

去医院就诊。同时，医务人员还现

场解答了群众关于支原体肺炎的

疑问，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呼吁大家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增强

体质，注意休息。

通过宣传， 进一步加强了群

众对感染支原体肺炎等常见传染

病防治的认识。同时，也促进大家

对传染病预防观念的转变， 让大

健康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健康教育

责任编辑：蒋学华

电话：

8237576 Email:srrbzt@163.com

2023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二

3

JIANKANG

SHANGRAO

健康

上饶

“了解风险、了解应对”，科学预防糖尿病！

田墩镇中心卫生院

加 强 传 染 病 防 控 宣 传

余 干 县 现 场 流 行 病 学

调查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广信区筑牢护佑人民健康坚实屏障

建立绿色通道

7

月

18

日，四十八镇

81

岁村民周某良，突发胸

闷、胸痛伴左侧背部持续隐痛，紧急来到四十八镇中

心卫生院胸痛救治单元就诊。 经区人民医院专家同

步会诊，判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医院立即启动绿

色通道把患者转往区人民医院胸痛救治中心接受进

一步救治。这过程仅用时

53

分钟。康复后，一直接受

慢病综合管理， 四十八镇中心卫生院家庭医生定期

上门服务，目前已能正常自理生活。

近年来 ， 该区卫健系统着力提升急诊急救能

力， 建立

120

急救指挥中心， 统筹全区急诊急救资

源， 提高服务效率。 区人民医院已逐步完成胸痛、

卒中、 创伤、 危重孕产妇救治、 危重儿童和新生儿

救治五大中心的建设。 并依托胸痛中心在各基层卫

生院建设胸痛救治单元， 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对高

危胸痛患者救治及甄别能力。 目前， 全区

21

家卫

生院启动了胸痛救治单元建设，

6

家卫生院胸痛救

治单元已通过验收。

精简就医流程

近年来，该区卫健委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医疗

服务智慧化、数字化，形成更科学、更高效、更便捷的

就医服务体系。 该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开通线上

预约渠道，提供多种途径、多种有效证件的预约，分

时段预约等。 各医疗机构弹性安排门诊时间，开展夜

间门诊；开展医学护理延伸服务，切实提高患者获得

感和满意度。 多家医院整合服务功能，简化住院办事

流程，将医务服务、医保服务、病历复印、志愿服务、

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投诉接待和报告打印、移动式床

旁结算等服务功能融为一体， 患者一次就能办完所

有手续，省时省力又节约成本。

该区人民医院建立急诊预分诊系统， 与预约挂

号平台、 医生工作站共享患者信息； 可使用电子医

保直接线上报销支付； 建设门诊智慧化药房， 实行

机器自动化备药； 上线“ 云胶片” 模块， 患者随时

随地可在手机上查看影像检查结果， 极大地缩短门

急诊就诊时间。

保障百姓看病

湖村乡杨桥村距城区

40

多公里， 是广信区最

为偏远的山村之一， 当地百姓就医出行交通极为不

便。

9

月

15

日， 杨桥村所在的茗洋卫生院正式纳入

区中医院医共体， 医共体内各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共

提、 人才梯队共建、 慢病服务对象共管、 优质资源

共享， 形成优势互补、 错位发展、 资源共享、 管理

同质的良好发展格局。 当地群众对于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城区大医院的同质治疗赞叹不已： “ 现在足不

出村， 就能享受到大医院的专家服务， 真是太方便

了！”

为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就医困难， 全区投入资金

2

亿元实施一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提升项目， 用于

各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改造、 设备采购、 部分卫

生院整体搬迁等， 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硬设

施”。 同时全面推进医联体、 医共体建设， 严格落

实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制度， 加大基层医疗人才培

养 ， 切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 “ 软实力 ”。 据统计 ，

今年以来， 该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派出各类骨干专

家

60

余人定点帮扶各基层医疗机构。 举办各类送

医下乡义诊

150

余场 ， 惠及农村群众

13000

余人

次。 举办中医适宜技术培训

4

期， 并依托区中医院

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2

名中医专业人员提供免

费进修培训。 目前， 全区已有

21

家基层医疗机构

达到“ 优质服务基层行” 服务能力标准线以上，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诊 疗 量 占 总 诊 疗 量 的 比 例 达

69.93%

。

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 住院

6

天，我自己才花了

97

块钱。 太意外了”

罗桥街道坂头村低保对象连某娜看着自己的出院结

算单，不禁发出惊叹。

为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解决“ 看病贵” 难

题， 广信区对农村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 低保边缘

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和因病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 同时， 各医院从优化诊

疗流程、 一体化临床路径、 耗材带量采购、 加强处

方点评 、 执行

DRG

医保付费等方面着手 ， 开展

CHS-DRG

智慧数据监测， 促使在医疗质量、 医疗

安全和合理控费之间达到平衡。 在保障医疗安全的

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促使门诊和住院平均人次费用

更趋合理。

2023

年

1-9

月， 全区门急诊人次平均费

用

298

元， 两年内降幅超

27%

； 住院患者平均费用

两年内降幅超

6%

。

（ 黄宗振 徐小珍）

在镇里卫生院做检查，城区的医生同步诊断；主任级别的专家定期到乡村百

姓家门口坐诊；住一次院只花几十块钱……今年以来，广信区卫健委聚焦民生关

切，聚力提升全系统医疗救治和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难题，为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屏障。

本报讯

11

月

10

日，由余干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余干县总工

会主办的余干县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举行。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县直医疗机构，各乡镇（ 场）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工

作专业人员等

40

余人参加。

此次竞赛设置个人理论知识

和专业技能操作等项目，内容涵盖

政策法规、专业知识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调查、分析、评估等。竞赛

过程中，参赛队员沉着冷静、细致

认真，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

湛的专业技能。 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来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涂

齐齐、曹珊珊、吴斯荣、盛金义，以

及社庚卫生院的章海霞、禾山卫生

院周志刚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 活动旨在营造学知识、练本

领、强技术、夯基础的浓厚氛围，达

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

展现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勇于奉献

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

余干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

表示，竞赛不仅提高了流行病学调

查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还

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协作能力，

推动了该县公共卫生高素质人才

队伍建设。 （ 韩海建）

2023

年

11

月

14

日是第

17

个联合

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 了解风险，了

解应对”。 糖尿病是失明、肾衰竭、心脏病

发作、中风和下肢截肢的主要病因。 联合

国糖尿病日，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

病联盟于

1991

年共同发起， 其宗旨是引

起全球对糖尿病的警觉和醒悟。

近日，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推出了

中文版核心信息，为糖尿病的预防提供指

导建议。

了解风险。 家族史：如果您的父母或

兄弟姐妹患有糖尿病，您的患病风险会增

加。 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增加患

2

型糖尿

病的风险。 年龄：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随

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特别是在

45

岁之后。

种族：某些族群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包括

非洲黑人、非洲加勒比人和南亚人。 缺乏

运动：体育活动不足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和

胰岛素抵抗。 妊娠糖尿病：怀孕期间曾患

有糖尿病的女性患病风险增加。

了解应对。 在许多情况下，健康的饮

食习惯和定期的体育活动可以帮助降低

患糖尿病的风险。饮食：选择全谷物、瘦肉

以及大量水果和蔬菜。限制糖分和饱和脂

肪（ 如奶油、奶酪、黄油）的摄入。 运动：减

少久坐时间，增加运动时间。 每周至少进

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 （ 如快走、慢

跑、骑自行车等） 。 监测：请留意可能的糖

尿病症状，如过度口渴、频繁排尿、不明原

因的体重下降、伤口愈合缓慢、视力模糊

和缺乏精力。

为帮助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们

应当：超重或肥胖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不

宜过高过快，减少脂肪类能量摄入，达到

并保持健康的体重；保持身体活动，每天

至少进行

3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运动

前需进行血糖监测，避免低血糖；日常饮

食清淡，控制油、盐、糖用量，不饮酒，避免

糖和饱和脂肪；建议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不

要吸烟及使用其他烟草类产品及电子烟，

并尽量减少二手烟暴露。

（ 记者 蒋学华 整理）

冬季， 是中医所认为的“ 冬藏” 季节， 适

宜通过膏方调养滋补。 那么， 哪些人群可以服

用膏方？ 为何膏方吃起来甜甜的？ 在

11

月

8

日

开幕的玉山县中医院第五届膏方养生节活动中，

中医专家们为市民们带来一场 “ 膏方知识盛

宴”， 吸引了一大批“ 膏粉” 前来。

膏方属于中医里丸、 散、 膏、 丹、 酒、 露、

汤、 锭八种剂型之一，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 膏方一般由数十味中药组成， 具有很好的

滋补作用。 “ 膏方有三个作用， 防病、 治病、

益寿延年。” 该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舒小军说，

“ 防病方面， 如孩子容易感冒、 老年人动辄在冬

天患肺炎， 中年人的亚健康等等， 非常适合通

过膏方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 治病方面， 许

多慢性病如失眠、 老慢支、 肺心病、 高血压、

冠心病、 多种妇科疾病、 慢性肝肾疾病等都适

合通过膏方调补， 但一定要在疾病稳定期， 疾

病的急性期、 尤其是伴有发热等情况不适宜服

用膏方”。

作为滋补品， 膏方里面的药味是否越名贵

越好？ 玉山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郑平说， 膏方

讲究“ 辨证施治、 一人一方”， 医生会根据患者

的不同体质遣方用药。 制作膏方的成分， 为了

实现更好的滋补调养和治疗作用， 会用到如鹿

茸、 阿胶等名贵中药， 但并不是盲目追求高端

药材， 还是以临床治疗需求为首位。 在此过程

中， 除了考虑患者体征， 还结合临床症状来选

择更适合患者调养身体的药剂， 另外还会考虑

药味在膏方制作成型工艺中的特性， “ 膏方口

感好、 方便储存， 不像中药汤剂一般苦涩， 这

是因为膏方通常包含了含糖分较多的药味， 如

党参、 黄芪、 百合、 麦冬、 枸杞子等。” 此外，

郑平还介绍， 桑葚、 黑芝麻、 黄精等药味会让

膏方颜色较深， 而阿胶、 龟甲胶等动物胶类的

药味， 能让膏方色泽鲜亮； 一些辛散或者味苦

的药味可能会影响膏方的口感， 医生开方时会

适度选择。

（ 钱雪 蒋学华）

弋阳县葛溪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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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进补膏方有讲究？

中医给你支招

本报讯 钱雪 记者蒋学华报

道 ：

2023

年

11

月

14

日是第

17

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本次糖尿病

日的主题是“ 了解风险， 了解应

对”。 近日，为进一步普及糖尿病

相关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信州区疾控中心联合上饶市疾控

中心、信州区卫健委、茅家岭卫生

院及茅家岭街道四吉村委会开展

以“ 了解风险，了解应对”为今年

糖尿病日主题的宣传活动。

上饶市疾控中心张香悠老师

围绕什么是糖尿病、 糖尿病诊断

标准、糖尿病的早期预警信号、糖

尿病的管理、 了解风险与应对及

常见误区等健康知识为居民进行

了详细讲解。讲座结束，工作人员

纷纷为居民发放糖尿病宣传折页

及数据线、纸杯、纸巾、围裙、航空

杯、环保袋等宣传品，同时接受居

民关于防治糖尿病相关问题咨

询，为群众讲解饮食控制、运动治

疗、药物治疗、定期监测及心理支

持， 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糖尿

病防治知识。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 增强了

居民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了解，

提高了居民的健康血糖观念和自

我保健的意识， 促使其成为防控

糖尿病的行动者， 使糖尿病防治

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不断提

高，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信州区开展预防糖尿病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