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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
员 申伟红） 6月14日上午，市区城南公
园广场热闹非凡，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在这里举行“2020年第十二届国际甲状腺
宣传周”义诊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冒着酷暑
为广大市民开展义诊咨询和健康宣讲。

义诊现场，烈日当空、酷热难耐，但一
点也不影响参与义诊的医生护士们的工作
热情，市民们也有序地排着队伍等待问
诊。医生们忙着给市民听诊、问诊，详细询
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分析病情，为他们答疑
解惑，给他们普及均衡饮食、合理用药等保
健常识。护士们忙着给前来问诊的市民测
血糖、量血压，发送甲状腺疾病相关保健知
识宣传册。

71岁的市民刘大爷，平日里上楼容易
喘不过气，又容易疲劳，他以为自己身体只
是单纯的“亚健康”状态。义诊现场，他拿
出之前在医院体检的检验单，交给甲乳科
主任李洲成。李洲成仔细看了化验单，诊
断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并为他作出诊治建
议和健康指导。刘大爷恍然大悟地说：“把
化验单给医生看一下，是自己疏忽大意了，
原来我是患了甲低。”

“像刘大爷这样的病人很多，由于甲

状腺疾病初期症状隐匿，公众认知度较
低，人们对其危害性尚未引起高度重视，
甲状腺疾病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可
能导致心血管疾病、早产流产、甲状腺危
象甚至严重的会威胁生命安全。希望此
次的义诊宣传活动，能提高市民对甲状

腺疾病的认知度，帮助市民培养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科学预防甲状腺疾病观念。”
李洲成说道。

当天的义诊活动共接诊 230 余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340余份，获得了现场市民
的好评。

烈日炎炎义诊忙 服务百姓保健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李文娟 孟天笑） 6月4日，市中心医
院妇科成功完成全市首例单孔腹腔镜下巨
大卵巢囊肿剥除手术。

覃女士今年32岁，因出现阵发性右下腹
痛，呈针扎样疼痛，并出现了尿频、下腹坠胀
等不适症状，来到市中心医院求诊。做B超
检查后，发现卵巢囊肿10cm+大小。市中心
医院妇科主任曹玉梅考虑患者为急腹症，需
要急症手术治疗，但患者有2次剖宫产手术
且肥胖，如果再次做开腹手术就会创伤大、
恢复慢。经过妇科团队术前讨论，确定给患
者实行微创手术，确定了经脐单孔腹腔镜下
切除卵巢囊肿的手术方案。

主刀医生宋韵宏用一次性橡胶手套自
制单孔腹腔镜通路，剥除、取出了十几厘米
的卵巢囊肿，并为患者节约了3000多元钱的
手术器材费用。

曹玉梅介绍，单孔腹腔镜通过肚脐这一
天生的自然腔道进入腹腔进行手术，具有创
伤小、美观、恢复快、术后切口疼痛轻的优
点，切口愈合后缩回肚脐，体表不留瘢痕，为
未婚、爱美的女性保持了皮肤的完整性。与
多孔腹腔镜手术相比，单孔腹腔镜孔道数量
少，降低了腹壁血管损伤、切口疝、穿刺部位术
后粘连等多切口导致的潜在风险，同时可降低
切口及全身感染的概率，减轻患者术后的疼
痛，手术当天患者就能下床活动。另外，该手

术适用范围广，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宫外孕
等手术都能在单孔腹腔镜下圆满完成。

运用单孔腹腔镜技术进行腹腔手术，对
外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熟练的多
孔腹腔镜操作技巧和丰富的腹腔镜手术经
验。由于单孔腹腔镜手术中的“筷子效应”

“操作三角”等系列问题，使得单孔腹腔镜下
手术操作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缝合和打
结的难度更大。曹玉梅带领的团队克服重重
困难，以高超的技术成功为病人完成了手术。

术后，覃女士看到自己的肚皮上并没有
伤口，仅在肚脐上贴了一个小小的创可贴，
非常满意。这标志市中心医院开启了邵阳
地区妇科微创手术的无痕新时代。

微创与美容的完美结合
市中心医院完成全市首例单孔腹腔镜下剥除巨大卵巢囊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刘璐） 中医是我国优秀的
历史文化遗产，师承教育是千百年来
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6 月 11
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名老中医
师承拜师仪式，彭美忠、吕湘南等8位
名老中医共收徒11人，为该院中医药
事业发展储备人才，让中医学术薪火
相传。

16时，在该院医护人员见证下，
名老中医们依次台上就坐。师承徒
弟们也依次上台向老师呈上拜师
帖、行鞠躬礼并敬茶。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感谢老师

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我一定继续努
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传承人刘亚
辉敬茶后，回想起平时老师对她的指
导和帮助，感动得几度哽咽。

传承人纷纷表示，通过跟师学习
和工作，将整理、继承名老中医的学
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发扬
和推广中医思想，为中医事业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中医专家代表彭美忠表示，将通
过言传身教、传承帮带，推进学术经
验的继承，进一步弘扬中医药传统文
化，促进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进一
步提升医院健康服务水平。

弘扬国粹 寄望传承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名老中医师承拜师仪式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
光近日表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抗疫有
力，也为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

“只有筑牢坚实的公共卫生法律基础，才能最有效和
最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这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和健康中
国建设的内在要求。”王晨光认为，随着全球化发展，人口
愈发密集，人员流动愈发频繁，突发原因不明传染病不仅
在过去，而且将在未来继续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

因此，构筑一套完整的、完善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十
分必要。这不仅能够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可靠
的法律保障，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此次疫情防控的经
验转化为后事之师，通过建构完善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打造依法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长效机制。”

“从今年到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订9部相关法
律，及时修补完善现有不足，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为公共卫生体系提供坚实法律基础。”王晨光说。

如何做到健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王晨光认为，首
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统一协调的公共卫生法律体
系。“防范大规模传染病暴发风险要求我们系统化修订关
于公共卫生体系的相关法律，而非零打碎敲、一个法律一
个法律单独修改。”王晨光说，“除了传染病防治法，还有
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药品管理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等，都和传染病防治息息相关。只有系
统化地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才能有效解决其中规定不一
致、机制不协调的问题。”

王晨光特别建议，我国仍需要完善新突发传染病的
监测、疫情信息发布、预警等法律机制。“建议以大健康理
念为指引，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实现常态化下的医疗和
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状态下的传染病防控机制的衔接和
转换。应急状态下，我们有很多应急措施或者非常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依托于我们常态下
的制度体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照法律规定转入
的应急状态。”

此外，王晨光建议依法科学有序防控。“从传染病预
警到隔离措施，疫情防控的每一步都会涉及相关法律。”
他说，“强化或细化法律专家咨询、专家参与决策的法律
机制是当务之急。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人才
建设。他们既要懂我国国内的卫生法，也要精通国际上
的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的有关规定，这才能更好地从
法律层面上帮助中国和世界各国抗疫防疫，推动人类卫
生健康发展体系的建构。”

王晨光：

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新华社记者 孙琪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魏

小青） 6月12日上午，邵东市中际城市森林广场
热闹非凡，人头攒动，邵东市千人无偿献血爱心公
益活动月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该市14支无偿
献血代表队及社会各界人士近 400 人捐出了热
血，献出了爱心。

为纪念第17个“6·14世界献血者日”，邵东市
卫健局、红十字会、中际城市森林、邵东市新闻通
讯员协会和邵阳市中心血站联合举办了此次活
动。活动现场采取了志愿者宣誓、市民签名、设立
宣传服务咨询点、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献血宣传资
料等多种宣传形式，为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
献”的互助精神，营造了良好的无偿献血氛围。

当天上午，尽管天气炎热，但仍然阻挡不了爱
心市民的参与热情。他们个个精神抖擞，热情高
涨，在登记现场、献血车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
献血队伍中，有的是父子齐上阵，有的是夫妻齐献
血，也有的是兄弟姐妹争先恐后。“这已经是我第
六次献血了，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能帮助到
更多的人。”参加献血的邵东市蓝天救援队队长周
军说。

截至当天17时30分，参与献血人数已近400
人、总献血量达10万毫升。参加无偿献血的干部
群众纷纷表示，他们希望通过无偿献血爱心公益
活动，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将
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邵东市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邵东无偿献血工作成绩显著，连续三年被评为邵
阳市无偿献血先进县（市、区），一次荣获湖南省无
偿献血先进县（市、区）。如今，邵东市民献血意识
逐步增强，自愿无偿献血人数逐年递增，全市无偿
献血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19年，该市
献血人次5538 人，总献血量193.83万毫升，有力
地保障了当地临床用血需求。

踊跃献热血

真诚洒爱心

◀
志
愿
者
在
捐
献
热
血
。

敬茶仪式敬茶仪式。。

6月7日，新邵县人民医院在潭府乡小团年村开展慰
问助学活动。当日，该院为小团年村的贫困学子陈严、刘
媛送去助学金，并鼓励他们奋发图强，励志成才，将来回
报社会，报效国家。图为该院工作人员为贫困学子发放
助学金。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陈铭 孙
移新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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