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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JIANKANGZHONKAN
健康咨询

体检时身份证一刷就能自
动登记；家庭医生实时给予老
年人远程健康指导……近年
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立足“宜
养”新城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医
养建设，联合海尔生物医疗打
造智慧化健康管理方案，为老
年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健康
养老服务。

“医”食养护全覆盖
保障老年人安康生活

据统计，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
比例达 15.5%。

结合养老服务的多样化需
求，新城区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切入点，推动智慧化医养
服务高质量发展，探索形成

“1133+N”养老工作模式，加快
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
体系。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胡燕
介绍，新城区卫健委联合民政
局、医保局、残联等部门，依托
海尔生物医疗打造了智慧医养
健康管理平台。这个平台可以
让老年人，特别是行动不便的
人群，在家能享受到基本医疗、
配餐、居家照护、家政服务、帮
办代办等多样化服务。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健康管理“零距离”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强
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功
能，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的重
要途径。新城区依托海尔生物
医疗数字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方案，创新线上咨询、门诊就
诊、入户随访、家庭病床、移动
支付、移动药房等多样化健康
服务场景。在日常健康服务中，
老年人通过可视智能设备可发
起远程连线，家医团队通过视
频为老人线上指导，并开具线
上处方。然后配送人员会送药

上门，同时完成医保结算。
目前，新城区已有 177 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其中
三甲医院副主任以上医师 115
名，可随时上门提供健康管理
服务。

从 30分钟到 30秒
老年人体检不用等

目前，新城区在 2 个卫生
院、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
用“院内 + 院外”的数字化公卫
体检方案，提高了老年人体检
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通过数字化升级，体检时
可实现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一
位居民体检信息的处理由过去
30 分钟缩短至 30 秒。

同时，针对老年人行动不
便带来的体检难问题，新城区
打造可移动的智慧公卫体检工
作站，医护可深入社区、养老院
等，为老年人提供身高体重、血
压、心电等 7 大项 49 小项体检
服务。 （李杰）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不
断完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络
体系，压实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回
收工作，截至目前，已回收农药包
装废弃物 2004 吨。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自治
区严格落实《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管理办法》，明确全区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机制，将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与农
药减量化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在
强化农药经营门店回收设施全覆
盖要求的基础上，各地逐步建设
完善区域中心收集站点，并利用
相关项目给予支持，鼓励使用大
包装农药，减少回收压力。全区共
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10940 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存储
站点 791 个。 （帅政）

为推进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
动走深走实，自治区药监局近期
组织 12 个盟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全区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经营使
用环节交叉检查，严防严控安全
风险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

此次交叉检查由各盟市市场

监管局分管领导带队，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检查组，以药品零售企
业、药品使用单位、疫苗接种单
位、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医疗美容
机构、化妆品经营企业为重点，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对“两品一
械”购进、验收、储存、销售等环节
进行全面检查。交叉检查是对全

区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的一次
全面“体检”，自治区药监局将对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
总结梳理，堵漏洞、补短板，促整
改、抓落实，加大对重点区域、重
点品种、重点对象的监管力度，确
保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取得扎
实成效。 （杨燕）

随着各地陆续入冬，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季节。
肺炎支原体感染、流感等交织叠加，今冬的呼吸道疾
病是否有所增加？如何更好防治？国家卫生健康委就
社会关切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呼吸道疾病增多？
发病水平总体正常

肺炎支原体感染、单核细胞增多症、流感……近
期，“中招”呼吸道疾病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介绍，其实
每年冬季都是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肺炎支原体是
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之一，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每
3 年至 7 年会出现周期性的流行。单核细胞增多症
也是儿童、青少年常见的疾病，发病率没有比往年增
加。

童朝晖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大家采取严格
防护措施，一些急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有所下降。随
着防控进入新阶段，这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回归
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也是正常现象。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
燕介绍，我国各地冬春季的流感流行季一般是从每
年 10 月中下旬到次年 3 月中上旬，在 1 月份左右
达到峰值。近期流感监测数据显示，各地正逐渐进入
流感流行季。

不少人感染新冠病毒？
呈波动下降趋势

互联网上有声音说，不少咳嗽、发烧的人是感染
了新冠病毒。

对此，王大燕表示，近期我国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今年 8 月下旬以来，全国报
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已连续 10 周下降，全国发
热门诊、哨点医院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率均呈持续下
降趋势。

王大燕介绍，国家对新冠病毒仍在进行系统性
多渠道监测，数据定期在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公布。监
测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和我国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
株都属于奥密克戎，最近一周采样的病毒测序结果
显示全部为 XBB 的亚分支，未发现生物学特性发
生明显改变的变异株。

能否自行服药？
建议先确认病原

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建议如何用药？
童朝晖介绍，肺炎支原体、流感病毒、新冠病毒

等引起的症状相似，可以通过抗原和核酸检测的方
式来明确病原学诊断。建议大家先确认病原，再用
药。

童朝晖还表示，呼吸道病毒感染有一定的自限
性，不是全都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有的可以对症缓
解症状。但对于老年人、5 岁以下儿童以及免疫力低
下的特殊人群，建议及时就医。

肺炎支原体感染增多，部分家长自行给出现咳
嗽、发烧等症状的患儿服用阿奇霉素。对此，北京儿
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表示，这种做法不建议，也不可
取。

王荃表示，近期肺炎支原体感染确实占了一定
比例，但整体来说，病毒仍是儿童呼吸道感染最常见
的病原，包括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而阿奇霉素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此外，儿
童的脏器功能发育都不健全，不应随意用药、滥用
药。

中医药如何防治？
治疗、养护相互配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
绍，部分地方推出了中医药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的
方案，这里面有经典处方，也有经验方，还有小儿推
拿的治疗方法。中医药治疗这类疾病要早期使用，中
西医结合，比如结合中药和推拿，可以帮助小儿更好
地排痰。

刘清泉从“治未病”的角度建议：一是饮食寒热
均衡，冬季以温热而有营养的食品为主，饮食有规
律，少食用过于辛辣刺激或过于甜腻的食品。二是适
度锻炼，尤其中老年人，大汗淋漓时喝冰水、吹凉风
容易导致外感。三是睡眠充足，劳逸结合，过劳或过
逸都耗伤人的正气。

日常怎样预防？
卫生习惯 +疫苗接种

王大燕表示，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
是接种疫苗。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少感
染、发病和重症发生的风险。

部分呼吸道疾病没有针对性的疫苗。王大燕表
示，通过掌握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基本知识，在日常
生活中采取科学的预防方法，能够降低发生感染和
传播的风险。

王大燕介绍，一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二是养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注意手卫生、勤洗手，尽量
避免习惯性触摸眼睛、鼻、口。三是保持家庭和工作
场所的环境清洁。四是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
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如何更好发挥哨点作用？北
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孙丽介
绍，除了为辖区居民进行疫苗接种之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优化就诊流程，开展呼吸道专科门诊，急危重
症向上级医院转诊，普通常见病在基层医院就可以
进行治疗。 （据新华网）

我区已回收
农药包装废弃物 2004 吨

内蒙古部署“交叉检查”提升药品监管实效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实打实呵护老年人健康

今冬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
国家卫健委回应热点关切

登录个人账号，各种检查结
果、影像报告等一目了然；上传电
子病历，无须转院就能实现远程
会诊；想分享就医体验，一键就能
上传评价……

近日，鄂尔多斯市对“鄂尔多
斯健康宝”小程序进行升级，打破
该市 33 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
机构的“数据孤岛”，让患者的就
医数据在网络上跑起来，助力患
者“轻装”就医。

“现在，不论去市里哪家医
院，医生都能了解我的基本情况，

不用带报告了，也不用重复检查
了。”几年前查出患有糖尿病的鄂
尔多斯市居民赵大爷表示，过去
到医院看病，他总要带上厚厚一
沓病历和报告，在挂号处、就诊科
室和缴费窗口来回跑。如今这些
不便都已成为过往。

“鄂尔多斯健康宝”小程序
此前主要用于疫情防控。2023
年，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按
照市委市政府指示，根据“鄂尔
多斯健康宝”小程序使用者较
为广泛这一现实情况，明确在便

民惠民服务方面进行数字化转
型。

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先期
调研发现，该市医疗机构基本都
推出了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可
以提供本医疗机构的互联网服
务，但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并不
共享互通，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
就诊时有诸多麻烦。

“升级后的‘鄂尔多斯健康
宝’融合全市所有医疗机构的互
联网服务，居民通过一个小程序
即可‘直达’全市所有医疗机构。”

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升级“鄂尔多斯健康宝”
是鄂尔多斯市推进全民健康信息
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升级之
后，连接全市 33 家公立医疗机
构、130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
现医疗机构全覆盖。

记者体验后发现，通过“鄂尔
多斯健康宝”可享受全市医疗机
构的预约挂号、在线缴费、检查检
验报告查询、智能导诊、影像云、
病历邮寄、满意度评价等 19 项服
务，还可享受健康档案查询、健康

自测、母子健康手册、人工智能云
诊中医、直肠癌筛查等 12 项健康
促进服务。

据介 绍，“鄂尔多斯健康宝”
小程序将持续迭代升级、不断
优 化 ，陆 续 上 线“120”一 键 急
救、电子献血证、电子健 康证、
护理预约、在线问 诊、云药 房、
医保移动支付、医保账户查询
等一系列功能模块，力争成为
鄂 尔多 斯市 居 民健康保障的好
帮手。

（ 柴羽佳 崔继强 叶龙杰）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进入冬季，运动达人没有
因寒冷而停下锻炼的脚步，有
的活跃在公园、广场，有的转
战室内场馆。健步走、足球、篮
球、骑行、动感单车、武术、散
打、力量训练……形式多样的
运动为冬日乌海增添了一个
个跃动的音符，奏出欢快的冬
日之歌。

冬日的乌海市人民公园
内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笼式足球场内，一场精彩
的比赛正在进行着，孩子们你
追我赶，带球突破、长传牵制、
突然攻门、精彩扑救……他们
配合默契，尽情享受着运动带
来的乐趣。

市民李女士说：“儿子喜
欢踢球，每到周末便组织一群
小伙伴在绿茵场肆意奔跑。本
以为冬季孩子会减少外出频
次，没想到热情不减。”

不远处的篮球场、健身步
道、小广场上，打篮球、健步
走、踢毽子、跳绳、跳舞的市民
比比皆是。

市民李凤丽已经连续 6
年坚持在公园健步走、跑步，
即便冬天也不间断。“以前我
的身体比较弱，冬季常常感
冒。后来在丈夫的带动下开始
散步、健步走，到如今跑步。跑
步本就需要坚持和毅力，而在
寒冷的冬季还能继续锻炼，无
疑是对自己体能和意志的挑
战。”

冬天坚持锻炼好处多，除
了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还可
以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情和
精神状态，从而更好地投入工
作和生活中。

一些运动达人为了更好
地参与运动，将目光转向了室
内。

在天马武校的室内场馆
里，一个个武术爱好者身着宽
松的武术服，将入门拳练得虎
虎生风。

“夏天，我们的队伍在市
人民公园南门附近的小广场
上锻炼。冬天天气寒冷，衣着
臃肿，实在不适合在室外进行
武术锻炼，便将队伍拉回室

内。”天马武校教练初洪涛说，
“冬天是提高成绩、磨炼意志
的关键时期，对于练武之人更
是如此。”

乌海市体育中心综合馆
更是受市民青睐。篮球场上，
人们三五成群地切磋球技，运
球、传球、断球、跨步上篮……
玩得潇洒又热闹；笼式足球、
羽毛球、乒乓球爱好者们也在
各自的场地中比拼着。

海勃湾毽球馆内，毽球上
下飞舞、忽高忽低，毽球爱好
者隔网“对战”。这项具有“足
球的脚法、排球的战术、羽毛
球的步伐”的群众体育项目令
人赏心悦目。

“天气温暖的时候，毽球
运动不受场地限制，随时可以
练，找块羽毛球场地也能够切
磋。但到了冬季，厚重的衣物
会影响发挥，不少人将目光转
向室内场馆。”毽球爱好者院
美丽说。

健身俱乐部中，不少人在
跑步机上奔跑、快走，个个满
头大汗，十几台跑步机几乎爆
满；器械区内，人们或拉背，或
练腿，或举着哑铃、杠铃进行
力量训练；随着动感十足的音
乐响起，单车室内也是一片火
热……

“春夏时节，户外运动舒
爽又惬意，可到了冬季，室外
运动就很不方便，衣服穿得少
容易受冷生病，穿得多又臃肿
易出汗，同样不利于运动。”市
民小马告诉记者，天冷后，他
便不喜欢到室外健身了，转向
了室内。

受益于乌海市“一刻钟文
化圈”建设的不断推进，乌海
市健身场馆、健身路径、社区
全民健身活动点、健身场地遍
地开花，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36 平方米。所有室外体育场
地设施均免费开放，室内场馆
实行适时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公共体育场馆每周开放时间
在 35 小时以上，全年开放时
间达到 330 天以上。“动起来，
投入到健身热潮中”成为许多
乌海人的追求。

（赵荣）

乌海：健身“打卡”冬日动起来

打破“数据孤岛”患者“轻装”就医

“下这么大的雪，还到家里帮
我看病，给我开药送药，这样的

‘专家诊’真是贴心啊……”连日
来，兴安盟阿尔山地区迎来持续
降雪，这让患有肢体残疾和脑梗
的白狼镇居民杨玉杰出门看病成
了难题。正当不知所措之时，专家
医师却冒雪“上门问诊”，解了她
的燃眉之急。

像杨玉杰一样的居民在白狼
镇还有很多，尤其是对独居、空
巢、残疾、高龄、低收入等需要特
殊照顾的老人而言，在自己家门
口就能看上“专家诊”，是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事。

如何让群众“想都不敢想”的
就医需求变成现实？近期，白狼镇

与阿尔山市华润希望小镇建设党
支部积极对接华润医药商业内蒙
古区域，邀请从事蒙医临床及蒙
医教学工作近 40 年的专家医师
在居民“家门口”坐诊，切实解决
辖区居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
题。

特别是考虑到近期天气寒
冷，专家医师第一时间来到行动
不便的老人身边进行“零距离”义
诊，让他们享受到了优质、专业、
便捷的医疗服务。除了为 5 位行
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问诊”外，还
有 100 余名患者为“专家号”慕名
而来，在白狼镇卫生院排起了长
队。专业医师们为他们把脉问诊，
进行有针对性的诊疗服务，给出

专业的治疗意见，给予健康用药
指导。

专家医师近距离的贴心服
务，解决了辖区群众就医问药难
题。现场还为 50 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免费发放了
130 余份“爱心药箱”。

“这些小药箱里都配有消炎
药、感冒药、速效救心丸、钙片等
10 余种日常药品，以备百姓不时
之需。”阿尔山市副市长、华润希
望小镇项目组组长董斌介绍说，
接下来，将继续把优质的医疗服
务送到老百姓身边，努力缓解他
们“用药难”“看病难”的问题，让
白狼镇广大居民放心地在“家门
口”就医就诊。 （许文军）

小镇请来“大专家” 百姓看病有“医”靠

鄂尔多斯：

展示自由搏击魅力

新城区智慧医养管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