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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暑假的到
来，不少家长的烦恼
也来了：孩子手机、平
板电脑不离手，晚上
不睡觉，早上不起床，
甚至一个暑假都沉浸
于足不出户的生活。
15 岁的初三学生牛
牛（化 名）就 是 如
此。 一到暑假，父母
就为此头痛。

牛牛今年上初中
三年级，特别喜欢玩
电脑。牛牛可以几天
不见父母，但是不能
一天不玩电脑。牛牛
上小学五六年级时，
父母给他买了一台电
脑，方便他学习。

刚开始，牛牛确
实利用电脑查阅学习
资料。去年暑假，父
母发现牛牛的视力大
幅下降，经过观察，才
发现牛牛在偷偷玩电
脑。在父母的干预
下，刚开始牛牛还能
控制自己玩电脑的时
间；渐渐地，父母的唠
叨对于牛牛来说已经
是“耳旁风”。

牛牛逐渐对网络
形成了心理上的依
赖，沉迷于游戏中，导致他的生物钟紊
乱，白天上课时昏昏欲睡，视力和成绩急
剧下降。当父母把电脑设置了密码时，
牛牛却偷偷玩起了手机。父母和牛牛每
天都会因为玩手机“斗智斗勇”，对其打
骂已无济于事。无奈之下，父母把他带
到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寻求帮助。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心理专家孔德
荣介绍，这是网络成瘾综合征。一些青
少年之所以长期迷恋上网，多是由于“心
瘾”造成的，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
键时期，好奇心强，心理不成熟，自控能
力较差，一旦缺乏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
导致网瘾。在不知不觉中，青少年不仅
消耗了精力，还耽误了学业，进而形成恶
性循环，出现情绪低落、记忆力减退、兴
趣丧失、生物钟紊乱、精力不足、视力下
降及焦虑不安等症状。

孔德荣说：“孩子形成网瘾的过程，
就是父母失职的过程，因为孩子的一言
一行，就是家庭的‘一面镜子’，所以父母
必须以身作则。”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
父母和孩子并没有意识到上网成瘾是一
种心理疾病。对于已经形成网瘾的青少
年，要及时找心理医生就诊，以免贻误治
疗时机。

父母缺乏对孩子的关心和监管，导
致孩子长时间沉迷于网络。

孔德荣建议：“家长要培养孩子的自
控力，适当满足孩子的需求。”家长对孩
子玩电脑、手机的时间不用刻意干涉，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而是要时刻留
意。家长可以跟孩子沟通，采取每天可
以玩多长时间、玩什么内容等方式，制定
奖罚规则，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所作所
为承担责任。家长还要注重培养孩子多
方面的兴趣爱好，鼓励孩子多开展有利
于身体、智力、心理全面发展的活动，比
如打篮球、下围棋、听音乐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本文由杨须整理）

“一老一小”的健康管家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李梦丹 文/图

“为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关心
儿童发育成长，2023 年 12 月，我们
在全市率先成立了‘一老一小’公益
门诊，选派专职全科医生，设置了彩
超室、心电图室、内科诊室、儿科诊
室、检验科等，并为老年患者配备了
轮椅、拐杖、雨伞等辅助设备，为老
年人和儿童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
务。”郏县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邢
军伟说。“一老一小”公益门诊的成
立，既是乡村振兴的一种体现，又能
解决老年人和儿童的健康后顾之忧
等。截至目前，该门诊已免费服务
群众2104 人次，其中服务65 岁以上
老年人 2016 人次，12 岁以下儿童 88
人次。

患者眼中的“火眼金睛”医生
“‘一老一小’公益门诊里的医

生和护士待我们可亲，我和老伴儿
来检查的时候，总是全程搀扶着，就
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公益门诊
医生的看病水平真高，一眼就看出
来我患的啥病。”7 月 24 日，在郏县
第二人民医院“一老一小”公益门
诊，做完免费健康体检的患者郭香
（化名）说。

记者在询问中了解到，7 月 5 日
上午，郭香的爱人叶先生（今年 75
岁），在邻居口中得知郏县第二人民
医院的“一老一小”公益门诊，能够
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和 12 岁以下儿
童进行免费身体检查。于是，叶先
生来到该公益门诊做检查。令他没
想到的是，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叶
先生有“急性广泛性缺血”的现象。

公益门诊的主治医师李晓利在
详细询问叶先生的病史后得知，原
来叶先生每天下午都会出现胸闷、
胸痛症状，可是他并没有放在心
上。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检查结
果，李晓利断定叶先生心脏出现了
血管狭窄的情况，并且患有冠心病，

建议叶先生住院治疗。可是叶先生
并不相信，又拿着上午的检查报告
找到其他医生询问，答案仍然是尽
快住院治疗。就这样叶先生再次来
到“一老一小”公益门诊，找到了李
晓利，并在李晓利的引导下，及时做
了药物球囊释放术，半个月后康复
出院。
公益门诊成了儿童的“健康乐园”

自“一老一小”公益门诊成立以
来，不仅有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专
科医师坐诊，每周六上午还会进行
免费小儿推拿按摩活动。作为一名
全职妈妈的张女士，日常主要工作
就是照顾家里的 3 个孩子。对于她
来说，孩子们身心健康，就是她最大
的心愿。每当孩子出现积食、发热、
睡眠不好等情况时，张女士就会立
即带着孩子来这里就诊，郏县第二
人民医院小儿推拿师韩沂蒙细致、
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的技术，令
张女士赞不绝口。久而久之，张女
士便成了公益门诊里的常客。

在张女士的宣传下，身材比同
龄人矮小的女孩糖糖（化名）在奶奶
的带领下前来就诊。韩沂蒙仔细打
量了 2 岁的糖糖，发现她有眼周泛
青、精神不振、身材瘦小等情况。经
仔细诊断后得知，糖糖近期咳嗽、
便秘、舌苔厚重、脾胃虚、睡眠差，
进行生长发育测量时，发现她居然
比同龄人的身高矮了2厘米。

据糖糖的奶奶讲述，一家人曾
因糖糖不长个儿、常生病的问题到
多地寻医问诊，但是效果不佳。了
解情况后，韩沂蒙立即为糖糖进行
对症推拿，她一边操作一边与糖糖
聊天，在轻松的氛围中，糖糖不再紧
张害怕了。韩沂蒙又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给糖糖的奶奶做起了健康宣
教，并告知她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生活作息规律的重要性，不同季

节如何正确饮食和运动，并教会糖
糖的奶奶刺激身体生长的穴位和手
法，让孩子在家也可以进行简单的
保健等。

韩沂蒙多角度、全方位的健康
宣教，不仅得到了糖糖的奶奶的认
可，还成了糖糖的奶奶心仪的“育
儿老师”。两个月后，糖糖的饮食
和作息有规律，面色红润，身高和
体重也明显增加。“多亏了韩医生
的耐心指导，现在孙女不仅喜欢运
动，还变得非常活泼，与过去对比
简直像变了个人。现在吃得多了
吸收也好，长高了，也不生病了。
韩医生人美心善，技术手法更是相
当好！”糖糖的奶奶高兴地说。

实现县、乡、村医疗服务联动
郏县第二人民医院成立“一老

一小”公益门诊是一件好事儿，让老
年人和儿童从中受益。该县广阔天
地乡卫生院负责人宋帅权说：“现在
的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只剩
下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在家里。自从
有了‘一老一小’公益门诊之后，郏
县第二人民医院利用每个月的乡村
医生例会时间，对‘一老一小’公益
门诊进行宣传，让更多老年人做免
费健康体检。同时，对远程心电，以
及胸痛、心肌梗死、精神障碍患者如
何用药等问题，集中进行知识培训，
从而实现县、乡、村技术共享、医疗
服务联动，保障农村老年人和儿童

的健康。”
“‘一老一小’公益门诊是为老

年人和儿童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做的
服务举措。它不仅是医院的前沿服
务窗口，还是全市首家针对广大老
年人和12岁以下儿童这一重点群体
的免费公益专科门诊，是集健康咨
询及疾病初步筛查、卫生宣教于一
体的功能科室，也是对‘一老一小’
国家政策的实践和探索。这里由专
业知识扎实、临床经验丰富的专家
及医务人员坐诊，让更多的老年人
和儿童得到规范、专业、系统化的咨
询、诊疗等服务，减轻群众的经济负
担，突出公立医院公益属性。”邢军
伟说。

力乡村振兴助

任泓吉：眼里有活儿 肩上扛责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尤占松 文/图

2014 年研究生毕业后，本已顺利
通过某省级三甲医院招聘考试的他，

多次接到家乡领导的电话，希望他能
够回到家乡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特

长为乡亲们服务。在“好工作”和“回
家乡”之间，他毅然选择回到栾川县
中医院工作。10年来，他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把病
治好。他，就是乡亲们口中的“风湿
病大拿”任泓吉。

“回到家乡上班后，我深切感受
到医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任泓吉
说。上班当天，栾川县中医院负责
人就安排人给任泓吉的诊室挂上县
内首个风湿病专科门诊牌子，让任
泓吉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顺
利开展风湿类疾病的诊疗工作。在
领导的鼓励和帮助下，任泓吉通过
不断努力，诊治水平得到了患者的
认可，门诊患者数量逐年增多，县域
内风湿病专科的知名度、影响力也
逐步扩大。2021 年，根据患者的需
求，栾川县中医院筹资建设全县首
个风湿病专科病区，并由任泓吉兼
任科主任，使县域内风湿病患者足
不出县即可得到专业、规范的诊治，
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还降

低了身体残疾的风险。
记者了解到，10 年来，任泓吉累

计接诊各种风湿性疾病患者达 8 万
余人，成功处理风湿、强直、痛风等
风湿疑难病例 1000 余例。经过治
疗，许多患者恢复健康，重拾生活信
心。2 年前，栾川县一名 52 岁的患
者，因周身多处关节疼痛、肿胀及僵
硬 20 年有余，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数
年前曾到多地求医，因效果不好，逐
渐丧失信心，后来一直靠间断服用
激素和止痛药缓解疼痛，病情逐年
加重，并出现周身多关节畸形及双
侧股骨头坏死。任泓吉接诊后，诊
断患者为类风湿关节炎、双侧股骨
头坏死、骨质疏松症，综合考虑患者
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后，为
患者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包括
心理疏导、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关
节康复锻炼等。治疗期间，任泓吉
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用药不
良反应，鼓励患者坚定信心，积极参
与康复锻炼。经过 3 个月的治疗，患

者病情出现好转，生活基本可以自
理。在一次复诊时，患者家属为任
泓吉送来了一面锦旗。患者眼含热
泪地说：“我在床上躺了 3 年了，没想
到还能有站起来的一天，现在我已
经能够做饭、照看孙子，实在太感谢
您啦！”

任泓吉说，自己回栾川县工作
后，深刻体会到各级领导对高学历
人才的重视和关心，在诸多方面都
给予了政策支持，不仅提供了展示
才华的平台，还为他们解决了家属
工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10 年来，
任泓吉先后担任栾川县中医院门诊
部副主任、主任，风湿病科主任、栾
川县政协委员等，先后荣获栾川县
中医院优秀工作者、优秀管理者、服
务之星，以及首届栾川优秀医师、百
名栾川好人等荣誉。

任泓吉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他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基层，
不断创新进取，立志为基层广大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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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1小时——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期
□刘芙蓉

新生儿出生后的 1 小时，是
建立母婴情感联系、成功进行母
乳喂养的关键期，它奠定了整个
母乳喂养过程的基础。

肌肤接触早、吸吮早和开乳
早是这一时期的重点。母婴接
触可刺激产妇的迷走神经，增加
催产素分泌，促进乳汁分泌，提
高新生儿母乳喂养频率，有助于
早期建立母乳喂养关系。

初乳的重要性
新生儿出生后的 1 小时内，

可以开始母乳喂养，频繁吸吮可
以促进产妇乳汁分泌，使新生儿
尽早吃到富含免疫球蛋白、生长
因 子 和 其 他 重 要 营 养 素 的 初
乳。初乳不仅有助于提供新生
儿所需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

力，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和抗感
染能力十分重要。

促进乳汁分泌
尽早开始母乳喂养，可以刺

激产妇的乳腺，促进乳汁的分
泌。新生儿频繁吸吮能够刺激
乳头上的神经末梢，释放出催乳
素和催产素，这两种激素对于乳
汁的分泌十分重要。

肌肤接触的重要性
肌肤接触是指新生儿出生

后将皮肤紧贴产妇胸前的皮肤。
与产妇进行肌肤接触，可以

为新生儿提供安慰和安全感。
这种接触不仅能帮助新生儿稳
定情绪，还能促进母婴之间的情
感联系。研究结果表明，至少持
续1小时的肌肤接触有助于新生

儿适应新环境，使新生儿的体温
维持稳定。

如何进行肌肤接触
医务人员需要迅速擦干新

生儿的身体，并将新生儿放到产
妇的胸前，用毯子或布盖住新生
儿的后背，进行保暖。如果室温
较低，可以用帽子或毯子裹住新
生儿的头部，减少热量散失，肌
肤接触至少进行1小时。产妇可

以平躺、坐起来或靠后躺着，将
新生儿抱在胸前，选择自然舒适
的体位进行互动。

肌肤接触的反应
这种肌肤接触对于新生儿

的成长发育有着重要影响。新
生儿的本能行为和反应包括9个
阶段：出生后啼哭、放松、觉醒、
活动、爬行、第一次休息、熟悉、
吸吮、入睡，可能持续几分钟~1

小时或更长时间。每一个阶段
都是新生儿适应新环境、建立安
全感的重要步骤。

新生儿与母亲肌肤接触后，
会趴在母亲的身体上休息一会
儿，然后警觉地睁开眼睛，开始对
母亲乳房的气味做出反应，移动
整个身体缓慢地靠近乳房，尝试
自主含乳，找到乳头后开始吸
吮。需要注意的是，肌肤接触必

须在保证母婴安全的情况下进
行。如果产妇或新生儿有特殊情
况，如疾病或手术等，医务人员会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肌肤接触的方
式和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产妇
和新生儿的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肌肤接触的力量
初乳量虽然不多（每次只有

2 毫升~10 毫升），但是它的作用
可不小，能够预防新生儿感染、
过敏、黄疸，有助于检查新生儿
胎便，以及小肠发育是否成熟。
即使新生儿有所感染，也会降低
感染的严重程度。

肌肤接触的意义
母婴进行肌肤接触，不仅能

够给新生儿提供安慰和安全感，
还能促进母婴之间建立亲密关

系。尽早开始母乳喂养，刺激产
妇乳汁的分泌，给新生儿供应成
长所需的营养，还有助于调节新
生儿的呼吸、心率、体温和血糖
水平；来自产妇皮肤、黏膜表面
和肠道的微生物在新生儿体内
定植，有助于保护新生儿免受感
染和过敏等疾病，且母乳喂养时
间更长。

产后1小时是母乳喂养成功
的关键期，产妇和医务人员应该
共同努力，确保新生儿在这一时
期内得到充分的母乳喂养。产妇
分娩后，医务人员应及时将新生
儿放在产妇身边，进行肌肤接触，
并鼓励产妇尽早开始母乳喂养。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普专家话健康科

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检测血糖医务人员正在为患者检测血糖

新生儿出生后即可进行母婴肌肤接触，能够增进母婴亲密关系、保持体
温。医务人员应支持产妇尽早开始母乳喂养。研究结果表明，产妇在产后1小
时内开始母乳喂养的新生儿，母乳喂养成功率更高。新生儿延迟母乳喂养的时
间越长，风险越大。

任泓吉正在为患者把脉任泓吉正在为患者把脉

征 稿
您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您

对基层卫生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写一
写关于基层卫生工作的现状与问题
的思考……《基层观察》《人物剪影》

《探讨与思考》等栏目真诚期待您参
与！

联系人：徐琳琳
投稿邮箱：xulin.lin@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