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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本报讯 通讯员张楼、张圆圆报
道：近年来，昌吉市持续推进“健康昌
吉”建设，以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为支
撑，不断加强中医馆和中医阁建设，全
市 16 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部建有中医馆，在全疆率先完
成了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化中医馆建
设；全市超过 20%的村卫生室和社区
卫生服务站建成中医阁，配有提供中
医药服务的场所和设施设备，让各族
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有

效畅通中医药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昌吉市人民医院总医院六工镇分
院中医馆在开展扎针、推拿等项目的
基础上，于 2024 年下半年增加了肚
灸、火龙灸等新项目，目前开设 16 个
中医诊疗项目，还提供中草药代煎服
务。在六工镇，镇卫生院建有中医馆，
东五工村、西五工村、新庄村、下六工
村建成了中医阁，所有乡村医生均具
备中医全科医师资质。目前，中医馆

和中医阁已应用五类 25 种以上的中
医药治疗技术为患者服务，以中医馆
和中医阁医师为主导的家庭医师服
务团队，还常年进村入户、进厂入企、
进学校开展诊疗服务。

昌吉市人民医院总医院六工镇分
院院长杨亮说：“2025年，我们计划在剩
余4个行政村的卫生室建设标准化中医
阁，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

昌吉市宁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是自治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这里的

中医馆与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同步一体
建设，可以提供拔罐、刮痧、中频治疗、
沙疗、空气波压力治疗等 8 类 17 项中
医诊疗服务，满足了辖区居民尤其是
老年人护理、康复治疗以及中医药服
务等需求。该中心中医科医生昌晓丹
说：“附近居民经常来我们中医馆就
诊，我们要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引进先
进的设备，更好地为大家提供中医诊
疗服务。”

据了解，昌吉市建成了涵盖医疗、

预防、保健、康复、养生和健康教育“六
位一体”功能的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该体系以 10 个乡镇卫生院、6 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69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及63个村卫生室为基础，以社会力量开
办的中医医疗机构为补充。2024 年，昌
吉市两家公立医共体总医院中医门诊
共接诊 59990 人次，住院患者 4653 人
次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中 医 门 诊 共 接 诊
150182人次，住院患者1038人次，中医
门诊接诊人数明显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贾若艺报道：
2024年12月24日，福建省泉州市
第一医院副院长郑理玲心血管疾
病“小组团”援疆团队专家来到昌
吉市人民医院，成功为两位心脏病
患者“补心”。

接受手术的首位患者 56 岁，
房间隔缺损多年，加之患有冠心
病和高血压病，手术难度很大。援
疆专家、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副院长郑理玲和她的心血管疾病

“小组团”援疆团队专家决定为患
者实施经食道超声引导下的房间
隔缺损封堵术。手术中，郑理玲穿
刺右侧股静脉建立导丝入路，扩
张皮肤后置入鞘管，导入单弯导
管准确通过房间隔缺损处至左心
房，随后交换超引导丝，沿导丝将
输送鞘管经房间隔缺损到达左心
房 …… 封 堵 是 手 术 最 关 键 的 步
骤，郑理玲娴熟地连接好封堵器，
通过输送鞘经心房缺损处输送至
左心房，寻找最佳位置释放封堵
伞。在心脏不停跳状态下释放封
堵伞，且释放后的封堵伞与心脏
周边组织要严丝合缝，既考验主
刀医生的技术水平，又考验团队
成员的默契配合能力。郑理玲与
助手紧盯超声屏幕，寻找合适的
角度和放置位置。通过 1 个小时的
紧张操作，这例超声引导下的房
间隔缺损封堵术顺利完成。

随后，郑理玲和团队成员顾不
上休息，为第二位房间隔缺损患者
库女士进行手术。库女士患有先天
性房间隔缺损，近期频繁出现胸
闷、气短才到医院就诊。这台手术
仅用了半小时就顺利完成。

术后，两位患者在昌吉市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进行常规观察，随
后转入普通病房，在医护人员的精
心照料下于12月27日出院。

据了解，郑理玲心血管疾病“小
组团”援疆团队实施的经食道超声
引导下的结构性心脏病手术是昌吉
州首例，填补了昌吉市人民医院结
构性心脏病手术的技术空白。

在昌吉这片银装素裹的广袤
大地上，冬季的寒风虽凛冽刺骨，
却吹不散人们追逐美好生活的热
情。健康，宛如冬日里的暖阳，始终
为昌吉人点亮梦想、支撑拼搏。当
晨曦洒落，街头巷尾早餐摊升腾的
热气，仿佛是生活的希望在袅袅升
腾。而此时，一杯杯清水正悄无声
息地融入昌吉人的日常，化作开启
健康之旅的密码，串联起从传统到
现代、从家庭到社会的养生脉络。

晨起喝水的奥秘：唤醒沉
睡活力

“每天早上，我一睁眼，不等
寒意钻进被窝，就赶紧伸手去床
头的恒温水壶里倒一杯温水。等
水咕咚咕咚下肚，身体注入一股
热流，立马就精神焕发，连手脚都
跟着暖和起来。”家住昌吉市建
国路街道的退休教师马玲兰笑呵
呵地向记者分享自己的经验。

2025 年 1 月 6 日，新医大一附
院昌吉分院急诊科主任顾俊文耐
心地为患者讲解：“漫长的冬夜，人
体在睡眠中通过呼吸、皮肤散发，
消耗不少水分，血液也变得黏稠，
循环减缓。早晨起来喝 200—300
毫升的温水，就像冬日里的一把
火，迅速驱散体内的‘寒意’，补充
缺失的水分，让血液欢快地流动起
来，唤醒各个器官，活力满满地开
启新一天的新陈代谢。”尤其在昌
吉这干冷的冬季，室内有暖气烘
烤，空气更为干燥，这杯水就如同
干涸沙漠里的甘霖，滋润着咽喉与
呼吸道，缓解口干舌燥，减轻晨起
的种种不适。

在昌吉市长宁路经营包子店
的刘大叔，天还没亮就得迎着刺骨
寒风走进店里，发面拌馅。尽管忙
碌，他的桌上却始终稳稳立着一个
保温壶，“我每天摸黑起身准备食
材，第一件事就是喝口热水，全身
都热乎了，干活也有劲，还能防上
火，这对我们在烟火里讨生活的
人，是必不可少的‘热乎劲儿’。”
像刘大叔这样，越来越多早起为生
活奔波的昌吉人，都深知这杯温水
是冬日清晨唤醒活力的神奇密钥。

职场饮水的智慧：续航忙
碌时光

踏入昌吉市城南青年壹号写

字楼，暖气与电脑散发的热气交织，让
室内暖烘烘的。年轻的上班族们在这里
忙得额头冒汗。90后人力资源文员小林
整日与各种文件“鏖战”，他的办公桌
上，除了那台高速运转的电脑，最为显
眼的便是一个2升的大容量水杯。“我们
一坐就是一整天，忙起来水都忘了喝，
等到口干舌燥、头疼乏力，才发现身体
已经在‘抗议’了。后来我给自己定闹
钟，每小时至少喝1杯水。你还别说，头
脑清醒多了，工作的效率都跟着提高，
感觉这一冬天都没那么容易疲惫。”

职场如“战场”，压力与忙碌常常
令人忽略身体对水分的渴望。昌吉不
少企业越发重视员工的健康问题，大
力倡导科学饮水。新疆慧尔农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特意在办公区精心设置
了多个饮水点，配备上既能出热水驱
散寒意、又能出常温水解决口渴问题
的冷热水直饮机。公司综合中心行政
经理皮静枫介绍说：“进入冬季，我们
留意到员工养成良好饮水习惯后，感
冒、嗓子疼这些冬季常见病少了。喝水
这件小事，在冬天可是保障工作高效
运转的关键助力。”

不仅如此，一些对养生颇有心得的
上班族还巧妙地将花果茶、养生茶融入
日常饮水之中。昌吉州中医医院的小方
护士钟情于泡枸杞菊花茶，“每天对着
电脑，眼睛干涩得难受，这茶既能补充
水分，又能清肝明目，喝起来还有股淡
淡的清香，感觉工作带来的疲惫都被一
扫而空了，好像连办公室的干燥空气都

变得湿润起来。”在昌吉，玫瑰花茶、红
枣茶等传统茶饮备受大众喜爱，它们承
载着古老的养生智慧，为职场人在忙碌
奔波中注入温润而坚韧的力量，抵御冬
日的干燥与疲惫。

运动补水的要点：守护汗水
挥洒

清晨，昌吉市各大公园仿若被注入
了无限活力，瞬间热闹非凡。跑步爱好
者们沿着步道健步如飞，呼出的白气在
身后形成一道道“雾柱”；傍晚，广场舞
团队伴随着欢快激昂的音乐翩翩起舞，
舞者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热情。对于热
爱运动的昌吉市民而言，运动中的补水
可是一门不容小觑的必修课，尤其是在
这寒冷的冬季。

2025 年 1 月 3 日晚 8 时，K50 燃脂
趴健身教练宽宽在新学员的第一节健
身课上着重强调：“冬季运动，身体产热
加速，出汗不比夏天少，水分和电解质
流失更快。运动前 30 分钟，一定要喝
200—300毫升温水，提前给身体‘预热
’；运动过程中，每15—20分钟，遵循少
量多次的原则，补充 100—150 毫升加
了少许糖或盐的温水，维持电解质平
衡，还能补充能量；运动结束后，更要争
分夺秒地尽快饮用300—500毫升热水
或含有丰富维生素、矿物质的功能性饮
品，快速驱散寒意，助力身体恢复元
气。”

昌吉市民潘大哥是一位长跑健将，
多次参与昌吉马拉松赛事，他向同伴分

享经验时说：“跑马拉松的时候，沿
途补给站的水和饮料那可就是我的

‘能量源’，严格按照教练教的方法
喝，全程跑下来，虽说累得够呛，但
身体不会过度透支，恢复起来也快，
哪怕是冬天户外跑长距离，也没那
么容易感冒。”如今，无论是专业的
运动员，还是日常坚持锻炼的普通
市民，都深谙冬季运动补水的重要
性，让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能得到
恰当滋养，牢牢守护运动中的健康，
无惧冬日严寒。

传统饮水习俗的传承与
创新：滋养多元生活

有人说：水不是药，但比药重
要；水不是食物，但比食物重要。

2025 年 1 月 5 日早晨，昌吉市
吉祥花园小区居民努尔古丽家里奶
茶的香气四溢飘散。努尔古丽热情
地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哈萨克族群
众在这冰天雪地的冬天，每天早晨
都要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新
鲜的牛奶、醇厚的砖茶再加上香酥
的酥油，煮在一起，那可是营养满
满。喝上一口，从头暖到脚，既能解
渴，又能充饥，这是祖辈们代代相传
的冬日养生瑰宝。”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科技也为
昌吉人的饮水养生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安
装净水设备，这些高科技产品能够精
准去除水中的杂质、重金属、细菌等
有害物质，全方位确保饮用水的纯净
与健康。家住昌吉市光明苑小区的叶
女士说：“以前烧水，壶里老是结一层
厚厚的水垢，心里直犯嘀咕，担心影
响家人健康。现在好了，家里装了净
水器，喝水放心多了。”

与此同时，不少健康养生机
构和社区积极举办各类饮水健康
讲座，邀请业内权威专家前来普
及科学饮水知识。从水的酸碱度、
硬度等专业维度，到日常饮水存
在的误区解读，让昌吉人对冬季
喝水养生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
认知。

水，这一生命之源，在昌吉大地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融入大家的冬日
日常。从清晨到夜晚，从暖和的家里
到忙碌的单位，从祖辈传下来的老
习俗到时髦的新理念，昌吉人就靠
着一杯杯清水，踏踏实实地经营着
自己的健康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康丽微报道：
近日，昌吉州人民医院普外一科成
功为一名肝癌术后复发患者实施
首例CT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癌微
波消融术。

70 岁的雍女士 4 年前查出肝
癌，行肝癌切除术。两个月前复查
时发现肝癌再次复发，入住昌吉州
人民医院普外一科。与之前不同的
是，这次不用“开大刀”，而是通过
微波消融治疗。

手术当天，普外一科副主任
医师迟品伟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介入治疗中心主任顾俊
鹏的指导下，与放疗科医护人员
通力合作，通过 CT 高图像分辨率
的实时动态优势确定肿瘤位置，
利用微波产生的热效应，精准地

“烧毁”了残余的肿瘤细胞。手术
整个过程不到 1 个小时，目前雍女
士已康复出院。

普外一科副主任高旭升介绍，
微波消融术是治疗肝癌的一种微
创介入手术，借助影像设备（CT、彩
超、MR）的引导，精准定位肿瘤位
置，将热消融针形器具通过皮肤插
入到肿瘤的局部，通过微波发射能
量，使肿瘤凝固坏死，达到局部灭
活肿瘤组织的目的。

昌吉市持续推进“健康昌吉”建设

“家门口”的中医馆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援疆专家团队妙手

为两位患者“补心”

昌吉市人民医院昌吉市人民医院

成功实施首例

肝癌微波消融术

昌吉州人民医院昌吉州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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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为脉 滋养健康
——探寻昌吉人的冬季饮水养生之道

□本报记者 王昱骅

健康视点

本报讯 通讯员张超群、特亚
娜克报道：近日，由木垒县总医院
组织开展的“名医走基层”义诊活
动走进雀仁乡。

活动中，木垒县总医院专家、
昌吉州中医医院援木专家和福建
援疆专家共 8 人组成专家团队，以
骨伤科、心血管内科、中医内科、妇
产科等常见病、多发病预防、诊疗
为重点，进行了疾病的咨询、初步
筛查、诊断和一般治疗。专家们详
细询问患者病情，面对面为群众提
供专业的诊疗咨询和健康指导，传
授疾病预防知识和技巧，给予合理
化治疗建议，开具中西药处方，并
进行健康知识宣教，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木垒县总医院每次到
基层开展义诊活动均采取“1+1”模
式，即每位专家身边都安排一位当
地的医生。这样既有助于专家快速
了解患者情况，又是一次生动的现
场教学。

“现在，基层医生诊疗越来越
规范，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很大
提升，这得益于专家下沉帮扶及各
大医院提供的进修学习机会。现
在，很多基层医务人员都会前往大
医院进修学习。”木垒县卫健委党
组书记何培军说。

近年来，木垒县总医院坚持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医疗改
革，积极开展“以科包院”“名医走
基层”“由患者跑变专家跑”等活
动，常态化开展下乡巡回义诊，把
健康医疗服务送进群众的家门口，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高
效 、优 质 的 医 疗 服 务 。据 统 计 ，
2024 年，木垒县总医院连续开展
28 场次“名医走基层”活动，让医
疗志愿者服务活动真正做到常下
乡、常在乡、常惠乡。在新的一年，
木垒县将紧盯 18 项攻坚措施，狠
抓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瞄准基层最
常见的问题，继续完善志愿服务结
对帮扶机制，进一步建立覆盖基层
的信息化系，努力提升群众就医体
验，让群众的获得感更有成色、幸
福感更有份量。

冲泡一壶花果茶，上班族开启一天的工作活力。
□本报记者 王 硕摄

健康快讯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燕、夏文
静报道：近日，阜康市人民医院引
进了专门“对付”看不见血管的“神
器”——静脉血管显像仪，轻松解
决了新生儿、婴幼儿、老年人等的
静脉血管穿刺难问题。

前不久，4 岁的孩子贝贝到阜
康市人民医院就诊。儿科医生确诊
贝贝是肺炎后，建议贝贝输液缓解
病情。贝贝体重 37 公斤，小手胖得
看不见血管，以前输液没少吃苦
头。门诊输液室的护士拿出儿科新
引入的设备——静脉血管显像仪，
将探头轻轻放置在贝贝手臂上方，
瞬间，血管的影像清晰地浮现了出
来，就像绘制了一幅精准的血管地
图。负责穿刺的护士很轻松地根据
血管走向一针见血。

静脉血管显像仪利用了血液
中血红蛋白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强
于其他组织的原理，能够实时将血
管原位投影在皮肤表面，显示血管
的粗细、走向、分布和轮廓，以此辅
助医护人员进行静脉穿刺来减少
患者的穿刺痛苦，安全无辐射。

阜康市人民医院

小儿穿刺有妙招

血管显像仪来“导航”

木垒县总医院

名医走基层“1+1”

医疗服务常惠民

图为2024年12月18日下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大家一边品茶，一边吃
饺子。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摄

本报讯 记者阿依加玛丽·列提
甫、实习生木尼热·阿不都拉、通讯员宋
姚洁报道：2024年12月18日下午，新疆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以下
简称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举办了

“融情冬至 心‘阅’美好”围炉煮茶读书
分享会，医院领导、援疆干部及医护人
员代表等5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一张方桌，一个炭炉，一
把陶壶摆在烤网中间，小火慢煮，茶香
四溢。大家围坐在桌前，一边惬意地品
茶，一边聆听主持人分享冬至节气的由
来及民间习俗。

随后几位医护人员代表依次上台，
朗诵了经典文学作品和关于冬日的诗
歌散文。“我们以书会友，交流心得，既
舒缓了平时紧张工作的压力，又增进了
同事之间的感情。”新医大一附院昌吉

分院超声医学科医师王晓妤说。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饺

子，大家一边吃饺子，一边聊家常，感受
着冬日里的温暖。记者了解到，此次活
动是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第二党支
部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之一，该党支部
采取读书分享会的方式，积极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同时以
围炉煮茶的活动形式，让医护人员在紧
张的工作之余，找到一片宁静的精神港
湾，有力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与文化素
养。

“我们计划定期开展多种文化活
动，如专业知识讲座和艺术鉴赏等，持
续助力医生的全面成长，让大家在丰富
的活动中汲取力量，更好地投身医疗事
业。”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第二党支
部宣传委员梁丽霞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