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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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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丁 玲 实 习 记 者
安 笑 妍 通 讯 员
史 蕾）10 月 19 日，
河南省“百名法学家
百场报告会”（以下
简称“双百”活动）省
卫生健康委专场开
讲。河南省司法厅
高级法律专务梁增
杰以“深入推进服务
型行政执法”为题，
为省卫生健康委领
导 、委 机 关 干 部 职
工，驻郑委直属单位
班子成员作了精彩
的 法 治 宣 讲 报 告 。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王成增主持会议。

梁增杰从《行政
处罚法》修订说起，
用朴实、严谨的法律
语言，结合典型案例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行政处罚法》相关
法律知识，并对行政
处罚定义、行政处罚
种类、完善听证程序
等新增内容进行了
深度剖析，引导大家理解新修订《行政处罚法》
精神内核，在工作中注意规范执法程序，提升
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

与会人员说，此次专题讲座，有效解决了
大家对《行政处罚法》的一些法条理解困惑。
在今后执法工作中，他们将进一步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实
现管理、执法和服务有机统一，努力提升群众
的满意度和执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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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焦作市人民医院疼
痛科专家认真查看患者的检查报
告。当天是世界镇痛日和中国镇痛
周的第一天，焦作市人民医院疼痛科
医务人员开展了主题为“将疼痛研究
成果应用于临床”的义诊活动，现场
为群众检查病情，普及疼痛知识，提
高人们对慢性疼痛的认识。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10 月 19
日，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
健一行与河南省医学会同仁在郑州
开展“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共谋学会
持续发展”主题研讨活动。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主任、省医学会会长阚
全程，省内中华医学会现任专科分
会主任委员、候任主任委员，以及部
分领导、专家参加了座谈。

阚全程说，省医学会成立于
1932 年，是我省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强、专家技术资源丰富的学术团
体。在新一届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的
大力帮助下，省医学会实施党建强
会战略，实施“4565”战略，不断推动
学会高质量发展，在会员管理、委
员考核、健康帮扶、信息化建设和

推动医学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逐
步加大对省医学会的支持力度，在
人员配备、科研项目、继续教育、资
金保障、成果转化、合作交流等方
面都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希望省医
学会以此为契机，加强与中华医学
会的纵向联系，在中华医学会的领
导和支持下，促进省医学会高质量
发展。

在座谈会期间，省医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伟全面介绍了学会的
基本情况和工作思路，并重点介绍
了亮点工作：2019 年，省卫生健康
委设立河南医学科技奖并由省医学
会具体承担工作职责，该奖项分医
学科学技术奖和医学科学技术普及

奖两个奖种，涵盖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预防医学、药学、中医学、护
理学等医学类所有专业，旨在表
彰、奖励在河南省医学科技创新方
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推
动医药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
展；河南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设在省医学会，承担中原
英才计划——中原名医、县级临床
重点专科评审等人才评价和项目评
审；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扶贫办
开展河南省名医名家“走基层·送
健康”健康扶贫系列公益活动，被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14个部
门评为全国“四个 100”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以河南医学网为载体，构
建了组织管理平台、学术会议管理

平台、继续医学教育平台等 8 个平
台22个信息业务系统，实现了会员
管理、委员考核评价管理、继续医
学教育、学术会议、卫生人才等信
息化管理。

随后，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
分会候任主任委员、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院长刘章锁，中华医
学会公共卫生分会主任委员段广
才，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候任
主任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
长徐江雁，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
分会主任委员、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党委副书记赵杰结合各自
专业实际，重点围绕专科分会委
员会扩容、学组建设、会员发展、
青年人才培养、标准化建设、学科

之 间 融 合 发 展 等“ 论 形 势 、摆 问
题、查不足、出建议”。

王健在总结中感谢各位专家提
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积极回应好
的经验并大力发扬推广，问题和不
足要全面整改，齐心协力推动学会
高质量发展。他建议，以河南的优
势学科为突破口，培育一批有河南
特色、具有国家水平的学科；以医
学信息学分会等 4 个分会为代表，
纵向横向开放性工作，打造样板，
信息共享互认，做实做牢并形成可
复制的工作模式，实现中华医学会
和地方医学会、专科分会、会员的
良性互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核
心能力，齐心协力开创学会发展新
局面。

党建引领推动学会高质量发展

开
创
多
个
第
一

填
补
多
项
空
白

中
国
援
埃
塞
医
疗
队
受
好
评

本
报
记
者

冯
金
灿

历时5个月圆满完
成“春苗行动”，为在埃
塞俄比亚的华人华侨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共
计 9000 多人。在整个

“春苗行动”中，制定了
严格的工作流程，加强
防护，医疗队无一人感
染；自制医疗器械，在
当地开展多例创新手
术，填补当地医院多项
空白……2020 年 11 月
27日，在非洲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的时候，由濮
阳市卫生健康委牵头
组建的中国援埃塞俄
比亚第22批医疗队，踏
上了征程。

在埃塞俄比亚期
间，医疗队不惧艰险、
知难而上，在当地医疗
条件落后、医疗设备欠
缺、不时停水停电的情
况下，自制医疗器械，
开展了第一例经尿道
前列腺电切术、第一例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
术、第一例经尿道腺性
膀胱炎电切术、第一例
宫腔镜手术、第一例微
创脑室外引流术、第一
例无张力疝修补术；创
造性地开展了中心静
脉穿刺置管术和胎心
监护工作；进行了数十

场学术讲座和交流等，努力为当地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

据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22批医疗队队长
刘瑞强介绍，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面临战乱、新
冠肺炎疫情双重威胁，在做好日常的医疗服务
工作之外，还要协助受援医院抗击疫情，指导
在埃塞俄比亚的华人华侨进行疫情防控。除
了做好“春苗行动”、加强队员防护外，医疗队
还创建了15个微信工作群，指导在埃塞俄比亚
的华人华侨防控疫情，极大降低了在埃塞俄比
亚的华人华侨新冠肺炎感染率及重症发病率；
诊断出新冠肺炎患者近百例，经及时治疗无一
人死亡；尽心尽力帮助每一位来就医的同胞，
尽可能地为同胞提供帮助。

在刘瑞强的带领下，中国援埃塞俄比亚
第 22 批医疗队工作突出，新华社记者做了专
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多次看望医疗队
队员，肯定医疗队的工作，并对医疗队为促进
中埃友谊做出的突出贡献骄傲。

本报组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长津湖》
本报讯（记者丁 玲 实习记

者 安笑妍）10月19日下午，本报组
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纪念抗美援
朝 70 周年的爱国主义电影《长津
湖》，通过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
功伟绩，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进一步激发干部职工的爱国热
情。

195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
场。影片《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
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
背景，全景还原了这场史诗般的
战役，刻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极度严酷的环境下坚守阵地、服
从命令、绝不退缩的精神，以及

不 畏 强 敌 、敢 于 战 斗 的 英 雄 气
概。

在近 3 小时的观影过程中，大
家通过影视画面对抗美援朝战争
历史进行了回顾，深深地被中国人
民志愿军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
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

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所感动。

观影结束，大家纷纷表示，将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铭记伟大历
史胜利，大力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凝聚奋进力量，珍惜来之不易
的和平生活。

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10月16日是世界脊柱日，10月20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10月，
多个健康日与骨健康相关。

为此，记者走访了多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的骨科专家，解答群众关心的“关
节炎年轻化”“脊柱侧弯如何早发现”“如何防治骨质疏松”等热点问题。

骨骼健康的那些事儿
实习记者 李唯尘

关节也有“使用年限”
防病关键是做好保暖

“最近腿部酸胀，走路膝盖有
弹响，是不是得了关节炎？”“这几
天连续阴雨，腿肿且疼痛难忍，走
路困难。”进入10月后，河南省骨科
医院郑州院区骨关节病科诊室的
叫号机每天响个不停。秋冬季高
发的关节炎，让这里的老年患者成
倍增长。

关节炎以关节疼痛、肿胀、僵
硬、活动受限等为特征，女性患类
风湿关节炎的概率是男性的3倍，
35 岁~50 岁是关节炎高发的年龄
段。“关节炎患病和年龄有一定的
相关性，年龄越大越容易患病。疾
病的本质是关节软骨的磨损，因此
关节也有‘使用年限’。这也意味
着，关节炎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疾

病。”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骨
关节病科医师岳松涛说。

据岳松涛介绍，年轻人过度使
用关节也会导致关节软骨磨损加
重、增加关节炎患病的概率，如长
期保持同一个姿势、经常爬山、体
重过大等，长期处于湿冷环境的人
也容易出现关节炎。

“俗话说‘寒从脚下生’。一般
关节炎的诱发因素是由于风寒湿
邪对关节周围的血管软组织造成
了不良刺激，影响了关节周围血液
循环，造成关节软骨营养的缺失以
及炎性物质的代谢异常，从而导致
关节炎。”岳松涛说，“预防关节炎
的发生应当加强关节保暖，预防寒
气和湿气侵袭。常用热水袋、热
毛巾等热敷关节部位，用温水泡
脚……这些都是正确的方法。”

岳松涛还强调，造成关节炎的
根本原因是软骨磨损。通过临床
正规治疗，症状是可以改善的，配
合适当锻炼也能够改善症状，延缓
关节炎的发展和退变。但是，由于
软骨损伤后修复比较困难，所以关
节炎的治疗只能说“达到临床治
愈”，也就是症状缓解，完全治愈并
不容易实现。

青少年脊柱疾病
早发现、早治疗仍是关键

“我希望出门时，大家不要一
直盯着我。”周口市20岁女孩潘潘
（化名）的这一愿望朴实又简单。
因为从小患有先天性脊柱畸形，左
邻右舍都称潘潘为“背包女孩”。
疾病带来的自卑长期压抑着她，因
羞于出门、辍学在家，她的病情也
越发严重。

“青少年脊柱侧弯，早发现、早
治疗很关键。一旦发现青少年有
双肩不等高、弯腰时双侧背部不对
称、骨盆不对称、脊柱偏离中线等
现象，就要高度重视。如果是脊柱
侧弯，要及时治疗，避免畸形加
重。”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脊
柱外五科主任周献伟说，“脊柱侧
弯是一种脊柱三维畸形，是危害青
少年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近几
年患病率呈上升趋势，10岁~16岁
年龄组的青少年发病率为 2%~
4%。”

病情较重的潘潘属于先天性
脊柱侧弯，青少年发育时期进展迅
速，就诊时她已经无法正常生活。
综合考虑后，周献伟团队最终决定
采用先牵引后手术的治疗方案，通
过重力和骨牵引让有活动度的关
节和软组织得到松解。手术后，潘
潘身体长高10厘米，身体形态基本
恢复正常。“我终于可以像正常人
一样了。”潘潘高兴地说。

周献伟说，脊柱侧弯一定要注

意预防。家长要多注意孩子婴儿
时期的爬、坐、站、走，定期到医院
检查，早诊断、早治疗；青少年时期
要进行科学的身体锻炼，全面增强
脊柱两侧、前后肌群力量，如参加
单双杠、平衡木等活动对预防脊柱
弯曲有很好的作用。此外，青少年
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正确的读写
姿势，选择高度合适的桌椅、适宜
的书包和适当的背包方式，背包过
重将引起脊椎后弯、侧弯、前倾或
扭曲；单肩背包或斜挎背包会让身
体一侧始终受力，久而久之造成体
形歪斜。

“脊柱侧弯最简单的检查方法
是做弯腰（前屈）试验。让孩子脱
掉上衣，双脚并拢站立；双手掌对
合，肘伸直，置双手于双膝之间，逐
渐弯腰至90度。弯腰的同时，家长
可坐在孩子后方，双目平视孩子背
部，观察孩子双侧背部是否等高。
如果发现一侧高，表明可能存在脊
柱侧弯畸形。”周献伟介绍道。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