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天，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
会在沪闭幕。上海打造健康城市的
经验获得称赞，各部门在健康促进
领域的努力有目共睹。作为上海主
流媒体，新民晚报一直以来注重民
生热点，打造读者喜爱的栏目品
牌。!"#$年元月起，本报和市卫生
计生委、市体育局等联手推出“新
民健康大讲堂”，打造惠及市民的
健康科普平台，助力市民健康素养
提升。

健康知识送到社区
随着百姓健康意识和需求的

不断提高，健康教育在服务意识、
服务能力方面的不足逐渐显现。为
使广大居民掌握健康常识，提高自
我保健能力，“新民健康大讲堂”坚
持每月一期一个主题，深入社区、
学校、企业，邀请医疗健康领域的
权威专家，为市民送去贴心的关
怀、带去精彩的健康讲座。

首届大讲堂就请到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戴尅
戎教授，讲述运动和骨骼之间的关
系；著名田径教练孙海平也做客新
民健康大讲堂，传授正确的锻炼方
法。此后，孙颖浩、宁光等院士，陶
璐娜、孙祥等体育明星来到新民健
康大讲堂，与听众互动交流。

至今，新民健康大讲堂已举办
了 $%届，内容涉及健康保健和疾
病预防治疗的方方面面，包括膏方
养生、健康生活、合理膳食、关节保

护、糖尿病防治、心血管疾病预防
等，同时结合时令、卫生节日等向
市民提供免费咨询和义诊活动，深
受市民欢迎。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
长顾沈兵说，新民健康大讲堂的专
家讲座内容丰富、科学严谨、语言
朴实、通俗易懂，健康科普知识使
群众受益匪浅。

提升市民健康素养
平时，医生出门诊的时间，面

前的患者希望细致咨询，而候诊的
患者则希望前面的人快些、再快
些，医患沟通的时间十分有限，医
生无奈，患者失望。新民健康大讲
堂的开设，给了医患一个沟通的平
台，也实实在在拉近了医生与患者
的距离。

曾有一名听众在现场激动地
说，“挂专家号要排队一个月，没想
到在这里免费听专家讲课 # 个多
小时，还能面对面提问，这样的机
会太难得了！”不少承办活动的医
院透露，健康大讲堂让医院的知
名度、美誉度提升，也让医院的专
家更热衷于做公益科普。每次讲
座办完，总有患者慕名前去找专
家看病。

对于听众来说，通过新民健康
大讲堂可以学到专业权威的疾病
防治知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走出养生误区。比如，通过讲座可
以知道“痛风不仅仅是吃出来的毛
病”、“盲目跑步可能会对膝盖造成
不可逆转的损害”等。作为一项科
普教育公益服务，新民健康大讲堂
在提高市民健康素养、预防疾病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在 !&#'

年曾获得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
资助，!&#( 年获得上海报业集团
改革创新案例奖。

健康教育不喊口号
近 '年来，新民健康大讲堂除

了做线下讲座，还通过报纸、微信
公众号、网站等平台同步传播，大
讲堂实况则由东方宣教中心全程
录制，并派送光碟到各社区活动中
心。此外，新民健康大讲堂还推出
多种延伸活动，如与默沙东中国合
作开展“糖尿病科普漫画进社区活
动”，联手举办市民健康跑活动；与
雅培中国、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
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联
手，签署中国血糖监测规范化行动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启动血糖监测
现状专项调研。

正如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司长毛群安在首届新民健康大讲
堂开幕式上所说，“健康是我们每
个人最大的财富，是我们每个人全
面发展的基础，也关乎千家万户的
幸福安康。如何让公众的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健康教育是公认的有效
方法。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动员媒
体力量来传播健康知识和健康技
能，上海的做法值得推广。”

为解决当前健康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新民健康大讲堂”的脚步
从未停歇。今后将探索“百姓菜单
式选择，专家订单式服务”的健康
教育与促进工作模式，以需求为导
向，提升上海健康教育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左妍

! ! !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期
间，中医药文化吸引了全世界目光。
昨天的“中医药发展”平行论坛上，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倡议，发挥传
统医学在健康促进方面的作用，在
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中医药引世人瞩目
王国强指出，中医药不仅是中

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国对人类健
康的贡献，对一些国家的传统医学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传
统医学与补充医学处处长张奇也说，
目前传统医药受到了全球青睐，在非
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北美，越来越多
的人采用传统医药治疗方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凯先说，过去几千年，中
医药为健康保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晋代葛洪最早提出用含碘的
食物治疗甲状腺疾病；中国首先使
用人痘进行天花免疫，并在 #)世纪
普遍运用和推广这项技术，是中国
对人工特异性免疫一项重大贡献。
中医药在现代疾病治疗方面仍发挥
着重要作用，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龙华医院刘嘉湘教授领衔的扶正
化淤方治疗慢性肝纤维化，如今在
美国已经完成二期临床，三期临床
正在进行。

中西并重促进健康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伯礼说，医学目的从“治
人的病”转向“治病的人”，从“重视

疾病”转向关注“生存质量”，从重视
躯体疾患到重视人的心理失衡。用
中国式办法解决好医改这个世界性
难题，就是“中西并重，预防为主”。
今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

出，中西并重是我国的显著优势。国
务院制定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
划，从中医的养生保健、治疗、康复、
养老服务等七方面做作部署，扩大
服务半径。王国强说，覆盖全国的中
医医疗服务体系，以简、便、廉、验的
特色，有效降低了医疗费用。

!治未病"层层推广
论坛中，上海市长宁区区长顾

洪辉介绍，长宁区 !&&%年正式启动
“治未病”健康工程，!&##年被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区域“治
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区。将辖区
内公共卫生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
“#*!*#&*'&*+”的服务体系，即建立
#个区级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常设
专业管理机构，负责“治未病”工作的
综合协调和业务管理；依托区属二级
三级中医医疗机构，建设 !个“治未
病”中心，为基层提供技术支撑；扶持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社区
卫生服务站作为基础网底。截至
!&#(年底，('万人次接受了中医体
质辨识及健康服务指导，#,'万人次
接受了中医药技术的干预。

甘肃省定西市市长唐晓明介
绍，他们用最简单办法解决老百姓
基本健康问题：对 ((岁以上男性及
'(岁以上女性群体进行“拉网式”
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并用中医手段
辨识体质。 本报记者 左妍 施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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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中外嘉宾赴上海 !"个区走访社区企业学校

让世界各地分享“健康上海经验”

从重视疾病转向提高生存质量

中医“治未病”大有作为
新民健康大讲堂三年举办 #$届

打造惠民健康科普平台

! 外国嘉宾昨天参观梦清园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 ! !寒风和冷雨阻挡不了嘉宾的热
情。昨天是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
会“中国国家日”，中外嘉宾兵分多
路，来到上海 #-个区参观学习上海
在健康促进领域的经验。本报记者
跟随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嘉宾前
往普陀区。放眼全区，从健康社区到
企业、学校，社会的健康细胞正在被
充分激活，获得嘉宾的好评。
走进石泉路街道品尊国际居民

区，嘉宾们立即感受到朝气与热情。
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姨激动地说：“我
特别要感谢我所在的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它让我转变错误观念，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品尊国际健康自管
小组共有 !&名组员，其中不乏高血
压、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颈椎病
等慢性疾病患者。
组长聂晓波表示，小组有针对

性地开展健康干预活动，听取医生
建议，制定个人健康自我管理年度
计划，通过健康菜肴、健康操等活动
普及健康保健知识，大家还在微信
群里互相鼓励。如今，小组慢性病指
标抽查不合格率明显下降。
像这样的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

组，普陀区已有 %#-个，覆盖所有居
委会。这种模式引起了土库曼斯坦
嘉宾的好奇，她赞美这群老人“像年
轻人一样有活力”，同时惊讶于他们

“对健康知识竟如此了解”。
嘉宾一行人还来到上海化工研

究院参观。虽和“化工”沾边，但企业

整洁有序，俨然一座绿色花园。企业
负责人介绍，由于化工行业的特殊
性，职工身边有许多潜在的危险因

素，化工院正在建设张江科技园区
普陀生物医药科技分园，园区加大
绿化覆盖，建设保健站、健身步道，

并按相关标准提升餐饮质量。看到
员工食堂楼上有个巨大的室内运动
馆，嘉宾连连称赞，“如此好的运动
条件，让人羡慕！”
在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老师

向嘉宾介绍了“快乐足球”、“机器
人”、“书法”、“有机小农夫”、“创
意工作坊”等特色课程。而为了控
制学生近视发病率，学校调整班级
光源强度，将第一排桌椅与黑板的
距离调整为 !米。学校健康促进工
作用了仅仅几年时间就带来巨大
改变。
分赴上海其他各区考察的健康

促进领域专家，亲眼目睹了中国特
色的健康促进行动与成效，同样留
下了深刻印象。“健康促进，需要不
同社会成员发挥作用，企业做好管
理，老百姓管住自己，社会组织再贡
献一份力量。”嘉宾指出，上海健康
促进工作充满亮点。
活动结束后，世卫组织一位官

员感慨：“在美国，一些老人感到孤
独，但中国，老人们聚在社区里一起
活动，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上海
的健康促进工作令人惊喜，他们看
到了一个健康、积极的城市，一个健
康、和谐的社区，一群健康、快乐的
人们。

本报记者 左妍

健康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