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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都 健康好帮手 就医全指南

灵感突发
“笨办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办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誉为居民健康的“守门
人”，但社区医生常常面临不好解决的难题。青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助理印晓雯对记者说，部
分社区居民健康意识没跟上，总认为自己不会生
病，不参加义诊、不跟医生打交道，甚至免费的体
检也懒得去做，“当身体突发健康状况后，这些居
民往往‘抓瞎’，不知道怎么办。”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市卫健委和市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家庭医生团队融入“微网
实格”治理机制的指导意见》下发后，青龙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便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会，拟寻找一种方
便居民且切实可行的方法。在商讨过程中，有人提
议：“家庭医生要融入‘微网实格’，何不采用上门的
方式呢？虽然是笨办法，但也是最实用的办法！”

联手实施
“敲门行动”让社区居民拍手称好

开展“敲门行动”这一策略受到了青龙街办的
高度认可，为了能够顺利推动，街道办确定在致强社
区先行试点。“家庭医生团队的融入，更丰富了微网
实格的服务内涵。”致强社区党委书记刘平说。

6 月 13 日晚上 6 点，以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科医疗科科长付敏为首的致强社区家庭医生
团队正式开始“敲门行动”。在这个团队中，除了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外，还有 20 多名社区的微网
格员参与进来。

时间选择在晚上6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居
民家庭成员较齐。他们专门印制了健康调查卡，
通过简短的问询便能掌握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状
况，若有慢性病或其他疾病的居民，则立即登记纳
入社区管理系统。

家庭医生付敏告诉记者，在逐户敲门调查的
过程中，很多居民得知是家庭医生上门，表现得很
惊讶：“还有这么好的服务啊？这真正是送健康上

门！”一些对家医团队不熟悉的居民通过社区的微
网格员介绍，知道了居民有家庭医生，每年可以免
费给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高血压、糖尿病检
查。“我们同时还收集了居民的医疗需求，并告诉
居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疑难病患者到大医
院就诊搭建快速通道，居民们非常高兴。”

效果凸显
慢病患者得到了健康服务

家庭医生付敏和护士杨双瑜给记者讲了两个
典型案例。有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是到成都帮儿
子带小孩的，家庭医生敲门入户后，他告诉医生有
反复心慌的情况，次日到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免费体检，心电图提示心律不齐，有 ST 段抬高，

“通过我们的胸痛单元绿色通道，老人马上转诊到
416 医院做了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和房
颤，需要立即住院。”付敏说，出院后，该病人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随访，“他和家人特别感激我
们，是‘敲门行动’让他免却了危险。”

另一个案例也是一位老人，之前在老家就诊
时说是蛋白尿，但没有明确诊断，“我们上门的时
候老人说想去华西医院查，但挂号太难。我告诉
他，我们是华西医疗联盟单位，可以‘直通华西’，
老人第二天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第三天就
挂到号去华西看病了。”

“‘敲门行动’打通了基本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付敏说。此次“敲门行动”共走访致强社区的10个
院落共1100多个家庭，效果凸显。除了一部分以前
未重视自己健康的慢病患者被“发掘”外，还有很多
老年人主动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健康体检。
此外，家庭医生签约也被带动起来。

该中心主任严塔金告诉记者，通过此次试点，
他们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将“敲门行动”在整个青
龙片区推广开来，让居民疾病实现早发现、早治
疗，避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大的负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近日，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首例自体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张先生顺利出院，
实现了该院血液病诊疗技术在造血干细胞移
植领域零的突破。

57岁的张先生因“右侧面部肿痛”被确诊为
恶性淋巴瘤（NK/T细胞淋巴瘤Ⅲ期）。在市五
医院经过6个疗程化疗联合表观遗传药物或靶
向药物后，该院血液内科决定为他实施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通过周全细致的一系列工
作，张先生于7月26日回输预先冻存的自体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8月5日其造血功能重建。这
些干细胞就像装了导航一样回到它们的“老
家”——骨髓中，生根发芽持续造血，产生新的
血细胞。8月9日，患者经评估后顺利出院。

目前，淋巴瘤在国内的发病率为6.68/10万，
且发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专家称，NK/T细胞
淋巴瘤患者预后相对较差，这给疾病的治疗带来
巨大挑战。除了采用含门冬酰胺酶方案、表观遗
传药物及靶向治疗外，化疗后桥接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疗效巩固方案。与
单纯化疗或化疗联合靶向治疗、表观遗传药物相
比，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是成都西部区域医
疗中心，该例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获得成功，
标志着该院血液内科基本具备了血液系统肿
瘤的全链条技术，不仅填补了医院在血液移

植治疗领域的空白，也为成都市西部片区的
广大血液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多希望。

宋建琴 刘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市五医院供图

成华区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借“微网实格”为健康赋能

敲门行动：把隐藏的疾病管起来
2023年3月底，成都市卫健委和成都市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联合发文，推进家庭医生团
队融入“微网实格”治理机制，以实现家庭医生团
队对“微网实格”的健康赋能。如何让家庭医生团
队尽快融入“微网实格”？成华区青龙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采用了一种创新手段，他们在青龙街道致
强社区的大力配合下开启了一场“敲门行动”，逐
一上门了解居民健康需求。此举不仅直接实现家
庭医生团队与居民的无缝对接，更重要的是实现
对居民的高效健康管理。

60 多岁的王爷爷出现双手颤抖、行动缓
慢等症状已经有半年多时间。近日他来到成
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求治，医生详细询问病史
后，考虑他可能患有早期帕金森病，于是安排
他去做一个经颅超声检查。

超声也可以检查帕金森病？市三医院超
声医学科主任周鸿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超声
其实是助力帕金森病诊断的一大利器。王爷
爷走进超声诊断室，最终结果支持原发性帕
金森病诊断。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帕金森病
因诊断早、治疗早，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超声医学科医生曾欣告诉记者，帕金森
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中
老年人多见，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强
直、运动迟缓等，也就是常说的“抖、慢、僵”，
临床特征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运动症状：表现为常见的四肢震颤、肌强
直、冻结步态、姿势平衡障碍。

非运动症状：可以表现为精神症状，比如抑
郁、焦虑、睡眠障碍等，还可以表现为自主神经
症状，比如便秘、体位性低血压、多汗等，甚至可
以有一些感觉症状，如麻木、疼痛、痉挛等。

据了解，帕金森病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逐

年增长。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年龄大于65
岁的老年人中，帕金森病的患病率为1.7％。

曾欣说，帕金森病患者早期治疗的效果
明显优于晚期治疗的患者，但很多患者进入
治疗时已经是晚期。一部分原因在于，早期
鉴别诊断较困难，缺乏相应的影像学证据。
近年来，实时经颅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脑实
质结构备受关注，这种检查手段已经成为诊
断帕金森病的支持标准之一，广泛使用于临
床。“它能够对疑似帕金森病患者进行早期诊
断或鉴别诊断，对帕金森病患者家属及相关
突变基因的携带者等高危人群进行筛选，协
助临床医师诊断帕金森病并为其治疗方法和
预后提供相应的依据。”

超声检查帕金森病基于怎样的原理呢？曾
欣告诉记者，在超声图像中，正常的中脑类似一
只黑色的蝴蝶，其内部回声呈均质的低回声。
而中脑黑质特异性强回声是帕金森病最主要的
特征，借助这种无创无辐射的超声影像技术，医
生能通过观察黑质的形态、回声来判断黑质的
功能状态，辅助临床诊断早期帕金森病。

曾欣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当出现有静止
性震颤、肌强直、运动迟缓、嗅觉减退、便秘等

症状时，应前往医院进行经颅超声检查。另
外，家族中有帕金森病史的人，也应采用超声
方式进行早期筛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诊断帕金森病 超声检查是重要“利器”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
洪） 为满足广大PICC、输液港等静脉导管带
管人群的延续性护理服务需求，经过周密的
前期筹备，由成妇儿资深静脉治疗专科护士
坐诊的导管维护门诊于 8 月 15 日正式开诊，
这是该院继助产士和母乳喂养门诊之后开设
的又一个护理专科门诊。

据悉，导管维护门诊主要为成人及儿童
提供 PICC、输液港等静脉导管的日常维护、
拔管堵管等并发症处理，以及静脉导管相关
咨询，同时也为新生儿、儿童疑难病例置管及
输液并发症提供会诊。该门诊时间为每周
二、五上午8时—12时。

市妇儿中心医院
导管维护门诊正式开诊

市五医院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实现零突破

微网格员和家庭医生敲门入户

这两天，成都进入“炙烤模式”。而有这样一群
建设者，默默坚守在不同的岗位上。他们是平凡
的，也是坚韧的。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默默的付
出，诠释着这份职业担当与社会责任。他们是盛夏
酷暑里的劳动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守护清凉的电工师傅

金牛区一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来自城
投建工的电工师傅李涛，正在忙碌着。35 岁的他
虽然年纪不大，却已是电工领域的“老兵”，已经完
工，但仍未通电的一套套保租房，就是他这段时间

“战斗”的地方。因为没有电，虽然在房间里，也没
办法享受空调或者吹吹电扇。“干了这么多年，早
就习惯了。”高温像蒸笼一样包裹着他，然而他仍
一丝不苟地做着手里的工作，没有一丝懈怠。

每当看到一个个“作品”在自己的努力下圆满
完成，他都会感到无比骄傲。新建小区中一盏盏
灯火亮起的后面，是很多像李涛这样的电工师傅
挥洒汗水、坚守岗位的结果。

全天候待命的道桥医生

道路桥梁维护作为交通保障的重点工作，必
须时刻保证安全通畅。近期成都高温天气对于道
路桥梁也是不小的“烤”验。成都市市政开发总公
司负责成都市西片区日常道桥管护的高级工程师
李良驹，在接近 40℃的高温下，带领着市政工人
在管辖范围内各个病害点位开展修复工作。

白天他不仅要处理道路桥梁的维护工作，还
要协调人员和机械材料，做好夜间施工的准备工
作；晚上他还要去到施工一线，处理施工过程中的
各种疑难杂症。不论白天黑夜，他都随时待命，各
个路段、每座桥梁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尽管天气
炎热，但他作为道路桥梁保障的一分子，始终坚守
着自己的岗位。

每天步行3万步的工地管家

室外温度超过了 37℃，暴晒后的钢筋已经快
接近 50℃——在成都市市政开发总公司第三项
目部的工地上，材料运输车在工地上往返穿梭，各
种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

为保证施工质量，有序推进项目施工进度，无
论头顶的烈日多么灼热，该公司项目经理王小均仍
坚持在每一个施工阶段结束后，立刻到施工现场进
行复测。“测量内容包括看人行桥墩柱之间高差是
否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桥墩支座垫石水平是否横平
竖直，垫石与垫石之间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混凝
土浇筑后边界线及高程是否与图纸保持一致⋯⋯”

他已经习惯了酷暑下的忙碌，施工现场各个
角落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平均每天步行都在 3 万
步以上。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昨天成都市气象局再次发布了高温橙色
预警，这也是成都市气象台连续 3 天发布的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天气炎热，除了去凉快的地
方旅游避暑以外，“蹭空调”也是一种消暑的好
方法。而说起“蹭空调”的好去处，除了商场以
外，地铁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为了让大家蹭
空调蹭得开心，蹭得安逸，最近成都地铁在站内
专门设置了纳凉区供市民乘凉，而这样贴心的
服务更是被不少市民点赞。成都地铁的纳凉

区到底是怎样的？在这里纳凉又是一种怎样
的体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昨天下午 3 点，正是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
间，记者走进了成都地铁抚琴站的纳凉区。

刚到出站口，就能看见进出口旁边有一个红
线围起来的区域，红线正前方立着一块牌子，上
面清楚地写着“纳凉区”3个大字。而在大字下方
则写着一些禁止喧哗、饮食之类的纳凉须知。

记者注意到，在纳凉区内靠墙的地方放着

好几把椅子，不少市民坐在椅子上玩手机、聊
天，而市民唐先生就是众多纳凉群众中的一
位。记者了解到，唐先生家就住地铁站附近，
平日下班后常常带儿子到地铁站的纳凉区乘
凉。“今天下午来这里是因为刚和儿子逛完街，
决定在地铁站里休息休息再回家。”

“我们是去年发现地铁站里有纳凉区的，当
时就很喜欢到这边来乘凉。平时晚上我也会带
儿子来这，地铁站离家近，又凉快，儿子的小伙伴

也常常约在地铁站见面，也不担心中暑。”
坐在另一边的白阿姨也表示，之所以选择

到地铁站乘凉是因为与商场相比地铁站更安
静、更通风，而且还有专门的纳凉区，坐着也很
舒服。“本来我也住得近，地铁站凉快、干净，工
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好，我们几个耍得好的经常
约着下午过来，很巴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袁弘
实习记者 朱馨月 文/图

当下，正值水稻抽穗、扬花及灌浆的关键期，
而连日高温让我市农业生产备受“烤”验，据省气
象台天气预报，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昨日，记者深入田间地头看到，农业专家、技
术人员纷纷下地“把脉开方”，智慧农业、数字农业
也“大显身手”，多措并举帮助今年大春丰收。

“不是只浇水就可以了，这种天气下，灌溉
更要讲科学。”在简阳市一块稻田里，成都市科
技特派员、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研究员吕世华正手把手为当地种植户
进行高温天气下的水稻养护培训。他告诉记
者，当前成都大部分地区的水稻都已处于抽穗、
扬花及灌浆期，此阶段对温度和水分极为敏感，

超过 30℃的持续高温，会造成有效穗数减少、
结实率下降和空秕粒率升高，导致水稻减产甚
至绝收。其中，抽穗扬花期遇到高温的损失最
为严重。他当场给农户们开出了“药方”：在有
水源及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区，要及时灌溉让田
间保持4厘米～6厘米的水层，而在水源条件较
差或者水源有限的地区应采用“少量多次”的灌
溉原则，优先保障轻度受旱田和中度受旱田，已
经遭受严重缺水的田块应放弃灌溉。最好在
上午9点后到次日上午9点前灌溉。

和吕世华一样，近段时间，我市广大农业科
技工作者纷纷下到田间地头培训农业生产。“从
7月份开始，我院便针对高温天气梳理了不同的

类别，围绕粮油、果木、畜牧等不同类别，成立了
10余个专门的技术指导组。”据成都市农林科学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几乎所有技术人
员下到生产基地，千方百计保障农作物好收成。

“温度湿度持续偏高，要特别注意稻飞虱、
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害⋯⋯”听到手机提示的嘀
嘀声，大邑县安仁镇水稻种植户王成赶紧拿出
手机，查看APP推送的病虫害预警。

王成家门口一片稻田内，一架无人机正在
上空盘旋，机上搭载的多光谱照相机，可拍摄
蕴含土壤成分、作物养分、病虫害状况、预估产
量等信息的多光谱图像。

除了无人机，这片田间还安装了摄像头、

气象监测设备、土壤检测仪和工业级路由器，再
加上天空中的遥感卫星，能使各种农田信息及
时传输到手机应用平台。经过数字农业监管
平台进行分析处理后，很快就能将病虫害预警、
防治措施以及相应的植保社会化服务机构联
系方式推送到广大农户的手机屏幕上，让大家
第一时间便可及时预防处理。“高温多雨天气也
是病虫害高发期，有了这样的‘种田管家’，我们
对丰收就更有信心了。”王成告诉记者，目前他
管理的 100 多亩水稻长势良好，今年的产量有
望再创新高。据悉，目前，大邑县已有十几万亩
土地接入了这个“身份信息系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受访者供图

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

致敬高温下坚守的身影

成都地铁纳凉区

农业专家下地“把脉开方”

地铁站内
舒适

高温下避暑乘凉

高温下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