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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李一能

新民随笔

五星好评

前不久，我在办理公积金业务，以前

没有办过，上手才发现过程有点麻烦。

幸运的是，遇到一位非常认真负责、亲切

的工作人员，整个过程“如沐春风”。

因为家乡的老宅征收，需要用到公

积金，开始是我父亲在办理。不久后，一

位陌生人加了我的微信，原来是负责我

们业务的黄浦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工作人员。办理业务需要沟通的情况不

少，直接用私人微信主动加我的几乎没

有，让我很意外。估计是我父亲没少麻

烦她，一次次沟通不畅后才会用这样的

非标流程来处理，于是向她致歉。但这

位工作人员不以为意，说没有关系欢迎

打扰，只要能把业务办好就好了。

在她提供的清单指导下，我们很快

收集齐了材料，并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业务。在办理中还是遇到了问题。

按道理，她完全可以把材料退出去，让我

们自己想办法。但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工作人员一边抱歉地告诉我们可能要多

等一会儿，一边和领导同事商量该如何

解决，最后她说他们会想办法解决，几天

后公积金打到了我的账户。

许多服务行业都有打好评的设备或

机制，这个窗口却没有，但我很想给他们

一个好评。在现场办理业务过程中我一

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团队会有这么好的

服务质量？直到看到墙上挂着许多锦旗

和奖状：巾帼文明岗、上海市模范集体、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真是实至名归。

“最多跑一次”这一行政目标，提

出也有好几年了。操作起来真不容

易，制度和规则永远在不断完善的路

上，一定会有各种状况出现，能否顺利

办理，完全取决于服务者是否能将群众

和企业真正放在心上，把他们的事当自

己的事来处理。这次我切身感受到了，

千方百计为群众想办法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许多基层工作人员深植内心的操

守和初心。

既然她用“非标方式”为我们办理了

业务，那么我也想用“非标方式”给他们

一个好评：非常棒！五星好评！

“世界上很少有城市像上海这样，全面、

有力地推进健康科普策略！”近日，在上海交

大医学院和新民晚报联合主办的中法医学健

康国际研讨会的医学教育创新分论坛现场，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促进处处长王彤

分享了《上海构建健康科普之城的实践与探

索》，在座的法国与会专家纷纷为上海这座健

康科普之城大力点赞，给予高度评价。

近年来，上海倾力打造健康科普之城，持

续发扬首创精神，在全国范围率先推出一系

列举措——率先将健康科普入法，率先将健

康科普纳入高级职称评聘，率先推出由财政

经费支持的健康科普人才专项，率先健全市、

区两级健康促进中心体系，率先实现公立医

疗机构健康促进委员会全覆盖，率先推出“健

康脱口秀”科普创新模式等，实施健康优先发

展战略，推动防治关口前移，让健康知识“飞

入寻常百姓家”。

持续输出高质量科普
上海市率先设立财政经费支持的健康科

普人才专项和健康科普专项计划，支持一批

医务人员开展科普主题资料开发。

随着“600号”的“出圈”，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宣传处处长乔颖这样概括这段奇妙的医

学科普之缘：“科普人才项目的建立，让我由

科普着手，从文章到短视频，从情景剧到漫

画，从播客到文创，结下深深的缘分。”

去年11月，上海市出台施行我国第一部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融合立法的《上海市爱

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明确将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写入地方性法

规。市政府先后出台多个文件，要求“医疗卫

生机构将健康促进工作纳入医院发展战略和

规划”。此外，上海率先发布医疗机构和医务

人员健康科普影响力排行榜，将健康科普纳

入医务人员业务考核、评先评优、高级职称晋

升评价范围。

针对影响市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及重点人

群和重大疾病，推出健康上海行动专项项目

（2022—2024年）。数据显示，“健康上海行

动”考核指标中，20项指标提前达到“健康中

国2030”目标，占指标总数的76.9%。

推进传播精准化触达
“通过裸眼3D就能学到预防近视的知识，

太好玩了！”作为第二届上海市健康科普推优

选树“健康科普杰出人物”之一，复旦大学附属

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建立的“近视小

飞侠”科普志愿服务队，用形象生动、立体直

观的方式做科普。他打造的近视防控与科普

体系的成果在全国340余家医院推广应用。

上海除了举办健康科普推优选树活动外，

还率先打造“顶尖—高级—中青年”的科普人

才梯队，成立“健康上海行动院士科普基地”，

建立学科覆盖最广的上海市健康科普专家

库，持续壮大医苑新星住院医师科普队伍，开

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科普“月月讲”活动。

市民健康素养连年升
约3年前，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颈椎外科副主任曹鹏多了一

个新的身份——健康科普脱口秀“卡司”。一

路披荆斩棘夺得桂冠后，曹鹏感慨：“幽默让

医学不再遥不可及，也让观众更愿意主动学

习。”这档由上海率先推出的国内首档大型健

康科普电视脱口秀节目，三季收看人次已超

过28亿。

上海近年来致力于拓展健康科普产品形

式，率先推出包括情景剧、短视频、微电影、小

品、歌舞、脱口秀、相声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科

普产品。

数据显示，上海健康科普工作成效显著，

市民健康素养水平实现16年连升，达到

40.46%，成人吸烟率降至19.2%，市民主要健

康指标连续多年居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领先

水平。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吉双琦

今天是世界骨质疏松日，骨质疏松症

（OP）也已成为老年常见病。目前我国骨质疏

松症患病人数约为9000万。然而很多人并不

知道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症，直到突然发生脊

柱、髋部和腕部骨折才发觉，因此骨质疏松症

被称为“寂静的杀手”。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症与骨矿盐疾病分

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骨质疏松和骨病专科主任章振林教

授表示，无论男女，人类从40岁开始就进入了

人生的骨量丢失前期，建议此时就应该筛查

一次骨密度，知晓自己的骨量“余额”；50岁以

后每年检测一次。

绝经期女性高发
章振林教授的患者中，老年女性居多，这

跟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有关。“年纪越

大，骨质疏松越常见，易发于绝经妇女和老年

男性，且绝经期妇女的患病率高于老年男

性。”章振林教授表示，90%的女性在绝经后，

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雌激素分泌的减少，骨

量流失速度会加快。雌激素缺乏是原发性骨

质疏松症最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绝经期女

性平均每年骨量流失1%—3%，如果超过3%

就是快速骨量丢失了，因此，该时期尤其要重

视骨质疏松的防治。

骨质疏松早期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不易引起人的注意。章振林教授表示，需要

留意身高变矮、直不起腰、驼背，或莫名腰酸

背疼这些潜在信号。他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这

样的患者，说自己骨头痛，一检查发现，已经

多发胸椎或腰椎压缩性骨折。像这样的患

者，骨密度低，即便是轻微的外力，甚至一个

喷嚏，一次咳嗽，都有可能导致骨折。

“患者认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是必然的，

也不需要特别去检查、治疗，其实并非如此。

骨质疏松症最大的危害就是发生骨折。早期

筛查对于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症极为关键。”

他指出，作为骨密度筛查的重要手段，双能X

线吸收仪（DXA）能够准确反映全身骨量状

况，可对骨质疏松症进行早期诊断，预测骨折

发生风险。“门诊常有患者表示顾虑，害怕‘吃

射线’而不愿意检查。其实DXA的辐射量极

小，常规检查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

在章振林教授看来，基层骨质疏松的患

者就诊率依然较低，且相当一部分患者不能

坚持随访和用药。他特别强调，骨质疏松与

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都是需要长期管理和治

疗的慢性疾病。

补钙与促吸收两手抓
骨质疏松症发病悄无声息，但一些身体

信号可预示骨质疏松症风险。章振林教授表

示，5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身高相比年

轻时候下降3—4厘米、体重减轻（BMI小于

18）、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肾功能肝功能

不全等慢性疾病时，都是身体可能出现骨质

疏松症的特征。此外，如果发生过涉及脊柱

（包括胸椎或腰椎）髋部、腕部等部位的脆性

骨折，可以直接判断为骨质疏松。

年轻人也会得骨质疏松症。大多数年轻

人的骨质疏松症是继发性的，另外，嗜好喝碳

酸饮料、酗酒、抽烟及不恰当的减肥等因素也

会引起骨质疏松症。

还有人认为，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在家多

“补补钙”就行了。其实，骨质疏松症并不等

于简单的缺钙。补钙只是骨质疏松症治疗的

一方面，钙被人体摄入后，需要维生素D辅助

才能被转运和吸收，尤其是老年患者，由于维

生素D本身合成不足，导致钙吸收不足，所以

在正规的治疗时，钙+维生素D是抗骨质疏松

的基础治疗。当然，除了钙和维生素D外，合

理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也非常必要。

增强储藏钙的意识
人的骨量是逐渐流失的，且不可逆。章

振林教授表示，肌少症被认为与骨量减少明

显相关，锻炼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一些又

白又瘦的“宅女”要警惕，不参加户外运动，又

不及时储备骨量及补充钙质，骨骼质量加速

变差，进入更年期后，因雌激素变化，更容易

导致骨质疏松。

预防骨质疏松，年轻人应从生活方式入

手，有意识地储藏钙：首先要均衡饮食，增加

饮食中钙及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钙质的摄入

对预防骨质疏松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

次要规律运动，并保证充足的日照。如果阳

光比较强，那么晒太阳最好避开正午。

有骨质疏松症或者骨质疏松性骨折家族

史的人群，在30—40岁可以先去医院检查一

次骨密度，了解自己的峰值骨量，并且之后随

访检查。对于没有家族史的人群，过了40岁

就可以去检查一次骨密度。 本报记者 左妍

专家建议：到40岁筛查一下骨密度，50岁以后每年检测一次

警惕骨质疏松症这个“寂静杀手”

作为上海开埠后的第一家西医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已走过

180载春秋。今天上午，在院庆180周年之

际，仁济医院组织了180位来自消化科、风

湿科、肝脏外科、泌尿科、心内科等55个临

床专科的业界专家为市民朋友提供义诊服

务。平日里一号难求的专家纷纷现身本次

义诊活动。

“历史久、牌子硬、有腔调，仁济医院是

阿拉上海的老牌医院了。”不少市民一大早

就赶到义诊地点，排队等候专家们解答各

类健康难题。

本报记者 徐程 郜阳 摄影报道

仁济建院   周年
   位专家今义诊

上海全力打造健康科普之城

让健康知识更多“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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