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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是我国第37个爱国卫生
月。为进一步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打造
文明卫生医疗服务窗口、营造良好医疗
卫生环境，市卫生健康委于4月18日组
织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环境卫生
集中整治行动，全力以赴清洁消杀，筑
牢群众健康防线。

当天，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积极
响应，领导班子带头参与，干部职工全
员上阵，聚焦院区内外环境，开展“从
屋顶到地沟”立体化、全方位清理行
动。各单位对大门出入口、门诊大厅、
病房、广场道路、卫生间等重点区域进

行深度清洁，清理杂物，擦洗公共设
施，修剪绿化景观，铲除小广告，确保
环境整洁无死角。

此次行动同步强化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各医疗机构对餐厅、院区、垃圾存
放处等区域进行孳生地排查治理，完善
灭鼠毒饵站、灭蚊灯等设施，消杀重点
区域，确保鼠、蚊、蝇、蟑密度全面达
标。市二院、市六院等多家单位还针对
近期高温天气及时悬挂捕蝇笼，开展蚊
蝇消杀等防制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爱国卫生促进
中心对市直各医疗机构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开展情况进行调研，重点检查了卫生
死角清扫、蚊虫孳生点处置、病媒防制
设施维护等，现场为各单位环境卫生治
理、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各县区（功能区）卫生健康委同步跟进
调研指导，确保此次行动在全市卫健系
统全面落实。

在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的同时，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电子屏、宣传栏
等广泛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科普知
识，持续营造浓厚的爱国卫生运动氛
围，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动
员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共建共享健
康生活。 薛 锴

市卫生健康委

全力以赴清洁消杀 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本报讯 （记者 刘彩霞） 为深入
贯彻落实 《漯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第 37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
通知》 要求、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成果，4 月 18 日下午，我
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环境卫生重点
区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着力根治

城市环境卫生顽疾，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走深走实。

此次行动由市城管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爱国卫生促进中心牵头，重点
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卫生薄弱
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通过部门协
同、发动群众参与等方式，彻底清理

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着力清除
卫生死角。同时，将专项治理与常态
化“周五清洁日”相结合，组织机关
干部、志愿者及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
生治理，营造“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市城管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爱国卫生促进中心对集中整
治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并提出整治
意见。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各单位
积极行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对存在的卫生死角、盲点等进行彻
底整治，改善了卫生环境，取得了
明显成效。

我市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逛超市时，我们发现有很多种类的牛
奶、酸奶等。那么，家长为孩子挑选牛奶
时要综合考虑营养需求、年龄特点及个体
差异。如何挑选适合孩子的牛奶呢？家长
朋友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看懂牛奶分类，优选纯牛奶

牛奶主要分为纯牛奶、巴氏杀菌奶、
调制乳等类型。纯牛奶（配料仅含生牛
乳）是营养首选；巴氏杀菌奶采用低温杀
菌工艺，保留更多维生素和风味，适合追
求营养与口感的家庭；调制乳（如早餐
奶、儿童奶）因添加糖、香精等成分，营
养价值较低，建议少选。

关注关键营养指标

1.蛋白质。蛋白质是骨骼生长和细胞
修复的核心成分，每100ml含3.0g以上
为佳。

2. 钙 含 量 。 普 通 牛 奶 钙 含 量 约
100mg~120mg/100ml。高钙奶虽含钙
量更高，但人体吸收率可能因添加无机钙
而降低，要谨慎选择。

3.脂肪类型。全脂奶（每100ml脂肪
3.1g）适合大多数儿童，能提供能量和脂
溶性维生素；超重或肥胖儿童可选脱脂或
低脂奶。

按需选择牛奶类型

1.纯牛奶。基础营养来源，推荐巴氏
杀菌奶。

2.酸奶。含益生菌，促进肠道吸收，
但要选无糖或低糖款，避免热量过剩。

3.强化牛奶。添加维生素D、锌等，
适合挑食或营养不均衡的孩子。

避开选购陷阱

1.警惕乳饮料。如早餐奶、果粒奶
等，配料含大量水、糖和添加剂，营养价
值低。

2.认准配料表。纯牛奶配料仅生牛
乳，其他成分可能影响健康。

3.控制摄入量。学龄儿童每日建议喝
300ml左右牛奶，过量饮用可能影响食欲
或导致肥胖。

特殊情况的应对建议

1.乳糖不耐受。选择无乳糖舒化奶或
酸奶。

2.过敏体质。初次尝试需要经少量测
试，必要时咨询医生。

3.年龄段差异。2岁以下孩子以配方
奶为主，2岁以上孩子可逐步引入纯牛
奶，超重儿童须调整脂肪含量。

建议家长搭配均衡饮食，牛奶须与户
外运动、充足睡眠结合，才能最大化促进
孩子身高发育。

孩子饮奶有讲究，科学选奶、合理搭
配才能更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家长应
根据孩子的个体需求灵活调整，让营养真
正“喝”进身体里。 李锦璐

如何为孩子挑选牛奶

■专家介绍
李锦璐，市二院儿童保健科、营养

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擅长儿童生长迟
缓及精神发育迟缓、孤独症的诊断和治
疗，发育行为指导与干预，婴幼儿喂养
指导，常见营养性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儿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等。她工
作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本报讯（记者 应诗雨） 4月
18日上午，河南省中西医结合肿
瘤防治联盟授牌仪式暨刘怀民教
授中原名医工作室挂牌仪式在市
中医院举行。河南省肿瘤医院中
西医结合科主任刘怀民、河南省
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巴玉峰等专
家，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胡忠德，市中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杨轶及院领导班子成员
出席。

胡忠德和刘怀民现场为河南
省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联盟及刘
怀民教授中原名医工作室揭牌。
随后举行了拜师仪式。

当天，河南省肿瘤医院专家
团队还在市中医院门诊大厅开展
了大规模义诊以及肿瘤科病区查
房带教等活动，现场为患者把脉
问诊、提供个体化防治方案，惠
及群众300余人次。

市中医院将以此次联盟成立
为契机，加强与河南省肿瘤医院
的沟通交流，通过对口扶持、业
务指导和远程会诊、定期巡诊等
方式，不断提升医院技术水平和
业务能力，逐步增强全市肿瘤规
范化、精准化、标准化、同质化
诊疗能力，共同促进我市肿瘤防
治事业的发展。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联盟授牌仪式
暨刘怀民教授中原名医工作室挂牌仪式举行

4 月 17 日，漯河市静脉血
栓栓塞症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在
漯河医专二附院 （漯河市骨科
医 院 、 漯 河 市 立 医 院） 召 开
2025 年第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
暨成立大会。会议宣读了 《漯
河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成立静脉
血栓栓塞症质控中心专家委员
会的通知》，讨论并确定 2025
年度静脉血栓栓塞症诊疗质量
控制7项标准。

会上，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
全体成员针对质控中心2025年度
工作部署情况进行讨论，并建立
工作台账。今年，该中心将计划
性开展静脉血栓栓塞症诊疗质控

现状调研工作；将举行第二次质
控中心专家委员会会议暨专题培
训会，邀请河南省静脉血栓栓塞
症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开展专
题培训。随后，质控中心秘书王
琼就开展静脉血栓栓塞症诊疗质
控现状调研工作的要点及注意事
项进行讲解。

漯河市静脉血栓栓塞症诊疗
质量控制中心将以质控标准为抓
手，从深度和广度细化工作举
措，建立区域内静脉血栓栓塞防
治管理体系，为推动全市静脉血
栓栓塞防控工作的同质化、规范
化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刘 旭 袁锦钰

漯河市静脉血栓栓塞症
诊疗质量控制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4月
18日晚上7点，漯河万安医院举
行瓦博疗法交流会。

漯河万安医院院长王卫峰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交流，在瓦博
技术的临床优化、多学科协作模
式、肿瘤患者全周期照护等方面
进行深入探讨，推动该院肿瘤治
疗与医养服务的双轨升级。

瓦博疗法发明人、美国亚利
桑那大学微生物免疫学博士臧隽
章现场对瓦博疗法进行了简单介
绍，并结合案例剖析与数据支
撑，让大家对瓦博疗法的实践价

值有了更多认识。
在互动研讨环节，与会人员

畅所欲言，围绕瓦博疗法的技术
难点、推广路径及协作机制展开
讨论。大家的思想碰撞也为后续
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作为一家集二级甲等医养结
合特色与四星级养老服务品质于
一体的医养结合机构，自2023年
起，漯河万安医院重点推进瓦博
肿瘤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与研
究。这项技术以其精准、微创的
优势，为众多肿瘤患者带来了希
望。

漯河万安医院
举行瓦博疗法交流会

4月20日迎来了谷雨节气。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
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多位专家从中医
养生、癌症防治、科学运动到传染病防控
等方面为公众提供科学健康指南。

中医养生：顺应节气，调理身心

随着谷雨节气的到来，气温波动大，
易引发健康问题。专家提醒，此时应遵循

“春捂有度”的养生原则，既要通过适度
保暖防止寒邪入侵，又要防止捂得过度引
起“春火”。

对于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专家建议
注重颈部大椎穴和胸部膻中穴的保暖，外
出戴口罩以减少冷空气刺激。饮食上宜选
择润肺化痰的食材，如雪梨、百合等，避
免吃生冷食物。脾胃虚弱人群饮食上推荐
健脾祛湿的药膳，如茯苓山药粥等。

针对“湿气重导致肥胖”的说法，专
家指出，肥胖成因复杂，盲目祛湿可能损
伤正气、影响代谢。中医倡导“因人而

异”的健康体重管理：湿热型体质者应注
重清热利湿，脾胃虚寒型体质者可以通过
艾灸来增加阳气。饮食上忌生冷油腻，推
荐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和温性水果。

癌症防治：早筛早查，健康生活

针对肺癌防治，专家建议：一是主
动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均衡饮食，每周
坚持 150 分钟至 300 分钟中等强度运
动。二是肺癌高危人群要重视防癌体
检，主动筛查。三是已确诊的肺癌患者
应尽早就医评估，通过规范化治疗增强
疗效、提高生存率。

针对网络上流传的不少关于癌症患者
的饮食谣言，比如声称某些食物可以抗
癌、不吃饭可以饿死癌细胞、吃补品可以
治疗肿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不
要轻信。癌症患者应遵医嘱规范治疗。如
果发现健康谣言或比较明显的错误信息，
可以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辟谣平
台”进行举报或者查证。

科学运动：适度为宜，避免损伤

运动是健康的基石，但方法不当易导
致损伤。专家强调，科学运动须遵循“因
人而异、循序渐进”原则，并分阶段做好
防护。

运动前，做好适当的准备活动，注意
运动场地和环境因素，穿戴合适装备；运
动中，选择适合自身强度的项目，避免突
然加量；运动后，要做好牵拉运动放松肌
肉和关节，同时也要注意休息。

若发生崴脚、扭腰等急性损伤，建议
立即停止运动，尽量到医院就诊。出现肿
胀可以加压包扎，休息时将肢体抬高，高
于心脏的位置，这样有利于血液回流。如
果怀疑骨折，可以用夹板保护。如果出现
擦伤、出血等症状，要清理干净，进行消
毒处理，以防止感染。

针对“运动强度越大越好”这一说
法，专家指出，如果出现心慌、心悸、大
汗淋漓、肌肉疲劳等情况，就说明运动量

已经比较大，应停止或减少运动量。普通
健康人每周3个至5个小时中等强度运动
或1个至2个小时高强度运动和2次力量
训练就足够了。

传染病防控：春季高发，有效应对

近年来，我国麻疹、风疹一直处于低
水平流行，但今年春季麻疹病例数在个别
地区略有增加，总体上仍保持在百万分之
一以下的低水平流行。此外，今年春季水
痘报告病例数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专家说，麻疹、风疹、水痘均通过呼
吸道传播，人群普遍易感，主要以婴幼儿
和学龄前、学龄期儿童以及青少年发病为
主。建议适龄儿童及时、全程接种麻腮风
疫苗和水痘疫苗。

专家建议，家长与老师应密切关注儿
童及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变化，出现发热、
出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如果确诊，应当立
即居家治疗，避免与周围易感人群密切接
触。 据新华社

谷雨时节 专家支招科学养生与疾病预防

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
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常以静止
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平衡
障碍为主要特征。概括总结其运动症状
就是“慢、抖、僵”，其非运动症状包括
便秘、嗅觉障碍、睡眠障碍、自主神经
功能障碍及精神、认知障碍。帕金森病
患者要树立正确的疾病认知，积极配合
治疗，合理用药；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
生活方式，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提高

生活质量。
1.坚持锻炼。帕金森病患者平时适当

运动，如跳广场舞、打太极拳、慢跑、
游泳等，可以缓解肌肉的压力，增强肌
肉的弹性和活性，还有助于保持良好心
情，促进夜间睡眠。建议时间为 30分
钟至 60分钟，强度适中，以轻微的疲
劳感和出汗为宜，每天1次，每周5天
以上。帕金森病患者要注意平衡功能、
语言障碍的训练，如练习舌头重复伸出

和缩回、左右移动等。即使病情到了中
晚期，也要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肢体
拉伸动作。

2.饮食清淡。多吃芹菜、西红柿等蔬
菜，少吃高脂肪食物，满足糖、蛋白质的
供应，防止便秘，多食用富含维生素E和
维生素C的食物，如植物油、坚果、豆类
和红枣等。

3.保持乐观心态。患者要保持乐观心
态。此外，家属及照料者也要关注患者的

心理健康，对其多鼓励、多支持，帮助他
们重拾生活信心。

4.避免接触农药、杀虫剂或重金属。
5.日常安全。帕金森病患者居住的

房间要减少家具的摆放。浴室、卫生间
要及时安装防滑垫及安全扶手，睡床不
宜过高。帕金森病患者出现认知障碍后
生活常常不能自理，需要家属协助及严
密监护。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帕金森病患者日常要注意什么 睡眠呼吸暂停即患者在睡眠
过程中会反复出现呼吸停止的现
象，然后又突然恢复呼吸。很多
人会将这种现象当成普通的睡眠
问题而忽视，但实际上睡眠呼吸
暂停的危害不容小觑。

从短期来看，睡眠呼吸暂停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睡眠质量严重
下降。由于频繁的呼吸中断，大
脑和身体无法获得充足的氧气供
应，导致睡眠始终处于浅睡眠阶
段，难以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
醒来，患者常常会感到极度困
倦、头晕乏力。

从长期来看，睡眠呼吸暂停
是诸多严重疾病的“导火索”，会
引发心血管系统的一系列问题，
如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
等。睡眠呼吸暂停还与糖尿病、

脑血管疾病等有着密切关联。它
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糖
尿病的发病概率；同时，由于脑
部缺氧，也容易引发脑梗死、脑
出血等脑血管意外。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超重或肥胖的人群来说，积
极减重是关键。通过减轻体重，
可以有效减少颈部脂肪堆积，缓
解气道狭窄，从而降低睡眠呼吸
暂停的发生风险。戒烟限酒也必
不可少。酒精和烟草中的尼古丁
都会刺激呼吸道，使呼吸道肌肉
松弛，加重呼吸暂停的症状。应
尽量避免仰卧位睡姿，尝试侧卧
位睡姿，这样有助于保持气道通
畅。如果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较
为严重，就要及时就医，接受专
业治疗。 据《大河健康报》

睡眠呼吸暂停有哪些危害

近年来，痛风这一“代谢病”呈现年轻化趋势。4月20日是世界痛
风日。专家提示，科学防治痛风须“管住嘴、迈开腿”，警惕“隐形尿
酸刺客”侵袭健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