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23 年 10月 31日 星期二
编辑：张鑫 美编：罗万玲 网址：www.nmgsb.com.cn

健康周刊JIANKANGZHONKAN
健康咨询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
标。“如何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
问题？”“如何让老百姓享受到更
多优质医疗资源？”等问题成为全
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关注的焦
点，及时回应群众期盼、着力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内蒙古卫
生健康领域有哪些具体举措？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医疗卫生
机构的神圣职责。党的十八大以
来，内蒙古卫生健康事业得到长
足发展，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
要指标发生明显变化，人均期望
寿命由 2010 年的 74.44 岁提高
到 2020 年的 77.56 岁，孕产妇死
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从 2012
年的 20.14/10 万、6.37‰下降到
10.80/10 万、2.88‰。随着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基层有名医
打通群众看病

就医“最后一公里”
兴安盟突泉县宝石镇宝龙村

村民刘玉琴过去看病要去 80 多
公里外的县医院，如今她步行十
几分钟到村卫生室就能接受“本
土名医”的治疗。村医李朝辉是突
泉县培养的首批“本土名医”，县
里两次送他外出进修，过硬的医
疗技术更好地满足了村民就医需
求。

不久前，从呼和浩特市到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出差的王女士胃
痛腹泻好几天，没想到，在乌审旗
乌审召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鲜
斌通过简单的几个穴位艾灸，不
到 20 分钟，治好了王女士的肠胃
不适。张鲜斌是乌审召镇远近闻
名的专家，靠着针灸，方圆百里的
乡亲们都来找他看病。

别看小小一个乡镇卫生院，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卫生院下设 7
个村卫生室，有 9 名乡村医生，设
有内、外、妇、儿、中医、蒙医、护办
室、西药房、检验、CT、B 超、心电
图、放射、康复等科室，开设病床
36 张，拥有 DR、CT、彩超机、全自
动大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康
复理疗仪、十二导心电图机、血球
计数仪、多功能手术床、全自动麻
醉呼吸机、心电监护仪、无影灯、
电动吸引器、全自动洗胃机、24 小
时动态心电图、救护车等基层医
疗机构建设“硬件 + 软件”配备，

为群众切实提供了健康保障，有
效缓解了群众“看病难”问题。

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
嵯岗镇，嵯岗镇卫生院还出了个

“中国好医生”。卫生院院长、蒙医
全科医师晓明，20 几年如一日地
扎根在基层，当好基层人民的健
康“守门人”。

近年来，为加强基层医疗人
才队伍建设，内蒙古采取“专家带
骨干、师傅带徒弟”“造血式”帮扶
模式，“大医院”专家现场教学、开
展讲座、远程培训，帮助当地医师
弥补知识短板。此外，以全科医生
为重点，强化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累计招收“订单生”2800 人，为基
层培养“新鲜血液”。截至目前，已
有 1334 人经住培合格后赴基层
履约，覆盖 575 个苏木乡镇卫生
院。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不断提
升，农村牧区卫生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直接打通群众看病就医的

“最后一公里”。

三级医院“加群”
优质医疗服务覆盖更多人群
4 个月前，鄂尔多斯市准格尔

旗沙圪堵镇特拉沟门村 19 岁的
李婷，在寻找丢失的羊羔时意外
跌落山崖，命悬一线。“脊柱四级
损伤，手术难度巨大，一旦出现意
外甚至造成死亡。”准格尔旗人民
医院医生接诊后迅速联系内蒙古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会诊。考
虑到手术复杂，患者病情危险不

宜转诊，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确定由院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脊柱外科专家赵岩亲自前往
手术。近 3 个小时复杂精密的操
作后，李婷脱离生命危险，转入病
房继续住院观察。半个月后，李婷
出院。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福路村
卫生室村医刘军作为家庭医生每
个月定期到李婷家上门随诊，指
导李婷做康复训练……女孩不仅
避免了瘫痪的厄运，如今恢复得
与常人无异。这是一场由自治区
级医院、旗县级医院、村卫生室三
级医疗机构接力“跑”出的医学奇
迹。

家住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的邓老汉，不久前肛周疼痛、浑身
发抖、高烧不退。救护车将其转诊
至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经
诊断为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医生
紧急手术，挽救了老人性命……
内蒙古积极落实分级诊疗制度，
加快推进 37 个城市医疗集团和
22 个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联动
式”精准诊疗，畅通转诊绿色通

道，为救治生命赢得了更多机会。

在超声医学科远程实时指导

下，不用到“大医院”，在家门口的

社区门诊便能完成诊断；通过互
联网问诊平台，家住边远地区的
农牧民患者在线与大城市的知名
专家交流病情；手机下单，卧病在
床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婴幼儿
和产妇，在家中就能享受专业护
理；“达芬奇”手术，计算机技术、

精密机械技术、远程通信技术与
现代医学知识相结合，医疗技术
水平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人工智
能、3D 打印等新技术陆续进入临
床……现如今，医疗健康搭乘“互
联网 +”的快车，进入了加速发展
赛道。

截至目前，全区成立公共卫
生委员会 9553 个，组建家庭医生
团队 9231 个，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到 76.3%；加强养老托育服务体系
建设，托育机构达到 1200 多家，
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数 2.2 个；建成医养结合机构
158 家，420 个医疗机构能够开展
安宁疗护服务，医养结合床位数
达到 3.1 万张；81.6%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建设危

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中心 212

个，建成产前诊断机构 10 个、产

前筛查机构 40 个；开展“两癌”筛

查，67 万名适龄妇女受益……

全方位、全周期、全人群保障

人民健康，内蒙古不断加强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
康治理体系整体效能，让更多老
百姓共享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成
果，让优质医疗服务覆盖更加广
泛的人群。

扩大“朋友圈”
重点专科实现
“短板变长板”

“能在家门口看上北京专家，

对于我们患者和家属来说，真是
大好事儿。”7 月份，刚从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看完病的患
者李女士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
院是内蒙古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均衡扩容、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建设的 4 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之一。

综合考虑内蒙古地域狭长的
特点、人口和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群众跨省就医习惯和外转率排名
靠前的病种以及学科发展需要等
因素，内蒙古分东、中、西部，布局
建设 4 个国家级和 4 个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形成以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为龙头，自治区级区域医疗
中心为延展，带动辐射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发展的优质高效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家顶级
医疗资源，能够快速补强自治区
专科短板，完善优化医疗服务体
系、带动医疗技术创新提高，实现
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要。另一
方面，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能
够大幅度地降低自治区患者就医
外转率，大幅度减少患者的间接
就医成本，取得较大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按照第一批国家区域中
心建设运营情况分析，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项目建成运营后，在医
保没有实现跨省结算的情况下，
至少能够减少约 60%的患者外
转。”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规划处处
长张国斌说。

此外，今年 6 月，内蒙古印发
了《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实
施方案》，北京市 8 家医疗机构一
对一帮扶 7 家自治区级医院，一
系列重点专科建设落地内蒙古：
北京朝阳医院与内蒙古自治区胸
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协作，建设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北京安贞医院与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医院协作，建设心外科；北京同
仁医院与内蒙古自治区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协作，建设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眼科……科学的发展理
念、先进的医疗技术、成熟的管理
经验必将为内蒙古重点专科“短
板变长板”按下“快捷键”。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
口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
病，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内蒙
古卫生健康领域以实惠举措护佑
人民健康，筑牢幸福生活之基。

(王坤)

近日，兴安盟红十字会联合兴安盟教育局开展第二期“救在身边·校园守护”救护员培训活动，各
旗县市红十字会联合教育部门同步开展活动。

据了解，兴安盟红十字会已在兴安盟教育局直属学校和兴安盟体育中学等 10 所学校开展了培
训活动。本次培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实操训练，红十字会为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了红十字救护员证书。

（ 萨其茹拉 摄）

近年来，乌海市着力加
大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不断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
技术水平，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实现“小病在社区、
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近日，在乌海市海勃湾
区千里山镇中心卫生院，患
有布鲁氏菌病的乌海市民
王永福接受了专项治疗后，
基本治愈准备出院。“我已
经治疗了一个多疗程了，效
果不错。这里的大夫、护士
技术和服务态度都挺好，得
了 小 病 根 本 不 用 去 大 医
院。”王永福介绍。

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
山镇中心卫生院是一家以
中医为主的乡镇卫生院，设
有内科、外科、儿科等基础
科室，共有床位 56 张。卫生
院与乌海市人民医院组成
医联体，提高了医疗服务水
平，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专家服务，极大满足
了居民就近就医的需求。

乌海市海勃湾区林荫
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辖区 5 个社区的 4
万 余 人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
2021 年 5 月完成升级改造
后，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开设全科诊疗科、预防保健
科、妇女保健科等科室的基
础上，新增放射科、中医馆、
尘肺病康复站等科室。

“我们新购进 260 台
（套）各类仪器，如数字化 X
线摄影系统、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全自动生化仪
等，配备信息化、电子化诊
疗服务系统，在中医馆还
有 熏 蒸 床 、 颈 腰 椎 牵 引
床、督灸床、PT 床等 ，医
疗 服 务 水 平 得 到 全 面 提
升。”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办
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王莉表示。

千里山镇和林荫街道
办事处辖区居民就医的便
捷只是乌海市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水平的一个缩影。目
前，乌海市设有 13 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3 家镇卫生
院、5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13 家村卫生室，以政府为
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布局
合理、规模适度的基层卫生
服务网络基本建成。

为扎实推进分级诊疗，
乌海市还根据辖区居民和
基层医疗机构的分布特点，
将社区由 99 个以“全科医
生、社区护士、公卫医师”为
核心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团队承接管理，提供主动连
续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
医疗服务。目前，乌海市家
庭医生签约 28.8 万人，签
约率达到 52.4%。布局合
理、分工明确、管理规范、便
民利民的一刻钟健康生活
圈初步建成。

（白昊庭）

立冬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表明了冬
季的来临。这个时候，气温逐渐降下低，天气逐渐
寒冷，并且人们更加关注养生保健。中医认为立
冬是补肺的重要时节，所以立冬后要开始补肺。

肺是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器官之一，它有以下
功能：

1.肺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能有效阻止外
界的细菌、病毒和其他有害物质进入人体。

2.肺可以吸入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以维持
身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3.为了保持呼吸道的通畅，肺可以通过咳嗽
和排出痰液等方式来清除呼吸道异物。

4.肺在调节体温方面具有作用，通过呼吸和
出汗等方式来保持身体温度的稳定。

5.肺可以分泌免疫物质，例如抗体和免疫细
胞，以帮助身体抵抗外来病原体。

中医理论强调肺在人体中扮演着重要的保
护者身份，被称为“华盖”，就跟一把伞一样为人
体遮风挡雨。肺喜欢湿润而不喜欢干燥，长时间
吸入“燥邪之气”容易对肺最容易造成伤害。尤其
现在已接近立冬节气，气温下降，空气变得异常
干燥，肺部会更容易受到这些外来有害物质的侵
害。因此,我们当前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补肺。

今年立冬开始补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方面：

1.由于肺脏与口鼻相通,所以容易遭受外界
邪气的侵袭。立冬后干燥的空气，更容易从口鼻
进入体内并攻击肺部，导致出现反复咳嗽、咳痰、
胸闷气短、体力不足等问题。而且冬季细菌病毒
活跃，人体的生理功能处于一年四季当中最低的
水平状态，是抵抗力相对较弱的时候，更容易受
到细菌病毒的攻击。立冬开始补肺，整整是补强
自身抵抗力，也就是自身的正气。增强肺部功能，
肺功能越强，抵抗力就越强，从而抵御邪气的侵
袭。

2.冬季是慢性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例如慢
阻肺和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季节交替或者寒冷的
冬季，患者很容易出现持续咳嗽、咳痰、气短、气
喘等症状，而且这些症状会长期反复出现并且迁
延不愈。这些症状往往与肺部受损，导致存在肺
气虚和肺功能差有关。为了守护肺部健康，以及
降低病情反复发作的几率。可以在立冬开始补
肺、改善提高肺功能、增强抵抗力。

特别是患有慢性基础疾病、抵抗力差的老年
人仍然存在体虚乏力、肺功能下降、咳嗽痰多、胸
闷气短等症状。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肺
部反复受到病毒攻击，导致肺系统存在一定程度
的受损，出现肺气虚、肺功能差。要关注肺部发出
的求救信号，并及时补补肺。因此，在今年立冬开
始补肺，已变成全家人必须重视的健康任务。立
冬开始补肺，补强肺功能提高抵抗力，来年少生
病身体更健康。

今年立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补肺呢？
1.药食同疗
在立冬这个干燥寒冷时节，我们可以多吃一

些有滋阴润肺、止咳化痰作用的食物，比如山药、
雪梨、核桃、百合、银耳、芝麻和蜂蜜等。同时从冬
季从立冬开始，一年四季中存在着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变化规律祖国医学 2000 多年前就提
出“冬藏精”和”秋冬养阴“的理论。冬季宜进补，
尤其从立冬开始，补肺很重要。可以选择具有补
肺益气和补强肺功能的中成药进行补肺，比如养
无极补肺丸等。让立冬开始补肺这件事，达到补
肺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按摩穴位
肺俞位于人体背部，位置在第三胸椎棘突

下，左右两侧相距约二指宽的位置处。每天用手
掌以肺俞为圆心进行环形按摩 3—5 分钟，可以
使肺脏得到宣散气机、止咳化痰的效果。

合谷穴是位于手上的一个穴位，按摩时
使用一只手的拇指的第一个关节，将其横纹
正对另一只手的虎口边，然后屈曲拇指按下，指
尖所指处就是合谷穴。每天早晚各按一次,每次
按摩 50—100 次,可以起到通宣肺气、发散泻火
的作用。

尺泽位于肘横纹上的肱二头肌腱桡侧凹陷
处。每天按摩 50—100 次有助于清肺泻热和降
气宣肺。

3.注意保暖
天气变冷后，应注意保暖，特别是头部、背部

和脚部，以防止寒气侵入身体。
最后要提醒大家,进入冬季之后，体内贮藏

功能逐渐增加，身体需要补充和充分吸收和积蓄
能量。从立冬开始补肺,是一年之中治疗慢性肺
部疾病和肺部健康保健养生的最佳的时机，此时
补肺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
说,更应该抓住这个“补冬”的大好时机来补补
肺。因为只有照顾保护好肺部健康，才能为来年
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来源：大众网）

内蒙古：病有所医筑牢幸福之基

乌海市：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兴安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全区各级医疗机构的专家摆起“健康地摊”，开展义诊

你知道为什么
立冬要开始补肺吗？

资料图片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为实现
医院 HIS 系统与国家食源性疾病
病例监测系统 （简称病例监测系
统）连接互通，进一步提升食源性
疾病监测报告准确率和时效性，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制定了《内蒙
古自治区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
报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要统

一思想、精心安排、严谨实施，统
筹推进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
工作。到 12 月底，全区 80%的三
级公立医疗机构和 60%的二级公
立医疗机构实现食源性疾病病例
监测直报。

各地要根据工作方案要求，
按照点面结合、分类有序推进的

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摸清各医院
HIS 系统直报工作基础，认真开
展对各医院 HIS 系统改造及接入
等现状的问题的研判，确定技术
路线。要对工作中可能涉及软件
的开发、数据的采集、信息的传输
等方面，注重质量控制和信息安
全，严防信息的泄露。 （禧恩）

内蒙古全面推进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