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2022年8月24日 星期三

周刊主编 刘喜梅
收稿邮箱：liuliu8371@163.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57
本版责编 /陈晶 校对/马磊 排版/姚书雅

5
第937期

七 日链接 QIRILIANJIE新观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
改变，肥胖渐渐成为困扰许多人的健康
问题。古人云：“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
也。”此处高梁是指膏梁，即过食肥甘厚
味，这是引发肥胖的关键因素。

肥胖不仅仅影响人外表的美观，
更重要的是还会带来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冠心病等重大慢病患病率的增
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很多人因
肥胖而苦恼，但市面上种种不专业的减
肥药虽层出不穷却疗效甚微，有的甚至
对身体造成损害。而另一方面，很多身
材消瘦的人却怎么吃也吃不胖，对各种
甜点、汉堡薯条来者不拒，体重却始终
不变。那么如何科学地减肥与增重
呢？中医传统理论认为，健脾是关键。

从中医角度而言，人的体重变化
与中医脾脏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经
典著作《脾胃论》中说：“脾胃俱旺，则
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
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盖脾实
而邪气盛也。”这里的脾不同于现代医
学解剖上的“脾脏”，而有着更为丰富
的内涵。饮食进入到胃中，需要靠脾
来转化，从中吸收营养物质，使其能为
五脏六腑所用，故“脾主运化”，一方面

运化水谷精微，另一方面运化水液。
脾的功能正常，人就胃口旺盛、保

持正常体重，所谓“能食而肥”。一旦
脾的功能受损，食物就不能被正常地
消化吸收，会出现胃胀、食欲减退、便
溏等消化不良的症状。这又会导致诸
多问题：一是身体失去了营养的滋润，
就会出现胃口差、身体消瘦等问题；二
是营养物质代谢也会出现障碍，吸收
的营养不能濡养五脏六腑，好东西吃
了却利用不了，故而有的人肥胖同时
乏力、稍动则汗出不止，这是“虚胖”，
不仅胃口差，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体
重还日益增长；三是这些吃进去的营
养物质不能被吸收，堆积在体内久之
就形成了有害的病理产物，化为痰浊
瘀血堵塞经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埋下伏笔。

故而针对脾虚所导致的肥胖或者
消瘦，健脾为第一要务，且可以起到双
向调节的作用。脾虚多伴湿盛，理应益
气健脾祛湿，宜多食茯苓、山药、薏苡
仁、赤小豆、扁豆、莲子、冬瓜等食物，闽
南地区著名小吃“四神汤”是其中的代
表。该汤以鲜山药、白茯苓、薏苡仁、莲
子各等量组成，将山药去皮切块，薏苡

仁莲子洗净待用（注意去除莲子心，莲
子心苦寒伤脾），白茯苓也可打成细粉，
放入一起煲汤，以上四味均为药食同源
之品，既能健脾，又可祛湿，脾气旺则水
湿去而胃口开，既可减重，又可增肌。

谈及“四神汤”还有一个有趣的故
事：传闻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有四
位大臣相随。但是，由于舟车劳顿、水
土不服，四位臣子相继病倒，而且御医
对这个病束手无策。乾隆无奈，于是
让当地知府张榜求医，没过多久，一
位僧人前来揭榜。这位僧人细细把
脉，立刻开出一个药方，面对众人中
气十足地宣告：“四臣，事成！”四位大
臣服下之后果然痊愈了。从此，每有
官员南巡，都用这个方子炖汤养身，
久而久之，此方便以“四臣汤”为名在
民间广为流传，后来传着传着，就变
成“四神汤”了。现代研究则表明：参
苓白术丸等健脾化湿中药具有调节肠
道微生态的作用，对于消化不良、慢性
腹泻所出现的肠道菌群失调具有很好
的调节作用。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健脾祛湿
呢？脾虚湿盛的人日常的大便会不成
形，粘马桶，也就是用水冲不易冲干

净；脾气虚的人日常少气懒言，倦怠乏
力，懒于起床，而且饭后尤其容易倦怠，
时时欲睡，这就是脾胃气虚、消食无力而
导致的“饭醉”；正常人的舌是淡红色，薄
白苔，而脾胃气虚的人舌质较淡，舌较胖
大，边上有齿痕，这是舌头与牙齿挨得太紧
留下的印记，湿重者舌苔往往水滑，上面布
满津液，水湿进一步发展成痰，则会表现为
舌苔腻，舌苔上面有细腻致密的颗粒感。

除了食养之外，对于脾胃的调护，注
意日常的生活习惯尤为重要。炎热的夏
日来袭，人们尤爱喝着啤酒吃海鲜烧烤，
饭后再配上冰镇的西瓜美滋滋，但却要
注意海鲜、冰西瓜与冰啤酒其性大都寒
凉，常食对于脾胃的阳气有着极大的损
伤，故夏日莫要贪凉，蒸煮海鲜之时往往
可配上辛温的生姜以中和海鲜的寒性。
同时，“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一日
三餐宜七分饱三分饥，尤忌暴饮暴食；另
外要配合持之以恒的运动，促进身体的
能量代谢，尤以日间运动为宜。白天是
阳气活跃的时候，此时运动最佳，夜晚阳
气潜藏，理应减少运动。无论是减肥还
是增重，应循序渐进，科学合理地安排起
居饮食，才会生活得更健康。

减肥增重话健脾
唐旭东

近日，国家卫生委、国家发改委
等17个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
体考虑，通过财政、税收、保险、教
育、住房、就业等相关领域的政策，
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指导意见》明确了多项具体举
措缓解部分群众“不敢生、不想生”
的难题，相关措施如何落到实处？
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和相
关部门负责人，请他们来解读。

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
长，事关千家万户。

“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是落
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
司监察专员杜希学告诉记者，2019
年以来，卫生健康委会同各级各部
门，从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标准
规范体系、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等三个方面，积极推动托育服务发
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的来说，
我国现代托育服务体系起步较晚，
这两年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截
至2021年底，每千人口托位数才达
到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
到4.5个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与
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有一定距离。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
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进一步介
绍，国内的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
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
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的需求，
但现实中我们供给还是不足的，特
别是普惠性的服务供给确实是个短
板。各方面的研究，包括国际经验
也表明，发展托育服务对于减轻家
庭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所以，为了支持托育服
务的发展，《指导意见》重点围绕五
个关键词——基本、普惠、投资、收
费、减负下功夫。

“基本，就是强化基本公共服
务。《指导意见》提出拓展社区托育
服务功能，完善婴幼儿照护等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实施公办托育服务
能力建设项目，突出对幼有所育的
基本民生保障。普惠，就是着力增
加普惠性服务。发展公办托育机
构，鼓励社会力量来投资，支持用人
单位举办，建设社区服务网点，探索
家庭托育模式，有条件的幼儿园也
可以向下延伸，2~3岁的婴幼儿，通
过以上多种渠道，鼓励多方参与，有
效扩大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供给。投
资，就是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拓宽
托育建设项目的申报范围，中央预
算内投资给予建设补贴，对符合条
件的普惠性项目给予适当支持。收

费，就是规范各类服务收费。明确
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
来制订，加强对普惠托育机构收费
的监管，合理确定托育服务的价
格。减负，就是减轻机构经营负
担。”郝福庆解释。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并且保
证他们健康成长是每一个家庭的心
愿。现在，优生优育成为人们的普
遍共识，但如何实现优生优育依然
是很多人的苦恼。

“优生优育工作在减少婴幼儿
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质量、保障
儿童身体健康等方面肩负着至关重
要的责任和使命。”杜希学说，《指导
意见》提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
平，包括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提
高儿童健康服务质量、加强生殖健
康服务、提高家庭婴幼儿照护能力
等诸多方面。具体来说，国家将从
以下方面着手努力：

一是以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
儿死亡、保障母婴安全为核心，全面
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不断推进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在这次
《指导意见》中，明确各省、市、县级
均应设置1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
妇幼保健机构。实施出生缺陷综
合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出生缺
陷防治网络。

二是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提高儿童健康服务质量。
按照相关规划，不断推进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和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设置建设工作。加快推进儿科医联
体建设，促进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

沉和均衡布局，不断提高儿童重大
与危重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

三是优化生殖健康服务模式，
将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基本避孕
服务项目等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行
动，2021年印发了《不孕不育防治
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员王茜看来，《指导意见》也
明确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的量
化指标，这将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
特色的妇幼保健体系，缓解儿童看
病就医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针
对孕产妇的新需求，《指导意见》提
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规范相关诊
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推进
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指导地方
综合考虑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
可承受能力、相关技术规范性等因
素，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
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
范围。

减轻生育养育负担

人口生育是一项涉及多重因素
的系统工程，人口要素具有基础性
地位，是发展中最核心的变量。

对于统筹推动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问
题，郝福庆表示，人口生育不仅是关
系你我的家事，也是关系中华民族
长远发展的国事。这个问题涉及经
济社会的多个方面，不能就人口谈
人口，就生育来谈生育，必须坚持系
统观念，注重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
力。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中央的决
策部署，将积极生育支持的措施融
入各项工作。

“具体来说，一是纳入发展规划。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此已经作出了
专门部署，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
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推动实现适
度生育水平。特别是把小托育纳入大
规划，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还
是第一次，足见方方面面对发展托育
服务的高度重视，发展托育服务的重
要性也不言而喻。二是完善政策体
系。聚焦婴幼儿无人照料的关键痛
点，不断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
投融资、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实施
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多渠道扩大普惠
性的托位供给，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三是实施专项工程。为了提高优生优
育服务水平，实施了妇女儿童健康服
务能力建设工程，支持省级妇产、儿科
以及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等。”郝
福庆介绍。

作为生育保险待遇的重要内容，
生育津贴的领取也备受关注。对此，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介
绍，国家非常重视女职工产假期间生
育津贴待遇保障，明确规定由生育保
险来支付国家法定产假期间的生育津
贴，在实践中起到了均衡用人单位负
担、促进男女公平就业的积极作用。
从国际情况看，我国的国家法定产假
已经达到了国际劳工组织《生育保护
公约》规定的14周标准，产假期间生
育津贴的计发标准也高于上述公约标
准。总体上来看，保障还是比较好的。

关于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未婚已育
女性能否领取生育津贴的问题，刘娟
表示，社会保险法遵循权利和义务对
等，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
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没有门槛
的，而且在经办服务清单上，关于享受
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所需提供的相关材
料也不需要结婚证等材料。

精准发力 缓解生育难题
本报记者 陈晶

在“8·19”中国医师节前夕，由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指
导，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携手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
项目，走进了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为
乡村医生送去知识和关爱。

专业培训 用爱温暖

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农村地区大部
分医疗照护责任和公共卫生服务责
任，乡村医生的诊疗能力关系着农村
群众的医疗质量。

“在农村，大部分村民生病时第一
选择都是去村卫生室找乡村医生，因
此他们的诊疗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赵本志
说，“但他们的技能又存在局限性，亟
待提高。”

为此，培训项目课程针对乡村医
生短板，邀请来自毕节市中医院、毕节
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的具有丰富诊
疗经验的专家，为乡村医生讲授中医
适宜技术、公共卫生服务等重点课程，
普及高血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
等地方常见病的预防及诊疗知识。

“专家的讲解既有理论又有实操，
最难能可贵的是把晦涩的知识讲得通
俗易懂。”参加培训的乡村医生马稳琴
说，培训结束她很快就掌握了一些见
效快、疗效好的医治方法。

让更多乡村医生获得实用的医学
知识，是项目组一直以来的初心与坚
持。“我们借助互联网资源，畅通网络
学习渠道，将课程通过微信平台进行
直播，惠及更多乡村医生。”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项目主管王思臣介绍说。

学有所成 点亮希望

盐仓镇距离威宁县城有二三十公
里，相比有条件前往县城就医的居民
来说，村里人遇到头疼脑热时最信赖
的医生莫过于村卫生室的舒运。

“舒大夫，您这么一捏我头疼果真
减轻了不少。”前几天，60多岁的王大
爷对舒运的新诊疗方法夸赞个不停。
舒运使用的正是在乡村医生培训项目
中学到的推拿和拔罐技术。

“没想到推拿手法能在如此短时
间内减轻病人的痛苦，这大大超出了
我的预期。我计划下一步继续努力深
造，考取相关证书。”舒运表示，培训给
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像舒运一样，参训医生在培训中
系统学习了艾灸中医疗法、中医体质
辨识和传统刮痧、拔罐学等课程，以及
慢性病的预防与基层合理用药、医德
仁心教育和唇腭裂知识讲座等内容，
为后续诊疗打下了基础。

培训项目的目标就是为乡村医生
送去规范的诊疗技术，让当地众多村医
学有所成，点亮人生希望。“不仅收获了
知识、提高了能力，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最重要的是给病人看病也更有底气
了。”参加培训的村医们纷纷表示。

精心打造 长效实施

“在现在工作岗位上，你通常会遇
到什么困难？”“考乡村职业助理医师证
了吗，未来有什么打算？”在双龙镇高山
村卫生室，马稳琴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调研组促膝长谈，
交流培训感受，畅谈职业规划。

为确保培训项目顺利实施，更好
满足乡村医生的真实需求，项目调研
组在培训前期、中期多次前往威宁县
各村镇走访调研，了解乡村医生需求
反馈，对课程安排进行针对化、精准化
调整。项目结束后，及时收集参训医
生学习满意度和意见建议，跟踪后续
考试通过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优化内
容设计和组织形式，为下一步项目实
施蓄力。

作为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和中国人
口福利基金会精心打造的精品项目，乡
村医生培训项目自2019年实施以来，
已先后在云南省镇雄县、湖北省蕲春
县、贵州省威宁县开展31期线下培训
活动，3000余名乡村医生从中受益。

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需要大批合
格的乡村医生守护，国家医疗卫生体
系需要有坚实的基层支撑。在赵本志
看来，乡村医生培训项目的实施，对进
一步提高乡村医生业务技能，提升农
村医疗卫生能力，完善基层卫生治理
体系，推动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建设
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乡村医生培训：

知识“灌溉”爱心“守护”
通讯员 耿鑫 实习生 车鹏艺

本报讯（记者 陈晶）8月19日，以
“‘医’心向党、踔厉奋进”为主题的第5
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三届“中
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
中心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中国医
师协会会长马晓伟委托，国家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李斌代为宣读书面讲话。
马晓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健
康系统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
生事业的旗帜上，坚持走中国特色卫
生健康发展道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不断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
局，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创
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模式，推动卫生
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决听
从党中央号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
验，在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进程
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董家鸿
院士宣读了《第十三届“中国医师奖”
获奖人员名单》，丁晓东等78名优秀
医师代表获此殊荣。中国医师协会副
会长詹启敏院士宣读了《中国医师协
会向获奖医师学习的倡议书》,号召广
大医务工作者以获奖医师为榜样，

“医”心向党，踔厉奋进，勇创佳绩。
本次大会还设置了专题报告环

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人事司副司长段
勇作了题为《卫生职称改革情况介绍》
的专题报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医疗机构处处长胡瑞荣就新医师
法作了题为《推动新时代医师队伍高
质量发展》的专题报告。

2022年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
第十三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8月21日，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幕。大会聚集全球专家智慧，集结
中外企业展示的最新成果，成为观察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近些年，随着
服务机器人在医疗、公共服务等场景中不断深耕，加之疫情期间“非接触服务”需
求的爆发式增长，医疗服务类机器人成为新的行业增长点。图为观众在大会上
观看核酸检测机器人。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医疗医疗++机器人机器人””闪耀闪耀2022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机器人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