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丽 黄鑫

  体重的平衡编织着人体健康的“经纬
图”，但体重异常不是“数字游戏”，超
重和肥胖已成为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和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调查显示，我省居民超重肥胖率高达
64.4%。
  日前，山东省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
联合印发《山东省“体重管理年”活动实
施方案（2024-2026年）》（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宣布将自2024年起，启动实
施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并提
出13条措施，力争以2018-2023年超重率和
肥胖率年均增幅为基线，2024-2026年成
人、中小学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较
基线均下降10%。

  3年内，居民体重管理知识

知晓率较2023年上升10%

  8月23日，全省居民超重肥胖状况报告
和全民健康管理小程序发布，首届优秀健
康体重指导员评选活动也同步启动。“我
国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远高于糖尿病，许

多肥胖患者在患病初期并不重视，后来却
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高血压、呼吸衰竭
或心衰等入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代谢病
科主任医师周新丽说。
  为实施科学普及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要加强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体
重管理指导原则、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体重
管理健康教育指导要点、体重管理和肥胖
防治相关标准等体重管理权威信息发布。
同时，要培育一批有知名度的“体重管理
科普人物”，选拔一批优秀健康体重指导
员，力争3年内，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
较2023年基线水平上升10%。
  此外，山东还将创新科普形式，结合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爱国卫生月等
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体重管理宣传；鼓励针
对“一秤一尺一日历”等适合居民使用的
体重管理工具，创新开发联名款、国潮
款、学院风等文创产品。

大医院纷纷开设肥胖门诊

  鼓励医疗机构设置体重管理门诊或肥
胖防治中心，写入《实施方案》。

  8月19日一大早，山东省立医院肥胖症
全程照护门诊成立首日，28岁的徐琳（化
名）成为门诊第一批“客人”，“我从小
就胖，最近更是出现了视力模糊和头晕，
门诊医生为我量身定制了减重方案，也提
供了许多专业意见。”
  此前，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山东省消
化病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济南
妇幼保健院（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等多家
医院也已纷纷设立“肥胖门诊”，门诊化
服务模式成为肥胖防控“新起点”。
  据了解，我省将发挥医疗机构专业技
术优势，开展高血压等慢性病营养与运动
指导原则、慢性病患者食养指南、肥胖症
诊疗规范等相关技术方案培训；整合营
养、内分泌、外科、运动康复、中医、心
理等相关专业资源，所有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疗机构能够提供体重管理及肥胖症诊
疗服务。
  减肥少不了中医，近期中医药瘦身迅
速“出圈”。《实施方案》明确，山东将
强化中医药对体重管理的技术支撑作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黄延芹介绍，用适合患
者体质的中药配合按摩、拔罐、针灸等中

医适宜技术，不仅可以减重，还可调理内
分泌、妇科等问题。

重点人群如何减重

  在技术优势的体现和培育下，如何让
体重管理覆盖所有人群？实施重点人群
体重达标行动是关键。未来三年，我省
将进一步加强孕产妇、婴幼儿和学龄前
儿童体重管理，推广应用我国孕期增重
标准和孕产妇营养保健服务指南，并鼓
励和支持城乡社区、老年大学、老年活
动中心、基层老年协会、养老机构、有
资质的社会组织等开展老年人体重管理
教育。
  “新生儿体重最好在5-8斤，孕期应该
控制体重，可以适当做些运动……”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产科病房内，产科主任医师
马玉燕正在为初来产检的刘女士解答孕期
如何控制体重、血压等问题。
  马玉燕介绍，山东省巨大儿发生率在
全国居于较高水平，由于体重超重，妊娠
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等孕期并
发症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体重及营养管
理成为孕产妇健康的必要保障。

  □ 本报记者 黄鑫

  虽创伤较小，精细非常，但由于腹腔
内脏器较多，出血难以控制，胃腔镜手术
如何突破自然腔道“大关”依然是个难
题。但“镜”无止境，近日，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消
化内科主任医师姜军梅团队完成一例经胃
切除腹腔肿物手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并
出院，这也是该手术在山东省内首次“独
立完成”。
  24 岁的孙笑笑（化名）腹痛、腹部不
适持续1月有余，8月17日，她来到了山东
省立医院消化内科就诊，检查后发现，她
的胃底黏膜下有一个明显的圆形肿块，但
CT和超声内镜检查均不能确定肿物的起源
和明确的性质，该病变周围还分布有丰富
血管，若使用内镜手术，不仅需要行胃壁
全层切除，甚至可能需要术中中转外科手
术治疗，风险较大。
  但孙笑笑却坚持使用内镜手术，她
说：“我还年轻，想保持完整的脏器，我

不想‘开刀’。”一时间，使用何种手
术、如何手术都成了难题。
  思虑再三，一个有些大胆的想法在姜
军梅脑海中冒出：行经自然腔道内镜手
术，在胃上开个小口，将内镜伸入腹腔内
操作并摘除肿瘤或许可行。
  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是指
经过人体自然腔道，穿刺空腔脏器进入胸
腔、腹腔进行手术操作。根据入路不同，
分为经胃、经直肠、经膀胱、经阴道等入
路的NOTES。与传统手术方式相比，它避
免了腹壁切口，具有痛苦少、体表无疤
痕、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更加符合当
代“超级微创治疗”的理念。
  方案定了，新的问题却再次产生，
“此前山东省内并无独立实施经胃NOTES
手术的先例，实施此术需在外省专家的指
导下进行，独立实施的难度极大。”姜军
梅说。谁来实施手术？场面一度陷入
焦灼。
  关键时刻，姜军梅向她的老师，也是
消化内科国内知名专家咨询。老师对她

说：“军梅，你一定可以的。”老师、患
者和家属的信任给了姜军梅勇气，她义无
反顾地站了出来。
  手术刚开始，术前预想的麻烦果然
“找”了上来。内镜操作中，姜军梅发
现，肿物约3cm大小，在内镜手术中算个
“大家伙”，它不仅长在了腹腔内，位置
紧临胃壁、肝脏、脾脏及周围脏器，使得
操作风险更高了。
  “不能辜负患者的信任，必须保证她
的安全。”姜军梅立即联系她的助手———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刘瑾，全力准备手
术，同时，为护卫手术安全，胃肠外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商亮也加入进来，以便时
刻关注患者身体状况，在危机时刻立马将
其转至外科止血。
  手术室里，姜军梅聚精会神操作内
镜，在患者的胃壁开了个仅容内镜和肿瘤
通过的小口，并将内镜伸进腹腔，有条不
紊地将黏膜剥离，切开肌层，在膈肌上找
到肿瘤。同一时刻，刘瑾在一旁紧盯屏
幕，及时配合更换器械，为姜军梅站好

“辅助位”。
  在胃肠外科团队、麻醉团队和护理团
队的多重保障下，手术进展顺利，但就在
姜军梅着手切除肿物时，给肿物供血的动
脉突然出血，一条细血柱直直喷出。紧急
关头，刘瑾立马更换器械，姜军梅紧接着
操作凝固电流止血，无需过多言说，二人
你来我往，操作娴熟，血很快被止住，肿
物也被顺利切除。众人各司其职，手术室
内只能听见电刀和麻醉监护仪器的声音。
  默契操作下，历时36分钟，随着胃壁
创面被完全封闭，手术顺利完成，肿瘤以
最微创的方式被切除，患者的各项脏器的
完整性被最大限度地保留。
  术后当天下午，孙笑笑悠悠转醒，
“姜主任，我饿了。”她醒后的第一句话
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三天观察中，孙笑笑
身体指标一切正常，顺利出院。这是全省
第一例独立操作的经胃切除腹腔肿物的
NOTES手术，为山东省NOTES手术的广
泛开展奠定了基础。姜军梅手中的小小内
镜，也正式开启了属于它的全新时代。

  □记 者 李丽
   通讯员 永花 韩菲 红民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做肠胃镜检查，预
约、检查、看病理结果，前前后后7天时
间，得往医院跑3趟。现在挂一个号就全办
了，很方便还省钱。”近日，东营市的李
先生带着对象到医院做肠胃镜检查，出乎
意料的是，一次挂号管七天。
  东营市人民医院门诊部护士长李静
说，“我们这个七天内免费不只是第一次

来挂号的那一位医生，同科室同专业的医
生都可以。如果来复诊的时候，没有同级
别的医生坐诊，我们高级别的医生也给予
免费问诊服务。”
  长期以来，挂号只能一个号管一天，
如果当日无法完成同一诊疗事项，那就要
多次挂号、多次交费。
  东营市自2023年10月份开始，全面推
行一次挂号七天有效全程诊疗便民服务：
各级公立医疗机构由一次挂号三天有效延

长至七天有效，同一患者携检查检验结果
再诊时，7日内（含就医当日）在同一院
区、同一科室，不再二次挂号。
  全面推行一次挂号七天有效全程诊疗
便民服务以来，东营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
机构，为就诊患者提供复诊服务121万余人
次，节省挂号费用累计921万余元。
  “群众在看病就医中的操心事烦心
事，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将再推
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慢性病人群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让人民群众少生
病、不生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鲍建强介
绍说。
  东营市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
问题，深入开展医疗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先后推出共享中药房免费代煎配送服务、
65岁以上老年人就医免费陪诊等一系列惠
民便民举措，不断增强群众看病就医的获
得感满意度。

山东居民超重肥胖率高达64.4%

省卫健委等15部门联手“管理体重”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7日至27日，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访
问团在院长邓华亮的带领下访问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萨摩
亚，通过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交流、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扁鹊
脉学诊法展示体验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我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成就和山东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良好形势，深化与南太平洋地
区传统医学和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作为扁鹊故里，扁鹊脉学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得以薪
火相传、创新发展。为对外讲好以中医药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访问团把扁鹊脉学文化带到了南太平
洋，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扁鹊脉学传承人、脑病二科主任医师
齐向华等随团出访。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6日，经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
理中心研究决定，根据民主推荐、综合评议及公示情况，聘任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部主任董来东为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服务总队、中国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副队长，聘
期五年。
  多年来，董来东坚持为民服务初心，弘扬“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致力于志愿服务公益
事业30余载，董来东坚定理想信念、破浪前行，率先在省内开展
志愿服务队伍品牌建设，形成了“1+N”的志愿服务体系，带领
多支志愿服务队落户乡村社区，开展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应急
救护等公益培训活动，人人做志愿的行为成功扎根医院，成为医
院门诊服务全方位、多维度、零距离的服务载体。她坚持干在实
处、务求实效，聚焦新时期患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推动志愿
服务社会化，打造了集公益讲堂、基层义诊、联动帮扶、阵地拓
展等多项工作为一体的志愿服务新体系，融合社会资源多方整合
落地见效。尤其是2020年在医院开创的暖医工程，集众智、汇众
力，成为医院首创性、引领性的服务创新成果和品牌建设典范，
接待了国内多家医院前来交流学习，得到国家、省市、学校等各
级领导的高度认可与评价。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24第51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山东）博览会
（以下简称“医博会”），将于2024年9月12日-14日在山东国际
会展中心召开。
  本届医博会将采用 “会”“展”“网”三平台融合的模式
举办，预计线下参会规模8万余人。届时将汇集医疗各类产品
25000余种，涵盖医学影像、医学检验、手术室、急救、康复理
疗、医用耗材、眼科、口腔、医疗建筑设计、可穿戴医疗、医院
信息化和医用特种车辆等医疗产业领域。
  据了解，医博会直接并全面服务于医疗器械行业从源头到终
端整条医疗产业链，逐步成为以山东为中心，辐射江苏、河南、
河北、安徽、天津等周边省市医学装备采购选型的主要平台和医
院管理、医学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现阶段，医博会不仅仅是一
个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更是一个学术研讨、科技转化、政
策发布等全方位的开放平台。

手术室内只听见电刀和麻醉监护仪器声
——— 省内首例“独立完成”经胃NOTES手术实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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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副队长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南太平洋地区展示中医药文化

  □记者 黄鑫 通讯员 杜永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鲁南制药集团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达舒吉®枸橼酸托法替布片（规格：5mg），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上市（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4689），视同通过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枸橼酸托法替布片通过关联审评审
批，状态转为“A”。
  据悉，本品临床适应症主要有三类：类风湿关节炎，适用于
一种或多种TNF阻滞剂疗效不足或对其无法耐受的中度至重度活
动性类风湿关节炎（RA）成人患者；银屑病关节炎，适用于对
一种或多种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应答不佳或不耐受的
活动性银屑病关节炎（PsA）成人患者。本品可与甲氨蝶呤
（MTX）联用；强直性脊柱炎，适用于一种或多种TNF阻滞剂
疗效不足或对其无法耐受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AS)成人患者。
枸橼酸托法替布为首个Janus酪氨酸激酶（JAK）抑制剂，通过
传导细胞膜上的细胞因子或生长因子-受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信
号来影响细胞造血过程和细胞免疫功能，具有起效快、维持时间
长、使用方便等优点。

鲁南制药枸橼酸托法替布片上市

  □记者 黄鑫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28日，济南合作新机遇专题推介会在青岛
市举行，会上，济南国际医学中心发布首批《新质生产力场景机
会清单》，涵盖了高端医疗服务、高端医疗器械、新一代生物技
术、数字医疗和智慧康养配套服务5大领域32个场景。
  据悉，深耕首批《新质生产力场景机会清单》5大领域，济
南国际医学中心医疗硅谷计划引入心脑血管、骨科、康复、医
美、干细胞治疗、健康管理等临床专科和高端门诊，打造临床研
究型医院和高端医疗服务产业集群。同时，面向创新类、高端影
像类、内窥镜类、体外诊断类、人工智能类5大方向，以及基因
编辑、CGT（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递送、合成生物学、再
生医学、医学检测、CDMO/CRO平台，中心将邀请海内外企业
共同打造百亿级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和精准医学产业集群。依
托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北方）和数字医疗产业园，中心将
聚力脑机接口、医疗人工智能、远程诊疗、AI大模型训练、商
业保险等领域，加快打造数据要素产业聚集区，并与康复机构、
智慧康养社区、体卫融合等机构共同打造颐养健康示范区。

济南国际医学中心首批

《新质生产力场景机会清单》发布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王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3日上午，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红十字
会联合主办的2024年“急救培训进机关”活动在省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基地启动。
  本次培训旨在提升省直机关干部职工自救互救能力，推进省
直机关高质量提升劳动技能和履职能力活动，省直机关百余家单
位近400名机关干部报名参加，将于9月3日—12日，分12期举办。

“急救培训进机关”

活动启动

  □记 者 黄 鑫
   通讯员 杜厚平 报道 
  “少食辛辣少喝酒，便时戒报戒
手机”“打造无烟新环境，莫拿健康
赌明天”……9月3日，山东省新时代
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 表演类作
品决赛在济南举办，并最终决出特等
奖1名、一等奖5名和二等奖14名。
  大赛由省卫健委、省科技厅、省
疾控局、省科协联合主办，省疾控中
心、省医学会共同承办。活动开展以
来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4315件，其中
表演类作品234件。图为来自德州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的演出者们正在现场演
示中医疗法。

健康科普作品大赛

表演类作品决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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