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睑皮肤是全身皮肤中最
薄的部位，由于皮下组织疏松，
更容易积聚液体而导致水肿。
晨起眼肿，不妨试试眼部

按摩：用食指指腹按压眼部四
周，每个点按压 2—4秒，可消
除浮肿、缓解眼部疲劳；也可使
用冷敷或冷水洗脸，刺激眼部

血液循环，达到消肿的作用。
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整睡眠姿
势来改善：避免睡觉时头部过
低，枕头高度保持在自己拳头
的一拳半高度。饮食宜清淡，
晚餐要低盐少糖，忌辛辣。入
睡前，摄入过多的盐分会令身
体吸取大量的水分，若未能及
时把水分排出体外，便会积存
在体内，早上醒来眼睛就会浮
肿。睡前尽量不要大量饮水。
如果经常性眼皮浮肿，迟

迟不消退，要提高警惕。表现
为眼睛水肿的全身性疾病较
多，如肾炎、肾病综合征等，建
议尽早就医。

朱金玲

◎学会养生
晨起按摩消眼肿

养生 On Health Preservation 07
仙游县总医院 仙游县妇幼保健院 协办

责编：余立凡 263952840@qq.com 美编：张伯诚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百年医院，再启新程。今年
10月，投资约 12亿元的县总医
院高标准新院区将投入使用，目
前工程扫尾和搬迁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中。7月 1日，记者
专访仙游县总医院院长李航，了
解医院未来在特色专科建设、人
才队伍培养、医院服务工作等内
涵建设方面的发展新格局。
“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
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李
航表示，目前该院致力于按时有
序完成搬迁工作，确保患者的医
疗安全。同时，致力于将医院学
科做大做强，在满足县域内群众
基础就医需求的前提下，不断提
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切实提高
百姓就医体验，实现“能看病”到
“看好病”的转变，朝着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断努力。
打造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双引擎”驱动，是提升医院核心
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李航介绍
道，专科建设是县总医院今后发
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该院通过
持续探索和完善多学科诊疗模
式，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和建强专

业、规范、全面的专科诊疗专家团
队，特别是在急诊和慢性病方面
实现实质性突破，稳步推进二级
分科，不断向专科化发展。比如
医院原外一科细分为肝胆胰脾与
介入血管外科、胃肠外科，原外二
科细分为乳腺甲状腺外科、胸心
外科，原肾、内分泌科细分为内分
泌科、肾内科，使诊疗工作更趋专
业化、合理化、标准化。利用学
科、技术、创新的三维联动，逐步
构建起“专科有深度、综合有广
度”的新型医疗生态，让群众切实
感受到“病有良医”的就医体验。
另一方面，学科建设上的突

破发展离不开优质医疗队伍的
建设。在李航看来，成为一个学
习型的医院，才有源头活水，只
有让医院全体人员一直学习，打
破信息壁垒才能达到稳定持久
的良性循环。去年以来，福建省
立医院、福建省肿瘤医院、福建
省人民医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等省内知名三甲医院与仙游县
总医院的院际交流协作进一步
加强。截至目前，仙游县总医院
已在多专科领域引进15个“名医
工作室”，专家们定期坐诊、手

术、开展学术讲座等服务群众，
并向基层延伸服务。
这些专家工作室落户仙游

县总医院，通过传、帮、带等形式
嫁接先进技术和理念，进一步推
动医院人才队伍与管理水平的
建设。但李航认为，光有“引进
来”还不够，为了更好地激活仙
游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人才引擎”，仙游县总医院进一
步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通过业
务骨干赴各个医院进行跟班学
习，同时实行老、中、青三级不同
的培养计划来强化传、帮、带和
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加强科室内
涵建设，更好、更快地提升医疗
服务能力水平。
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温度，直

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那么仙游县总医院在发挥人文
关怀、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服务
模式方面有哪些特色举措？其
实“以病人为中心”一直是医院
服务升级的关键词，在切实改善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上，李航
表示，仙游县总医院持续推出
“三减一提”惠民生举措，在全县
率先开展“无陪护”病房试点，切

实减轻患者家属住院陪护负担，
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下一步，该院还将实施一

系列服务保障措施。一方面，
要邀请专业的第三方团队进行
培训，确保患者从停车便利到
提供微笑服务，全方位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另一方面，加强
专家门诊管理，确保每位专家
准时高效坐诊，满足患者就医
需求。未来在新院区还将常态
化开展义诊咨询、健康讲堂等
服务，实现就医流程再优化、
服务品质再提升，大力推广分
时段精准预约、检查检验集中
预约、快速取药通道等便民措
施，建立群众反映快速响应通
道，形成“问题收集-整改-反
馈”的闭环管理，全面提升医
院服务品质与品牌美誉度。
展望未来，李航表示，县总

医院将以此次搬迁新院为契机，
继续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办院宗旨，把“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作为主旋律，站在新起点，
铆足干劲，勇毅前行，谋求新发
展，实现新突破。

今报全媒体记者陈溢

蓄势聚能起新程
——访仙游县总医院院长李航

一种装有磁性墨水的
人工智能笔可“看字断
病”。近日，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华人科学家陈
俊研发出人工智能（AI）诊
断笔，通过分析帕金森病
患者的手写特征实现早期
辅助检测，准确率达 95%
以上。为什么仅靠一支笔
就能识别帕金森病？

抖、僵、慢是帕金森病
核心症状

“AI诊断笔通过采集
患者的落笔轻重、轨迹、笔
画、时间等综合因素，给予
一个量化的指标，可以作
为一个重要指标，辅助医
生做出精准诊断。如果研
究成熟，批量上市，对于大
量的帕金森初期患者的甄
别有非常好的作用。”西安
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贺世明说。帕金森
病典型表现包括震颤、肌
肉强直和运动迟缓，以及
认知功能损害、痴呆等。
该病可见于各年龄段，主
要影响中老年人，且患病
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该
病早期症状隐匿，易与其
他运动障碍疾病混淆，因
此尽早确诊很重要。

患者看门诊要“写字画圈”

门诊上，“写字、画圈、
走走路”是帕金森病最常
见的评估项目。
“绝大多数患者的症

状是从手开始的，也有一
些从腿开始，初诊时就会
让患者写几个字看一看，
再走路瞧一瞧。”贺世明解
释，由于帕金森患者手震
颤、动作慢、肌肉僵硬，通
常字体越写越小，落笔迟
缓不流畅，横竖不分明，笔
画歪歪扭扭不规整。如果
有这样的症状，医生就能
够给出帕金森病的初诊。

“AI诊断笔”存在局限性

贺世明指出，相当一
部分帕金森患者是左手开
始发病的，如果其正常习
惯用右手，左手本身写字
就不流畅，可能影响诊断
笔的精准性。同时，部分
患者是下肢开始发病，诊
断笔就没了用武之地。

据华商报

仅靠一支笔
识别帕金森病？

在武汉一所养老院里，102
岁的姜爷爷正专注地书写着一幅
书法作品，身旁 85岁的张奶奶
手指灵巧地编织着丝网花。忽
然，爷爷哼起了一段黄梅小调，
奶奶自然而然地跟着节奏轻轻唱
和，两人的眼神在空中交汇，漾
起会心的微笑。在场的护理人员
都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生怕
惊扰了这对“高龄恋人”的甜蜜
时光。

姜爷爷是养老院里的“文艺
达人”，书法、绘画、乐器样样
精通。张奶奶则是“手工能
手”，她做的丝网花深受大家喜
爱。两人在养老院的日常活动中
相识，渐渐被彼此的才华和性格

所吸引。爷爷欣赏奶奶的善良直
爽，奶奶则喜欢爷爷的多才多艺

和体贴。
起初，两位老人还担心子女

的看法，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双
方家人都给予了支持。张奶奶的
儿子说：“只要老人开心，我们
就高兴。”有了家人的祝福，两
位老人的相处更自在。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姜爷

爷作息规律，也常参加集体活
动，虽然年过百岁，但精神矍
铄，耳聪目明，如今有了张奶奶
的陪伴，状态更好了。谈及长寿
秘诀，他说大家都知道怎样的生
活才是健康的，但关键是能否做
到。“香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
康，但抽烟的人还是会抽烟。”

据楚天都市报

◎学会养生
养老院102岁爷爷追到85岁奶奶

今报讯 （今报全媒
体记者 彭丽程）为切实
保障师生饮食安全，连日
来，鲤中实验幼儿园组织
开展暑期食堂安全专项
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围绕水电

燃气安全、消防安全、食
品安全三大核心领域，通
过专业化、精细化的排查
流程，对园区各食堂开展
全方位“体检”。检查人
员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
态度，走进后厨操作间、
食材存储区、设备运行区
域，对安全隐患进行地毯
式排查，从源头上消除各
类风险，为暑期食堂安全
稳定运营构筑坚实屏障。
工作人员还对食堂

的卫生清理、食堂仓库、
消防设备设施及电源线
路等情况进行逐一检查，
对操作间开展了全方位
检查，做到“无用必清、死
角必查”，全面落实安全
管理措施。同时，食堂严
格落实卫生消杀制度，
对餐具、厨具进行全面
清洗和高温消毒，并对
操作间、备餐间及就餐
区域进行深度清洁，进
一步规范各类工具用具
的收纳管理，切实保障
假期食堂安全。

守护师生
“舌尖上”的安全
鲤中幼儿园
开展暑期食堂
安全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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