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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二科接连
收治了好几名年轻的“面瘫”患者，最小的13
岁，最大的25岁。接诊医生一问才得知，原
来立秋过后气温仍居高不下，为了贪凉，部
分患者几乎天天呆在家里吹空调玩游戏，结
果就“面瘫”了。

“‘面瘫’医学上叫做‘面神经炎’，又称
‘面神经麻痹’，是因茎乳孔内面神经非特异
性炎症所致的周围性面瘫，常见于受凉、上
呼吸道感染或身体长时间疲劳、熬夜等。”该
科主任蒋新作介绍，“面瘫”不止是炎热夏日
的“专利”，而是任何季节均可发病，且该病
可发病于任何年龄，但多见于青中年男性，
女性发病少于男性。“面瘫”基本为急性发
作，一般在几小时或1天至3天内临床体症
达高峰水平。

“面瘫”常见的临床表现为患侧面部肌
肉瘫痪不能抬额皱眉，眼睛不能闭合或完全
闭合；鼻沟嘴角歪向健侧，吹口哨、鼓腮等动
作无法完成；由于面肌瘫痪，患者咀嚼食物

时往往不能吞噬干净，常有部分食物滞留于
患侧颊面，也会见到口水或汤水从患侧口角
漏出等；也有部分患者发病前可出现患侧耳
后、下颌角持续胀痛或乳突部压痛。还有些
患者治愈出院后又可再次发病。

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面瘫”呢？
注意休息，劳逸结合。现在生活工作节

奏快压力大，部分中青年人习惯了熬夜，久
而久之，身体抵抗力自然就差了，这就给了

“面瘫”可乘之机。市民朋友们应合理规划
自身工作生活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早睡
早起、劳逸结合，给身体留足充分的休养时
间，才不容易被疾病入侵。

做好面部防寒保暖。“面瘫”任何季节均
可发病，因此寒冷季节外出应戴好口罩、系好
围巾，做好保暖工作。而炎热夏日则一定要
避免空调风扇直吹，尤其是午睡和睡觉的时
候，以免感冒受凉。三伏天许多市民朋友为了
解暑，常吃冰西瓜、冰棍、奶茶等冰品；还有些
朋友为了贪凉，经常洗冷水澡、冰水脸等。这

些不良习惯都会给“面瘫”可乘之机；过多极
冷的刺激会极大增加患病的可能性。

饮食清淡、营养均衡。日常生活中不要食
用刺激生冷油腻食物，如油炸烧烤、动物内脏、
腌菜咸菜、糖果饼干等；多食用新鲜蔬菜水
果、牛奶、豆制品、瘦肉、禽蛋、五谷杂粮等。

心态平和，强身锻体。面对压力，可以
经常听些轻音乐、读书和亲朋好友诉说一下
烦扰，从而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思虑过重。
同时日常生活中应适当锻炼身体，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活或运动，以达到锻炼身体、
提高体质、增强身体免疫力的目的。

疏通经络、面部按摩。日常可用温热毛
巾敷脸，水温以50摄氏度为宜，有条件的话
可每天敷3次至4次，一次15分钟左右，以疏
通经络，促进面部血液循环。另外早晚洗脸
的时候也可对着镜子按摩面部肌肉，力度轻
柔，力道适中；也可对镜做皱眉、举额、闭眼、
露齿、鼓腮和吹口哨等动作，根据自身时间
每天可数次，每次5至15分钟。

生活细节要注意，莫给“面瘫”可乘之机
——市第二人民医院专家：“面瘫”不止是炎热夏日的“专利”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唐晓霞 彭颖异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员 李文
娟 孟天笑） 2023年8月1日至8月7日是第32个
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助力
职场家庭，促进母乳喂养。市中心医院外科第五党
支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广大群众了解
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增强母乳喂养意识，营造了共同
保护、支持、促进母乳喂养的社会氛围。

8月2日上午，市中心医院产科开展母乳喂养
周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助产士门诊免费义诊、发放
母乳喂养周宣传材料、诊室进行一对一母乳喂养知
识宣教等形式进行宣传，热情认真地为前来检查的
孕产妇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好处，并现场对孕产妇
指导母乳喂养及保健技巧，呼吁家庭和社会携手保
护、支持、鼓励母乳喂养，进一步促进婴幼儿健康成
长。8月4日下午，在支部书记、产科护士长吕春凤
的带领下，该支部党员深入病房，为住院的每一位
孕产妇及家属发放母乳喂养周的宣传折页，讲解母
乳喂养的好处，指导母乳喂养姿势和技巧，鼓励准
妈妈提升母乳喂养自信心，切实提高母乳喂养率。

8月5日上午，该院孕妇学校支部党员、母乳喂
养指导师为准爸爸、准妈妈讲解了母乳喂养的好
处、母乳成分、哺乳的正确方法以及常见问题及解
决方案等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并指导宝妈回归职
场后如何坚持母乳喂养。课上，母乳喂养指导师边
讲解边用模拟娃娃演示，教会大家如何正确哺喂婴
儿、如何让婴儿含接乳头、如何正确有效吸等技巧，
并在讲座中鼓励现场的准爸爸、准妈妈参与到实操
训练中，手把手指导，直到大家掌握正确的手法和
姿势，帮助大家树立母乳喂养的信心。

助力职场家庭 促进母乳喂养

市中心医院外科第五党支部开展母乳

喂养周主题党日活动

在抑郁症专病门诊坐诊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
样一群孩子：他们面对医生时，安静而又礼貌，低着
头，回避目光接触。表面看来与同龄的孩子没有什
么不一样，但他们却在酷暑天气穿着长袖衣服，掀
开他（她）的衣袖就会发现，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伤
口。了解得知，这些伤口都是他们自己用刀片一刀
刀划上去的，每当压抑、痛苦时就拿刀划伤自己，已
经成了解决问题的固定模式。其实，这就是典型的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这种行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容易产生负面影响，
严重危害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健康，极端的自伤行为
可能会导致死亡、身体残障等严重后果。但是当你
问及孩子的父母时，他们往往不是很惊讶，就是无
所谓，有些家长甚至以为是孩子在“作”，是“叛
逆”。下面，就跟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知识。

青少年自杀、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高危因素及
具体表现：

人口学因素：自杀死亡以男性多见，非自杀性自伤
以女性多见。

心理学因素：人际敌意、缺乏主见、社会交往
少、思维方式狭窄、行为冲动情绪不稳、神经质、消
极、自尊性强。

社会学因素：学业压力；童年不良经历，被霸
凌、虐待；家庭关系不和谐、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父
母有自杀想法和行为史。

生物学因素：遗传因素；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
碍、物质滥用等。

当孩子出现非自伤性自杀，我们要采取哪些有
效的干预措施呢？

找到自伤的真正原因，确定这一行为是否基
于真正的自杀欲望。自伤动机是什么？是为了
缓解不良情绪，为了表达自我愤怒，为了寻求兴
奋刺激，还是为了引起他人关注等。

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积极表达爱和共情。
孩子发出绝望的求助信号时，需要得到父母的关
心及回应，让他们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是温暖的、善
意的。

加强同伴把关，重视同伴的作用。同伴间的相
互模仿和来自同伴的压力，也是诱发孩子自伤的重
要因素。

寻求专业帮助，如心理危机援助热线、专科心
理咨询等。病情严重者，则需要尽快到精神专科医
院就诊，配合物理和药物治疗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一般难以被社会所接纳。
虽然孩子可能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心理痛苦，但大众
普遍是无法理解和共情的。将青少年自伤视为“愚
蠢”，视为“叛逆”，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无疑是第二次
伤害。希望我们能够及时关注这一类青少年，帮助他
们调控暴风骤雨般的情绪，及早走出心里阴霾，让他
们的花季沐浴在希望和阳光里。

究竟是孩子叛逆？还是抑郁了？

让花季沐浴在希望和阳光里
市脑科医院 蒋云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刘涛） 8月15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组织大祥区、双清区、北塔区卫监部门主要负
责人召开重点场所组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推进
会，会议传达省市专家和主要领导关于巩固国
家卫生城市的最新要求和指示精神，部署下
阶段重点场所组巩固国家卫生城市重点工作。

根据会议要求，下一步开展的重点场所

巩卫集中攻坚行动将围绕公共场所、“四小”
行业、职业卫生、学校卫生、饮用水卫生等重
点领域，以点带面在辖区内开展拉网式排查，
监督重点场所单位要对照2021版国卫标准标
做好硬件改造和软件补充完善工作，强化巩
卫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全面补齐短板弱项。

会议强调，市区两级卫监部门要把巩固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亲自谋划。要齐抓
共管，压实市级层面督查指导之责、各区属地
监管之责、各单位经营主体之责，齐心协力
打好巩卫攻坚战；要查漏补缺，补足短板，根
据重点场所巩卫要求，做到底数明、问题
清。对于排查出来的短板和问题要倒排工
期、顺排工序、挂图作战，整改一个，销号一
个，确保重点场所巩卫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聚焦重点挂图作战 查漏补缺巩固成果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召开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推进会

8 月 15 日，隆回县麻塘山乡
横排村苗圃基地农技干部在查看
金银花的生长情况。该村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
嫁接培育“湘蕾5号”金银花进行
种植，通过“市场+电商”销往省
内外，力促乡村产业振兴。

邵阳日报通讯员 贺上升 摄

“响应卫健委号召，一大早赶到绥宁，好
好为家乡人民服务……”这是市第二人民医
院脑血管二科科主任蒋新作朋友圈的一条
普通信息。配图里古朴的建筑、潮湿的天
气，蒋新作坐在木桌前，身边围满了前来问
诊的苗乡人民。自2009年以来，蒋新作为我
市各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的脚步从
没有停歇过。

蒋新作出生在绥宁县的一个偏远山
区。由于山区医疗资源匮乏，从小，他就见
识了当地苗民求医问药的种种困难。同时，
因为缺少对医学知识的认识与理解，苗民们
自创了很多土方诊病，但这些土方有些不仅
不能有效解决病痛，而且会使患者病情加
重。如外伤用草药外敷，没有进行清创缝合
抗感染治疗，导致伤口进一步感染；化骨水
治疗骨性实物卡喉，导致食道穿孔等，总是
时有发生，轻则留下后遗症，重则性命攸关。

“儿时的我也不懂，以为就是这么诊病
的。但自从学医后，我才知道这样做的危
害，所以我想要改变苗乡这种落后的医学观
念。”蒋新作说。

2002年，蒋新作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后，一直在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科
工作。为更好地解决患者的疾病痛苦，蒋新
作先后在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及湖南省
人民医院介入科进修学习，练就了过硬的医
学知识和医学技术。由于基础扎实，勤奋好
学，医术精湛，蒋新作很快得到患者的认

可。他擅长缺血性脑卒中的溶栓治疗和介
入桥接取栓治疗、脑出血的微创治疗、头疼
患者的规范性治疗等。在蒋新作的影响下，
我市开设第一家国家级头疼门诊，开设至今
一直备受患者好评。

“我自己作为大山里走出来的医生，更
应该利用自己的医术为苗民们做好治疗服
务。”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绥宁苗族人，蒋新
作始终对大山深处的苗族人民充满特殊感
情，他深刻感受到苗乡人民对医疗技术的需
求和渴望。今年3月3日，蒋新作再次走进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开展“民族团结手
牵手，和谐发展心连心”健康义诊活动。当
日，大山里天气湿冷，前来问诊的苗乡群众
很多，蒋新作顾不上恶劣的天气与环境，来
不及吃饭喝水，第一时间深入了解当地群众
的多发病和常见病，并给络绎不绝的苗民看
病问诊，积极交流，争分夺秒多为患者解除
病痛。

从2009年至今，只要有机会去少数民族
地区义诊，蒋新作都会积极参加，足迹遍布
我市县市区各地，他以精湛的医术和认真负
责的敬业精神，救治病人逾万人。因工作认
真负责，蒋新作在广大苗乡人民
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得到了他
们的认可。多年来，他与少数民
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
在他义诊结束离开时，当地众多
父老乡亲都会特地拿上当地特

产前来与他告别，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从医多年来，蒋新作每年休假回到老家，

十里八乡的苗民都会前来找他寻医问药，阅
片看诊，他都会细心解说，提供治疗建议。为
了方便苗民们联系自己，他还主动将自己联
系方式告诉家乡人。每次苗民们来市第二人
民医院问诊，蒋新作都会热情接待，耐心提供
医疗服务。几十年如一日的服务，让家乡人
民提起蒋新作都会竖起大拇指。

“对于医学知识的极度匮乏的苗民们来
说，诊好病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改变他
们的求医观念，为他们普及医学知识，尽量
让儿时那些危险的情况少点发生，这是我作
为医生的责任和义务。”蒋新作说。为此，蒋
新作在义诊的同时，还积极科普宣传医学知
识，提高苗民们的健康素养。通过与苗乡群
众的团结协作、共同交流，蒋新作在与苗乡
人民不断增进友谊的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了
医疗领域与民族团结的交往交流，为推动全
市民族工作发展作出贡献。他本人也连续
多次荣获“院医德医风先进个人”，连续多次
评为“优秀科主任”，并荣获“市级优秀共产
党员”和“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蒋新作：情系苗乡疾苦 共筑“生命绿洲”
邵阳日报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彭颖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