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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娇、喻军）近日，随州市中医
医院第二场人才招聘见面会在该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本次招聘见面会有 20名高端人才前来现场展示，涉及
中医、中药、检验、金融、文秘、临床医学等专业。

“中医药弘扬仁心仁术，凝聚前行力量，为抗击疫
情展现了中医特色，并结合实际情况，打出了中西医救
治新冠肺炎的组合拳。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
制宜，即根据不同的人、地理环境、季节气候等特点调
整治疗策略，体现为辨证施治，着眼调整致病因子作用
于人体后整体功能失调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我要
以我所学，投身中医事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一名湖
北中医药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如是说道。

据了解，目前随州中医院上半年的招聘虽已经告
一段落，但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继续面向社会
招聘高端医药护技专业技术人才，开展“中医人才培养
工程”，通过医、教、研协同发展，为各层次人才搭建多
样化创新平台，提供阶梯式成长空间，提升中医综合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随州市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
中医院新院区、医养结合中心储备优质人才梯队，为随
州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琪、何亚凌）8 月 4 日上午，
广水一医院成功举行“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授牌仪
式。

“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项目是由中华医学会变态
反应学分会儿童过敏与哮喘学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分会呼吸学组哮喘协作组主办。广水一医院儿科于
2015 年开设“儿童哮喘”专科门诊与门诊雾化中心，大
力发展对儿童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的规范化治疗，以
及对呼吸急救和过敏性疾病的防治，始终坚持在本地
区推广规范的儿童哮喘急性控制和长期预防管理工
作。经过多年努力，兼有 2019 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儿
科专家刘苗博士来院进行技术支援，经过专家评审合
格后，正式获得授牌许可。

此次授牌，标志着广水一医院成为广水市首家建
立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的医疗机构。该院将以此次儿
童哮喘标准化门诊挂牌成立为契机，大力推动儿科事
业更好更快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黄超琼）2020 年
8 月 1-7 日是第 29 个“世界母乳喂养周”,
为保护、支持和促进母乳喂养，提高人口
身体素质，近日，随县新街镇卫生院开展
了以“支持母乳喂养,守护健康地球”为主
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为使此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新街
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通过现场悬挂宣传
横幅，拍摄微信小视频、发放宣传资料、摆
放宣传展板、现场咨询、现场讲解等宣传
母乳喂养相关知识，内容涉及母乳喂养的

益处、给妈妈带来的多重益处、正确的喂
奶方法、坚持服用叶酸等，旨在促进社会
和全民对母乳喂养正确性的认识和支持
母乳喂养。本次活动共 150 余名群众接
受咨询，发放宣传彩页及健康手册 200 余
份。

通过此次宣传周活动，该院广泛宣传
了母乳喂养核心知识，使广大群众了解到
母乳喂养的优点，深刻认识到母乳喂养的
重要性，提高了群众对建立母乳喂养和持
续哺乳的知识。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军、赵杨）近
日，经随县卫生健康局同意，随县编办
批准，随县洪山医院加挂“随县第二人
民医院”的院牌，这将标志着医院在发
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征程上迈上新的道
路。

此次随县洪山医院加挂“随县第二
人民医院”院牌，对未来医院发展重点
特色专科、对外技术交流、人才、项目、
设备引进、提高医院知名度等工作搭建
了更高的平台。医院将牢牢抓住此次

发展机遇，不断创新、增强实力，为提高
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作出更大的
贡献。

下一步，在该院干部职工的共同努
力下，“随县第二人民医院”的名字将让
更多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医院将继
续秉承为患者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诊
疗服务，持续为随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尽心竭力，让广大患者就近接受治
疗，做离人民群众最近最专业的综合型
医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敏）日前，随州市
中心医院夫精人工授精（AIH）项目顺利通过
校验评审，将有效促进随州地区辅助生殖技
术规范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随州及周边地
区不孕不育患者。

8 月 6 日，省卫健委安排部署我省辅助生
殖技术评审专家组到该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现场校验评审工作。
随州市中心医院院长钱进向专家组成员

介绍了医院概况，并表示，生殖医学中心务必
认真记录专家组在评审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建
议，在日后的工作中认真整改完善，从而更好
地为不孕不育家庭服务，稳步提升妊娠率。

随后，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李进从科室人

员情况、科室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情况、夫精人
工授精技术开展至今总体情况及对生殖医学
中心未来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工作汇
报。

听取汇报后，专家组成员通过查阅资料、
实地走访、抽查病历、人员访谈等方式进行了
全面、深入、细致的现场评审。专家组一致认

为该院生殖医学中心开展的夫精人工授精技
术管理规范，符合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的
技术要求，经评审专家组评定为合格。市中
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顺利通过夫精人工授精

（AIH）项目校验。评审专家组还对临床诊
疗、伦理规范、质控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
出了指导性意见。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曾言、蒋立杰）近日，曾都医院
康复医学科与放射科联合完成了吞咽造影检查。此次
检查项目的成功开展，标志着吞咽障碍的评估手段逐
渐成熟完善，康复评定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通过吞咽造影检查，可以直观地了解患者口咽结
构、肌肉活动的协调性及吞咽的不同阶段的情况，明确
吞咽障碍的结构性或功能性异常的原因、部位、程度及
代偿情况，有无误吸等，从而指导临床选择有效治疗措
施和观察治疗效果，是目前诊断吞咽功能障碍检查的

“理想方法”和临床诊断的最重要标准。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程兴容、陈洪
英）近日，湖北省第五届“万步有约”激
励大赛随县赛区健走赛，在随县神农
国际学校拉开序幕。本次活动由随县
疾控中心按照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万步网的要求发起和倡导，由县
委、县政府主办，县总工会牵头组织、
县卫健局、县文旅局配合共同承办。
该县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县各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 33 个代表队共 600 名精
英队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
奖赛活动，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万步网共同发起和倡导，旨在通过
坚持贯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和《中 国 防 治 慢 性 病 中 长 期 规 划

（2017-2025 年）》重要精神，落实《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和《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建设管理办法》相关工作要求、落实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不断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号召更多的职业人
群参与科学健走运动。

随县今年是随州市创建省级慢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之一，承担着创建健
康城市和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的任务。通过开展健走活动，营造
群体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氛围，探索慢
性病运动干预的适宜技术。活动引入

“互联网+健康”理念，借助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团队”监督激励作用，帮助
参赛人员养成日行万步的健康生活习
惯，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的理念，增强体质，预防控制重
大疾病，从而改善身体健康指标和人
群生活质量。

据随县疾控中心负责人介绍，本
次健走赛由参赛队员通过佩戴比赛专
用运动计步器，记录每天的健走数据，
并将数据上传至大赛网络系统，以健
走步数与健走强度累计计算积分，进
行为期 50 天的职业人群健走比赛，推
广中等强度运动干预技术。在赛前、
赛后对参赛人员各进行一次体质成分
检测和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五
项测量，凡自愿参赛的干部职工，须有
持续健走的意愿和恒心，填写知情同
意书后方可参赛。启动仪式之后，全
县各代表队在进行健走竞赛的同时，
配合开展线上线下参与式活动，直至
比赛结束。届时，大赛组委会根据国
家、省级、县级评奖标准推荐参加国
家、省级、奖励对象，审定县级奖励对
象。

立秋刚过，“秋老虎”威力依然十足。立秋后应该注
意些什么，养生进补是否正当时？市中医医院中医专家
建议，立秋后养生应与长夏季节生活起居有所不同。

贴秋膘宜在秋分后“很多人都认为立秋后就要开始
进补贴膘，以弥补夏季造成的身体损耗，其实，此时进补
为时尚早”。因为立秋后还在伏天里，人体湿气仍较重，
脾胃消化功能还比较弱，进补还有些早。同时，中医说的

“不通不能补”，要先消食、顺气，排出体内湿火、气阻等再
进补，方能起到好的效果。而进补最好的时间，则是在秋
分后。

在进补时，三类人群需要多加注意。首先是脾虚患
者，脾虚的人常常表现为食少腹胀、食欲不振、肢体倦怠、
乏力、时有腹泻、面色萎黄，进补前不妨适度吃点健脾和
胃的食物，以促进脾胃功能的恢复，如茯苓饼、芡实、山
药、豇豆、小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少辛增酸减寒凉。立秋后白天炎热，但早晚寒气将
会渐盛，虚弱人群要避免寒气侵体。因此，寒凉类的食物
如西瓜、香瓜、黄瓜不能像盛夏一样毫无顾忌地大吃特吃
了。清热解暑类食品既能消暑、敛汗补液，还能增进食
欲。因此喝些绿豆汤，或者吃些莲子粥、百合粥和薄荷粥
很有益处。多吃一些新鲜水果蔬菜，既可满足所需营养，
又可补充经排汗而丢失的钾。特别提醒的是，爱吃辛辣
刺激食物的人也要克制一下了。夏季吃些辛辣食物可以
增加食欲，但是立秋后要适当减少。因为秋天要敛肺气，
而辛味太盛则伤肺。“增酸”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肝脏的功
能，所以要多吃酸味的水果和蔬菜。

在中国古代就有“医食同源”的学说和理论，老年人
与青年人比较，基础代谢率降低、活动量减少，能量消耗
量下降。为保持新的能量平衡，防止“能量过剩、营养不
足”，摄食物种类、数量和进食方法都要遵循科学。

一、老年人的膳食平衡
1、合理膳食原则
①平衡膳食；②粗细搭配；③易于消化；④充足的蔬

果；⑤适度体力活动保持能量平衡；⑥注意食品的色香味
形和硬度。

2、每日膳食构成
老年人一日三餐的合理膳食组成应包括：谷类 250g；

瘦肉、禽类及鱼类 50～100g；蛋 40g；豆类及其制品适量；
新鲜蔬菜 250～300g，烹调用油 20～30g；有条件者还可选
用鲜乳、新鲜水果等。此外，经常食用花生、核桃、芝麻、
海鱼、紫菜、贝类等，对预防血管硬化和血栓形成有益。

二、老年人营养需求
1、蛋白质类
蛋白质对老年人极为重要。老年人由于消化功能降

低，肾脏功能减退，过高的蛋白质会加重肝、肾负担，还会
增加体内胆固醇的合成。因此老年膳食中应多供给优质
蛋白如鱼肉、羊肉、牛肉和牛奶。

2、脂肪类
由于老年人胆汁分泌量减少，脂酶活性降低，脂肪代

谢减慢，消化脂肪的能力下降，所以老年人膳食脂肪摄入
量应减少。减少动物性脂肪摄入量，增加亚油酸摄入量，
以防脑细胞退化。

3、糖类
老年人应控制精制糖的摄入量，能量应主要来自谷

类中的大分子碳水化合物。为防止便秘，老年人应适当
吃些粗杂粮、蔬菜和水果，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4、维生素类
老年人需要充足的各种维生素，不少老年性疾病的

发生与维生素摄入不足有关。维生素 A 具有防癌、抗癌
作用；维生素 D 对预防老年性骨质疏松尤为重要；维生素
E 为抗氧化剂，可以保护细胞膜不受脂质过氧化而破
坏。此外，老年人对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也必须引起
重视。

三、抗衰老、延年益寿的天然食品
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发现一种食物或药品能使人“长

生不老”，但人们在防老抗衰的研究中却发现了许多可延
年益寿的天然食品。

(1)碱性食物：豆类(大豆、红豆)、蔬菜(萝卜、番茄)、海
菜(海带、紫菜、绿藻)、水果(橘子、草莓、柠檬、香蕉、葡萄)
及不加糖的果汁。

(2)抗氧化食物：蔬菜中的红心地瓜、胡萝卜、茼蒿、菠
菜、绿葱、南瓜等含有丰富的 β-胡萝卜素；猕猴桃、橘子、
番茄等是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此外还有哈密瓜、桃子、
李子等水果。

(3)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蔬菜、水果、糙米、全麦面
粉、绿豆、黑豆、杏仁、芝麻、黑枣等。

(4)其他如香菇、蘑菇、木耳、枸杞、蜂王浆、蜂蜜等。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喻红专）《民法典》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具
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
法律。

随县中医院为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活动。利用晨会交班学习
民法典相关内容，由业务院长进行民法典普法宣讲，让
职工知晓民法典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民法典知识试卷分发到科室考核学习结果，让职
工了解从出生到去世，民法典的对个人守护作用；利用
电子屏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典条款进行滚动播
放；将民法典相关内容制成宣传专栏，展放在临街人口
密集处，扩大群众知晓率。

通过系列宣传学习，民法典中坚持主体平等、保护
财产权利、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任等系列新规定
内容深入人心，医院职工对民法典守护美好生活的章
节鼓掌称赞，大家表示，一定会养成自觉守法意识，形
成遇事找法的习惯，用法解决问题。

为不孕不育家庭点亮希望

市中心医院夫精人工授精（AIH）项目
顺利通过校验评审

▲ 8月 7日，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工会主席、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徐俊秋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及省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为随州疾控事业发展谱写新篇章”为主题，结合疾控体系改革发展，为党员干
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随州日报通讯员 唐心敏摄）

随州市中医医院招聘人才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广水地区首家
“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
落户广水一医院

曾都医院康复医学科
成功开展吞咽造影检查

随县中医医院
掀起《民法典》学习热潮

湖北随县“万步有约”激励大赛开赛

← 近 日 ，随 州
市 中 心 血 站 相 关 负
责 人 带 队 携 带 价 值
近 3 万元的夏日防暑
解 渴 饮 品 前 往 驻 随
武装警察部队、军分
区 、工 兵 团 、消 防 支
队 及 其 下 属 的 各 执
勤 中 队 等 十 多 个 单
位逐一进行慰问。

（随州日报通讯
员 吴付国 徐勇
斌摄）

随县洪山医院
加挂“随县第二人民医院”院牌

随县新街镇卫生院
积极开展世界母乳喂养周活动

立秋后仍要防暑
随州市中医医院 何娇

老年人吃出健康
随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科 董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