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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黎龙波 王冬梅

实习生 唐 洁 张云福 姜胜宇

8 月 13 日上午，在市康馨养老
服务中心，76岁的张前生老人欣慰
地看着护士为他测体温、测血糖、
量血压。由于三个儿女都要上班无
暇顾及，去年 5 月，张前生老人住
进这家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开启
了新的晚年生活。

张前生老人患有高血压、冠心
病、白内障等多种疾病，在这里，他
和其他62位老人一样，不仅能享受
到全面的生活照料服务，还能获得
医疗康复保健、精神文化等服务，体
会到了医养结合带来的好处。

“我在这里就医治疗方便，住得
挺舒服、挺开心！有专业医护团队，
免去往返医院的奔波之苦。”谈到养
老问题，老人满脸笑容。

2019 年 5 月，在大祥区红旗路
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设立的市康馨养
老服务中心正式开业，一站式解决
养老、护理、就医、保健养生及康复
难题。市康馨养老服务中心医养科
中心主任唐雨介绍，他们通过全面
评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每三个
月给他们做一次身体检查，并充分

利用红旗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与市
中心医院医联体的优势，让老人就
近享受三甲医院的专家服务。

该中心不仅提供医疗、康复、
护理等服务，还提供精神慰藉和
文娱活动。唐雨说，他们根据老人
身体状况、兴趣爱好，量身定制益
智类、美工类、绘画类等娱乐活
动，与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联动
实施，让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
享。开展贴心温馨的人文关怀，为
每位老人庆生、吃团年饭，邀请家
属和老人们一起联欢同乐，让老
年人从心里感到温暖。

截至目前，我市743.6万常住人
口中，60 岁以上老年人有 137.2 万
人，老龄化率为 18.45%，已进入人
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随着老龄
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医”和

“养”的需求迫在眉睫，将医疗资源
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已成为解决老
年人医养需求的必然要求。

医养结合解决了养老院看不
了病、医院养不了老的矛盾，为老
年人带来了福音。近年来，我市积
极探索推进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
式，推进医疗进养老机构，为入住
老年人提供医疗巡诊、健康管理、
保健咨询、预约就诊、急诊急救、中

医养生保健等服务，不断增强养老
机构医疗服务能力。

鼓励医疗机构养老机构通过
托管、外包、共建等方式开展紧密
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推动市中医医院与北塔区福利
院、市二人民医院与市第一福利
院合作，在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
构。支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
中心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与乡
镇敬老院等养老机构签约服务。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内设养老机构，开设专家
会诊室、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中
心、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备社区
医护人员。针对高龄重病、失能、
部分失能老年人，开展康复护理、
专业医疗，满足群众公共卫生服
务、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需求。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 68 家医疗机构
与养老服务机构开展签约合作。

近年来，“有病治病、无病疗养”
的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在邵阳兴
起，正成为养老服务的新方向。市卫
健委老龄健康科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全市共有养老机构169家，其中
医养结合机构14家，各类养老床位
数 5 万余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
位数37.7张。

医养相伴行 呵护“夕阳红”

记 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罗亮红 孙移新

本报讯 8 月 19 日，是第三个
“中国医师节”。新邵县人民医院举行
2020年中国医师节庆祝表彰大会，50

名“白衣天使”受到表彰奖励。
近年来，新邵县人民医院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不断改善医疗环
境，配优配强医疗设施设备，切实提
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全县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作为全
县抗击疫情的“主阵地”，全体医务工
作者奋战在“抗疫”一线，以实际行动
履行挽救生命、护佑健康的神圣使
命，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涌现
出一批抗击疫情先进典型。

会上，黄旺新等 5 名“优秀抗疫
卫士”、黄晓燕等 10 名“优秀科主
任”、邹俊子等10名“最美医师”及25
名“优秀抗疫护理工作者”“优秀护理
管理者”“优秀护士”受到表彰奖励。

新邵县人民医院欢庆中国医师节

50 名“白衣天使”受表彰

李 丽

儿科门诊常会见到误吞食各类异
物的孩子，就诊时家长们都很焦虑：“医
生，孩子需不需要做胃镜？误吞进去的
东西要怎么取出？”今天我们通过病例
跟大家讲一讲孩子误吞异物该怎么办。

病 例
近日，一位妈妈在购买玻璃瓶装

酸奶后，不慎将瓶子掉落在地。捡起来
之后，她看瓶身外壁无肉眼可识别裂
痕，就让孩子用吸管把酸奶喝了。然而，当孩子吸
到最后时，竟然从吸管中啜出一块玻璃碴儿！这位
妈妈再仔细一看，发现瓶身内壁确有破裂。她担心
孩子可能感觉不到更细小的玻璃碴，立即带孩子
来医院检查。医生最终依靠胃镜才将孩子体内的
玻璃碴儿取出。

是否需要做胃镜因人而异
孩子误吞食异物后，常规检查手段是X线，但

并非所有的误吞食异物均可在X线下显影。如玻
璃、木材、塑料等非金属物质，难以通过X线使其
露出真容。因此，非金属物质是否仍在体内，或需
通过做胃镜予以检查明确。

而做胃镜是否必要，则需要根据异物的形状、
大小及孩子的具体表现来个案判定。如果孩子有
强烈的腹部不适且同时伴有恶心呕吐及呕血，或
有便血症状，家长应高度重视，立即带孩子去儿童
专科医院急诊就诊。

判断异物在气管还是食道
一旦孩子误吞异物，首先需要确定误吞食异

物在身体内的大致位置。如果孩子出现脸色青紫、
憋气、呼吸困难，或剧烈咳嗽、哮鸣，则表明异物可
能已进入气管。家长需要立即采取海姆立克急救
法施救，然后带孩子前往最近医院的急诊就诊，由
耳鼻喉科医生使用喉镜或者由呼吸科医生使用气
管镜取出。

如果孩子没有面色改变，且呼吸平稳、不咳
嗽，则表明异物大概率已进入食道。其症状多表现
为吞咽困难、异物感、疼痛、唾液增多等。

多吃粗纤维食物促进排便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误吞食带有棱角的尖

锐异物，可以等待孩子通过大便自然排出，排出时间
在1周以内均属正常。家长可以让孩子多吃富含粗
纤维的蔬菜，如芹菜、红薯等，以促进孩子排便。

如果是体积大的异物或者尖锐异物，如枣核、
缝针、边缘锋利的玻璃或金属等，则容易引起食道
和胃肠穿孔，即使短时间内孩子没有腹痛恶心等
不舒服的表现，也应尽快陪同孩子前往儿童专科
医院，由消化内科医生以胃镜取出。

在家观察期间，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大
便情况。肠道出血可致近期大便呈现柏油色。如有
前述症状，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没有任何不
适，且物体较小，异物较大概率可通过正常排便被
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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