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的第一天，上海市各医

院在跨年夜陆续迎来了可爱的元旦

宝宝们。

0时 0分，在助产士和宝爸此起

彼伏的鼓励声中，伴随着“哇”的一声

响亮哭声，长宁区妇幼保健院的第一

位元旦宝宝正式报到啦！这是一个可

爱的男宝，体重 3320 克，妈妈疲惫的

脸上写满了欣慰：“我还以为元旦宝

宝不是我的娃呢，很幸运！”

红房子医院黄浦院区产房里，男

宝宝凡凡急不可耐地发出了人生中第

一声响亮的啼哭。凡凡是妈妈小雅的

第二个孩子，当得知有了凡凡这个“意

外中的意外”时，小雅和丈夫便考虑换

个更大的房子，让兄弟俩能住得更舒

适。因为计划在分娩前入住新家，所以

夫妻俩在小雅怀孕34周时搬了家，谁

知没多久小雅就感觉到了强烈的宫缩，

随后宝宝便提前来到了人世。当被问

及会否还要三孩时，小雅和她的爱人表

示说，不会刻意去准备，但意外如果还

要再度光临，还是会好好珍惜。 中荷

近年来，上海市卫健委大力推动

儿科诊疗服务下沉社区，努力实现儿

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获得常

见病基本诊疗服务。截至 2021年底，

已有 244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

社区儿科诊疗服务。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

科诊疗服务，是社区卫生服务能级提

升的又一体现，是居民“家门口”综合

健康服务平台的重要功能。市卫健委

透露，社区儿科诊疗服务具有三个特

点：

一是服务水平有保证。近年来本

市持续推进社区全科医生儿科诊疗

能力培训，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紧

依托“东西南北中”五大儿科医联体，

紧密对接本市儿童专科医院和优势

医院、区域性医疗中心等，持续提升

社区儿科诊疗服务能力。通过引入儿

科医生、全科医生专项培训、上级医

院儿科专家下沉社区执业等多种方

式，确保社区儿科诊疗服务水平有保

证。

二是服务时间不断增加。244家

提供社区儿科诊疗服务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一开始每周开诊半天或一

天，随着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目前

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每周提

供 6个半天的门诊服务，更好满足居

民就诊需求。

三是服务内容紧密衔接。社区儿

科诊疗服务是儿童社区全程健康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儿科诊疗

与儿童保健紧密结合，促进儿童生长

发育、心理健康等主要健康需求在社

区得到更好守护。 卫健

看儿科门诊，家门口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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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
元旦宝宝“组团”报到

各方专家共议儿童心理健康

上海多措并举加固疫情“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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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最适合制订健康计

划。根据时节和气候变化，特别奉

上“养生月历”，助你抓住每月防病

保健重点，健康一整年。

一月防寒保暖大寒、小寒是一

年中最冷时期，此时应注意保暖，

尤其是头部、颈部、脚部，午后尽量

晒会儿太阳，坚持运动，让寒气无

藏身之地。

二月养肝护阳 立春后阳气上

升，养生要注意护阳气，除了“春

捂”外，建议保持情绪平稳，早睡早

起，适宜放风筝、散步等和缓的运

动。

三月通风防潮从惊蛰起，气温

变暖、湿度增加，建议室内多通风，

并做好除湿防潮工作，不穿未干透

的衣服，以防“引湿入内”。

四月品茶清浊 虽然冷天基本

结束，但仍要谨防“倒春寒”。清明

是清除浊气的好时节，每日一杯明

前茶，有利水祛湿、清畅肝气的作

用。

五月以静养心立夏后，人易烦

躁不安、食睡不佳。此时要以静养

心，即通过绘画、书法、下棋、种花、

钓鱼、听音乐等方式来缓解浮躁的

情绪。

六月祛湿补脾芒种后，痰湿内

聚容易使人精神困倦。湿热困脾，

宜吃苦瓜、冬瓜等有益气化湿功效

的食物，午饭后可小睡 30 分钟左

右。

七月身心避暑“小暑大暑，上

蒸下煮。”除了外出时做好避暑，还

要注意预防情绪“中暑”，可听听舒

缓音乐，适当吃苦瓜等苦味食物。

八月润燥养肺立秋后，暑湿未

消，秋燥渐起，容易伤肺，建议多吃

些银耳、梨、葡萄等润肺清燥的食

物，还应早睡早起，使肺气得以舒

展。

九月添衣暖足“白露秋分夜，

一夜冷一夜。”九月是一年中昼夜

温差最大的时期，建议及时添加衣

被，每晚泡脚，身体微微出汗即可。

十月养阴安神 寒露后日照减

少，情绪易受影响，可用读报、听音

乐等转移注意力。十月燥邪之气易

侵犯人体，宜吃萝卜等滋阴润燥的

食物。

十一月补肾藏阳立冬后宜“以

冬寒之气养肾”。建议早睡晚起，早

睡以养阳气，晚起以固阴精，保证

充足睡眠才有益于阳气的潜藏。

十二月进补得当大雪、冬至是

进补好时节，建议吃些羊肉、桂圆、

栗子等温热滋补的食物。同时保证

新鲜果蔬摄入，可选择萝卜、木耳、

白菜等。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送您一份养生月历
守护全年家庭健康

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日新增确

诊病例多次突破 80 万例，国内本土

疫情反复，上海面临“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压力持续增大。加强疫情防控，

确保市民过上一个健康、祥和的佳

节，连日来上海多措并举再度加固疫

情“防火墙”。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12

月 29 日，上海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5072.96万剂，覆盖2343.81万人，占本

市3岁以上常住人口的96.0%；全市已

完成加强免疫针641.27万剂。遍布全市

各个角落的127家发热门诊、225家发

热哨点诊室时刻严阵以待，为疫情防控

严格守好第一道关卡。

就在不久前，市区三级流调梯队

近 3100 名流调队员再度完成培训，

培训内容涉及本土疫情案例分析、新

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接触者排查管

理要点、大数据如何支持防疫等。上

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表示，流

调人员的专业性是疫情防控的基础，

定期培训、日常实战，可以持续夯实

流调队伍建设，由此成为城市公共卫

生安全的核心力量。

目前，上海多家医疗机构已实现

社会核酸检测人群与患者完全分流，

提供专门社会人员挂号窗口，设置在

线自助服务，确保市民不进院区即可

完成检测，实现人流、物流、空气流

“三隔离”。遍布全市的发热门诊、发

热哨点诊室强化严格“六不出门”，完

善工作人员轮岗制度，避免因长期工

作疲劳产生懈怠，交班强调疫情防控

指令，保障疫情防控工作严丝合缝。

康健

近日，伴随着《乌苏里船歌》《绣

金匾》《南海小哨兵》《狩猎》等钢琴曲

的奏响，“2021 年中德钢琴获奖汇

演”正式启动。活动中，来自多方的专

家共同讨论儿童心理健康话题。

演奏者欧阳宣锦小朋友告诉记

者，以前作业多，会感到时间不够用，

现在作业都可以在学校完成了，放学

回家就有时间弹琴，非常开心。

特级教师、中德钢琴大赛资深评

委于其佺认为，演奏音乐能够提高孩

子自尊心，独立性更强，孤立感更少。

上海市同仁医院妇产科孙旖医

生介绍，一些儿童常常会出现一到要

上学或考试就肚子痛、头痛或者其他

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去内外科检查又

什么问题也没有，这往往是一些心理

疾病的躯体表现。活动组织者、母婴

健康专家徐瑛表示，“父母不正确的

教育方式、繁重的学业压力、升学的

竞争压力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

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刺激

和心理压力，素质培育与心理健康同

样重要。” 记者 梅一鸣

近日，青浦区

卫生健康工作党委

书记张明，青浦区

卫生健康工作党委

副书记、医务工会

主席郭正梁分别带

队慰问疫苗接种点

医务人员。

慰问组一行与

医务职工亲切交

流、嘘寒问暖，详细

了解疫苗接种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物

资保障需求，对大

家饱满的工作热情

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给予了高度认

可，并叮嘱他们务

必做好防寒保暖与

安全防护，同时要

求继续发扬艰苦奋

斗精神，再接再厉、

履职尽责，共同筑

牢守护人民群众安

全的抗疫防线。

青萱

近日，上海“国医

云项目”在上海中医

药大学启动，中医大

系统 160 名中医专家

同步举行线上义诊活

动。

据悉，在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上

海市中医药管理局指

导下，上海中医药大

学依托“上海国医云”

项目，牵头建设“国内

一流、世界领先”的数

字中医药创新中心。

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医大数据中心、中

医互联网医学中心和

中医药展示中心三个

部分。

上海中医药大学

校长徐建光表示，上

海中医大作为一家立

志“扎根中国大地，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特色学校，秉承服务

社会的理念，通过整

合大学本部及附属医

院资源，依托大学的

研发实力、医疗资源

调配能力、先进的中

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探索中医药信息化服

务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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