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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由市卫生
健康委主办、莱山区卫生
健康局协办的“万名医护
进乡村”活动启动仪式在
莱山区黄海社区举行。
全市医疗机构将从优选
择帮扶人员，创新帮扶模
式，严格考核评价，确保

“万名医护进乡村”活动
取得实效，为提升基层医
疗水平、方便群众就近看
病就医做出积极贡献。

“万名医护进乡村”活动启动
今年至少组织600名医务骨干下基层

在启动仪式上，毓璜顶医
院和黄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烟台山医院和滨海路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海
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
海社区卫生室分别签约对口
支援协议。帮扶医院将根据
受援医院实际需求，精心组
织、认真落实对口帮扶各项任

务。受援医院则将选派骨干
医师到帮扶医院培训。

据了解，各区市卫健局、
各医疗机构从优选派帮扶人
员，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作风过硬的人员承担帮
扶任务。首批帮扶人员应于4
月底前派驻到位，全部帮扶人
员应于6月底前派驻到位。

各区市要按照“名医基层
工作站”设置标准和要求，依托
帮扶人员和本地业务骨干，在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中心村卫生室设立名医
基层工作站。今年年底前，要
实现全省乡镇卫生院名医基
层工作站全覆盖。在完成指
定帮扶任务的基础上，要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根据城市医疗
集团、县域医共体、专科联盟等
建设情况，自行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放大帮扶效应。此外，严
格考核评价，加强派驻人员管
理，确保人员到岗到位。要对
帮扶人员到岗情况和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常态化督导检查，
确保对口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启动仪式结束后，毓璜顶
医院、烟台山医院、奇山医院
等6家医疗机构的30名专家
在黄海城市广场为群众提供
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

记者在义诊现场看到，手
足骨科、关节外科、心内科、心

理咨询等近20个科室的医务
人员耐心解答市民提出的问
题，讲解常见病、慢性病预防
知识，普及卫生健康政策法
规、医学常识。

上至80岁的老年人、下至
30岁左右的年轻人纷纷前来

问诊。“我的膝盖经常会疼，10
多年的老毛病了。我刚才和
烟台山医院脊柱骨科医生聊
了聊，医生给我讲了一些注意
事项。”一位80岁的老大爷说，

“家门口”的义诊非常方便。
“我的双手时常会感觉

麻木，刚才咨询了手外科医
生。医生告诉我可以每天握
一握装满温水的杯子缓解不
适。”今年 65 岁的居民杨伟
和老伴一同前来问诊。他
说，听说“家门口”有专家坐
诊，特意过来看看。

“万名医护进乡村”活动
是推动城乡医院对口帮扶、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
布局的重大举措，是乡村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提质增效三年
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缓
解农村居民看病就医问题的

一项民生工程。
今年开展的“万名医护

进乡村”活动，将组织至少
600名医务骨干下沉到县级
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开展
帮扶工作。通过专家派驻、

专科共建、临床带教、远程协
同等方式提升县域的医疗服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重点加
强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
康复医学科等学科建设，提
升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能力。
帮助受援单位健全规章制
度，完善诊疗流程，改进服务
质量，推进受援单位管理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提升
基层医疗水平，方便群众就
近看病就医。

今天迎来谷雨节气，此
后天气日益回暖、降雨量逐
渐增加。中医专家提示，谷
雨时节抓住“健脾祛湿”这个
养生防病的关键词，方能安
然入夏。

谷雨取自“雨生百谷”之
意，此时田中秧苗初插、作物新
种，雨水滋润最有利于作物生
长，因此，春雨绵绵、湿气增加
是谷雨节气的主要气候特点。

“谷雨节气之后气温变化
较大，忽冷忽热，但‘春捂’也须
有度，过度保暖只会助长‘春火’
之势，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梦
说，此时应注意随气温变化适
当增减衣物，可着薄外套，方便
穿脱；脚踝不宜裸露，因为湿
气、寒气从裸露的部位进入体
内，较易导致感冒等疾病。

脾胃为后天之本，谷雨节
气养护脾胃尤为重要。孟梦
指出，雨水增多容易滋生湿邪
入侵人体，体内湿气过重就会
损伤脾胃健康，出现胃痛、胃
胀满、反酸烧心、消化不良等
消化道症状。

谷雨时节可适当多吃健

脾胃、祛湿的食物，如香椿、
春笋、黑豆、薏米、山药、鲫鱼
等，尽量少吃辛辣油腻食物，
以防大辛大热食物邪热化
火，胃火上炎诱发口疮、痈疖
肿等疾病。

“起居方面同样要注意防
湿气。”孟梦说，因为谷雨时节
经常起风下雨，不少人会关紧
门窗，还应及时透气
通风，防止屋内潮
湿，滋生湿气。

春 季 万 物 生
长，郊外空气清新，
正是养阳气的好时

机。专家建议谷雨时节宜多
晒太阳，适当运动。选择慢
跑、有氧操、球类、放风筝等
运动，或踏春出游、爬山，不
仅能畅达肝气、怡情养性，还
能增强身体的新陈代谢，改
善心肺功能。

据新华社

谷雨时节养生防病注重“健脾祛湿”

肿瘤标志物升高
“不等于癌症”

在癌症筛查中，肿瘤标志物升
高不意味着一定存在肿瘤，需要结
合具体情况进行检查判断。

据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主治
医师张智旸介绍，肿瘤标志物指特
征性存在于恶性肿瘤细胞或由肿瘤
细胞代谢产生的物质，以及宿主对
肿瘤的刺激反应而产生的物质，包
括糖酵解产物、核酸分解产物、某些
细胞骨架蛋白成分等。

不同肿瘤标志物可指示不同肿
瘤。如癌胚抗原升高可见于肺腺
癌、大肠癌、胰腺癌、胃癌、乳腺癌
等；甲胎蛋白与肝癌有关联性；鳞状
细胞癌抗原可用于宫颈癌、肺鳞癌、
食管癌、头颈部肿瘤的辅助诊断、治
疗观察和复发监测。

但是，肿瘤标志物升高“不等于
癌症”。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医师王颖轶指出，身体出现炎症或良
性疾病时，细胞也可能分泌或者产生
某些代谢产物，导致肿瘤标志物升
高。例如癌胚抗原升高可见于胃炎、
消化性溃疡等良性疾病，糖类抗原
125轻度升高可见于子宫肌瘤、宫颈
炎等良性疾病。同时，恶性肿瘤患者
的肿瘤标志物也可能完全正常。

专家提示，对于没有肿瘤的人
群，肿瘤标志物一般应在正常范围
内，即使偶有轻度升高，升高幅度不
会很大，需要通过复查和监测进一
步判断；如果肿瘤标志物越来越高，
应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而对
于癌症患者而言，除了肿瘤标志物
异常，还会有相应的症状，在影像上
也会有体现，确诊则需要手术病理
或活检病理。

据新华社

脂肪永远
不能转化成肌肉

关于减肥，有一种美好的愿望：
如果能将身上的脂肪转化成肌肉就
好了，既减脂又增肌。专家说，这不
可能。

脂肪和肌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物质，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相互转化
的关系。肌肉是组成人体的一种组
织，分布在各组织器官及骨骼表
面。脂肪分为好多种，比如磷脂、甘
油三酯、类固醇、糖脂等。

肌肉的基础成分是氨基酸，是
由碳、氮、氢、氧四种原子拼搭而成
的。而脂肪里只含有碳、氢、氧三种
原子。这两种物质就类似蛋白和蛋
黄，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

肌肉组织的增减主要在于运动
量大小，而脂肪组织的增减是在于热
量摄入的多少。摄入热量多+运动量
小，自然脂肪增加肌肉变少，人就

“胖”起来；如果摄入热量和运动量都
大的话，则可能肌肉和脂肪都增多。

脂肪永远不能转化成肌肉，不
过运动可以消耗脂肪。当身体感觉
到肌肉还不够强，扛不住运动时，它
就会将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氨基
酸，变成身体的蛋白质。锻炼可以
一边减脂一边增肌，让身体的肌肉
比例上升，脂肪比例下降，让身材更
苗条、有型。 据新华社

全部帮扶人员6月底前派驻到位

30名医疗专家“家门口”坐诊

医务骨干下基层开展帮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