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1日 第105期

星期六 甲辰年八月十九

□主管主办单位：河南省医学会 □医药卫生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24 □邮发代号：35-49

□总第4264期 □今日12版 □网站：www.yywsb.com

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情感温度

总编辑：陈琳君 值班总编：杜海燕 值班主任：尚慧彬 责编：杨小沛 总编室：85967002 编辑部：85967078 网络传播中心：85967132 全媒体新闻中心：85967316 广告发行部：85967089 事业发展部：85967196

做好体重管理
让健康关口前移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张琳琳

体重水平与人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体重异
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日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等 14 个部门联合印
发《河南省“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2024~
2026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宣布自 2024 年
起，启动实施为期 3 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力争
通过3年努力，在2023年基础上，实现居民体重管
理知识知晓率较基线水平上升10%，经常锻炼比例
较基线水平上升5%，每万人营养指导员达到0.6人

以上，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提供体重管理及
肥胖症诊疗服务、县（市、区）年度体重管理等主题
科普宣传两个全覆盖的任务目标。

广泛开展体重管理宣教行动

9月14日，河南省“体重管理年”暨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主题宣传活动启动，广泛普及“合理膳食、
科学运动、吃动平衡”“三减三健”等健康理念，指
导居民正确认识健康体重、科学动态管理体重。

为实施体重管理科普宣教行动，河南省还将
创新体重管理科普形式，打造“豫健”系列健康科
普工程，编制发布体重管理核心信息和知识要
点。依托“健康河南”号交通专列等线下平台，以
及省、市、县、乡、村五级传播线上平台，逐步扩大
体重管理知识普及的覆盖范围。通过“健康中原
行·大医献爱心”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年”等活动，开展健康
科普宣教，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体重管理知识
的认识。

同时，河南省加强体重管理科普专家队伍建
设，持续开展营养指导员、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体重管理技能培训等，提升体重
管理科普能力，进一步提升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
晓率。

实施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建设行动

体重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协
同、全社会联动”。其中，鼓励医疗机构设置体重
管理门诊或肥胖防治中心，被写入《实施方案》。

此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儿童医
院等医疗机构都已开设肥胖门诊等体重管理门
诊。

《实施方案》明确，河南省将结合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建设，组织“万步有约”健步走激励大
赛、“健康城镇 健康体重”等活动，扩大健康小屋
社区覆盖范围，打造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步道、健
身器材等支持环境。鼓励各级公共体育场地、有
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体育场地免费或低收
费向社区居民开放。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和科学健
身指导，举办年度全民健身大赛，开展20万人次常
态化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建设河南省
国民体质监测大数据管理系统，试点建设社区运
动促进健康服务中心。

同时，发挥营养相关质控中心、学会、协会、慢
性病防治中心等各方力量，充实健全营养专家队
伍，组织营养健康职业技能竞赛，激励营养专业人
才提升技能，提升营养专业人才队伍素养。将食
养指南融入临床营养科建设、营养场所建设和健
康食品产业发展，推动食养指南转化应用。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开展体重管理技术指导和健康咨询活动。

发挥中医药对体重管理的技术支撑作用。《实
施方案》指出，指导各地通过筛选体重管理相关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师资培训、支持举办相关继续
教育项目等方式，进一步推广适宜技术，为中医体
质辨识和包括饮食调养、起居调摄、运动保健等在
内的中医药保健指导服务。

组织开展膳食干预进社区行动，选取 50 个社
区（村）开展高油、高盐膳食干预。确定漯河市作
为河南省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试点地区，配合国
家开展食品数字标签推广应用，逐步覆盖多种类
食品及优势品牌，倡导健康消费新理念。

推进重点人群体重达标行动

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期间，河南省将围绕
孕产妇、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职业人群、老年人群
实施重点人群体重达标行动。

加强孕产妇体重管理、营养评价和身体活动
指导，推广应用我国孕期增重标准和孕产妇营养
保健服务指南，加强育龄妇女合理膳食与科学运
动，推动孕产妇营养门诊建设，预防低体重儿、巨
大儿以及早产儿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减少肥
胖的代际传递。开展儿童青少年的合理膳食、主
动运动和心理干预等保健工作，帮助超重肥胖学
生做到“一减两增，一调两测”（减少进食量、增加
身体活动、增强减肥信心，调整饮食结构、测量体
重、测量腰围）。开展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早
期筛查与干预项目，通过行为与环境干预实现学
生常见病、多发病共防。加强职工健康教育，培
养健康工作方式，开展争做“职业健康达人”活动
等，丰富职工体育健身活动，提高职工的健康素
养和身体素质。

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健康指导作
用，指导老年人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中“一般老年人膳食指南”和“高龄老年人膳食指
南”核心推荐内容，选择适口餐食、坚持适当运动、
维持适宜体重，定期测量老年人体重、身高、腰围
和基本运动功能等指标，开展体重管理综合干预
指导，预防肌肉减少及肥胖，减缓机能衰退。鼓励
和支持城乡社区、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基层
老年协会、有资质的社会组织等开展老年人体重
管理教育。

加强体重监测评估和科研成果转化

“体重管理年”期间，河南还将整合居民健康
危险因素监测、重点人群营养与健康监测等专项
调查，结合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信息，健全
孕产妇、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重点人群体重监测
机制，结合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开展河南
省重点人群超重、肥胖、代谢性疾病等相关疾病和
危险因素调查和评估，了解人群健康生活方式相
关知识水平，掌握居民膳食、运动、超重和肥胖的
流行情况。

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手段，创新体重管理模式。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在制订个性化营养、运动干预方案中的应
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研究成果转
化，共同推进体重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日前，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卫生院医
务人员在院长、副主任药师李新培的带领
下，走入山林，认真搜寻中草药，识别其性
味、功效。据了解，该院组织开展了“识百
草 采药材”中医药文化实践活动。此次活动
激发了医务人员学习中医药知识的热情，提
升了大家对药用植物及中药饮片来源的认
知。 乔晓娜 王 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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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学会普外科学分会

推动适宜技术下基层

本报讯 （记者张 琦 通讯
员谢宗阳）近日，河南省医学会普
外科学分会适宜技术推广——“肝
胆胰外科术后加速康复围手术期
规范化管理”项目基层行活动在确
山县人民医院开展，旨在通过加强
省级与县级医院间的学术与技术
交流，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
诊疗水平。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医学会普
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党晓卫牵头，
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驻马
店市中心医院的肝胆胰外科、胃结
直肠外科、结直肠肛门外科、口腔
科和肿瘤内科专家李震、张弓、康
鹏、王艳瑛、王丽森等共同参与。

在活动中，参会专家通过健康
义诊、学术授课、查房指导等，进一

步加强与确山县医疗卫生集团医
务人员的交流与协作，着力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才的服务
能力和水平。

在学术讲座环节，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主任
李震以《神经导向的直肠系膜切除
术在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中的应
用》为题开展了学术报告，并进行
手术视频演示及要点讲解；驻马店
市中心医院肿瘤内二科副主任王

丽森以《肝恶性肿瘤的诊疗进展》
为题开展了学术报告，为当地医务
人员带来了丰富且实用的专业知
识，受到了广泛好评。

学术讲座结束后，与会专家
到确山县人民医院普外科进行座
谈。确山县人民医院医生就临床
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向参会专
家请教。双方还就“肝胆胰外科
术后加速康复围手术期规范化管
理”的新理念进行了充分交流与

探讨。
“本次河南省医学会适宜技术

推广活动，旨在践行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促进基层医
疗 服 务 水 平 提
升。河南省医学
会普外科学分会
将继续关注基层
医疗，响应国家分
级诊疗政策，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省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普外科医疗服务水平的
不断提升。”党晓卫说。

中医医共体助力中医医共体助力
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丁 玲 侯少飞 通讯员 侯同廷 张 洋

9月18日，在郸城县巴集乡魏
冢卫生所，治疗室内患者正在接受
理疗，中药特有的药香从自动煎药
器中飘出……

近年来，郸城县大力实施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县乡
镇 卫 生 院 实 现 中 医 馆 全 覆 盖 、
100%村卫生所都能提供中医诊疗
服务、每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都有
中医师参与，中医药诊疗服务正在
走进千家万户。

“来，我看看脉象怎么样？”9
月 18 日，在郸城县汲冢镇卫生院
中医诊室，老中医胡金彪正在为患
者把脉问诊。

这是郸城县扎实推进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将“简、便、廉、验”
的中医药服务延伸到基层的生动
体现。

郸城县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
发展，经多方论证，出台了《郸城县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明确了郸城县中医药发
展目标和工作重点，致力于推动县
域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2018年年底，郸城县全面启动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按照
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

以村卫生所为基础、以民营医院为
补充的思路，全面整合4家县级公
立医院、20 家乡镇卫生院、2 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524 个村级卫生
所和33家民营医院，分片组合，组
建了4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
健康服务集团）。

其中，第二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是“以县中医院为龙头、以中医基
础较好的6个乡镇卫生院为枢纽、
以辖区基层村卫生所为基础”的紧
密型中医医共体，集团内部推行

“六统一”（统一中医馆建设、中医
药文化建设、中医业务管理、中药
配送、中医诊疗设备配置、中医绩
效考核指标）管理模式，形成覆盖
县、乡、村三级的中医医疗服务体
系，有效避免了医共体建设中中医
药服务体系弱化的问题。

郸城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高标准建成郸城县中医院新
区，全新打造中医名医馆，建强中
医肿瘤科、中风科、康复理疗科、老
年病科、骨伤科等重点科室，完成
了从传统手术到微创介入、从单一
特色到专科集群的提档升级。

同时，郸城县全县二级以上医
院都高标准建设了一级中医科室
和中药房。改造提升乡镇卫生院

和村级卫生所。目前，全县乡镇卫
生院实现中医馆全覆盖，均设有中
医门诊和康复理疗、针灸推拿等中
医特色科室，基层网底作用进一步
强化。

作为中医医共体牵头单位，郸
城县中医院一方面坚持“上联”，与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
上级医院建立医联体、专科联盟，
邀请省级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和线
上指导等，充分发挥名医效应和技
术优势，进一步提升县域疑难重症
患者的救治能力。

郸城县中医院党委书记肖俭
说，该院还建立了多个中原名医工
作室，中原名医本人或其团队专家
定期或不定期来郸城坐诊、查房或
带教。中原名医的加入既方便了
郸城县群众就近享受优质中医药
医疗资源，又帮助郸城县培养了本
土中医药人才。

另一方面，郸城县中医院推进
“下带”，在中医医共体内强化对成
员单位中医药服务工作的全方位
帮扶，落实专家、设备、资金支持和
技术指导，开展科室共建等。

“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中医治
疗，很方便，费用又低。”近日，腰椎
不适的王艳在郸城县胡集乡卫生

院接受中医药适宜技术和中药治
疗时说。

目前，郸城县全县乡镇卫生院
均设有中医门诊和康复理疗、正骨
推拿、中药房、煎药室等中医特色
科室，配备了针灸推拿治疗床、艾
灸仪、中药熏蒸仪等10余种设备。

村卫生所设有中医治疗室，全
县每个家庭医师签约团队都有中
医师参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
享受到艾灸、拔罐、推拿、刮痧、穴
位贴敷等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药
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同时，郸城县实现中医药人
才、中医药管理、中医药适宜技术

“三下沉”，推行中医专家下基层担
任基层医院院长、副院长，开展“名
师带徒”活动等，推动医共体内各
成员单位管理水平和中医药服务
能力快速提升。

郸城县推进“信息化+中医药
服务”，在中医医共体牵头医院郸
城县中医院建立“智慧共享”中药
房，借助智能中医诊疗经方云系
统，乡村医生在村卫生所即可完成
中医问诊和开方，经医共体牵头医
院审方后，完成配药和送药到家服
务，实现“基层诊断开方、县级审方
抓药、快递送药到家”，让群众享受
到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

目前，郸城县通过县域中医
医共体建设，门诊患者中医药诊
疗项目的使用率提升到 39.2%，全
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 2018 年的
3.5%提升至 2023 年的 31.18%，中
医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中医药
适宜技术广泛应用推广、示范带
动作用充分彰显，初步构建起了
具有当地特色的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