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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囊，古时又称香包、花囊、香缨、香袋、香球等，因

佩戴在身，又称“佩香”“佩帏”。而囊中之香，可以是花

粉、干花，也可以是药材。

中药香囊属中医外治法中的“衣冠疗法”，利用药

物的芳香走窜作用，通过人体的口鼻、皮肤毛孔及经

络穴位的吸收，达到芳香祛湿、清热解毒、治病防病

的作用。

金银花：性寒味甘，气芳香，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

达，既能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

艾叶：辛温，芳香温散，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

降湿杀虫的功效。

丁香：温中、暖肾、降逆。主治呃逆、呕吐、反胃、疹

癖、疝气、癣症等，还有抗炎消肿之效。

紫苏叶：微温，无毒。行气宽中，和胃止呕，降气消

痰，止咳平喘，润肠，具有延长睡眠时间及抑菌等作用。

石菖蒲：味辛、苦，性温。理气，活血，散风，祛湿。

藿香：性温，味辛。化湿健脾，理气和胃。能驱除

夏季暑湿之感冒。

薄荷：味辛、性凉，无毒。做菜生吃或熟食，能祛

邪、解乏，使人口气香洁。

白芷：祛风解表，散寒止痛，除湿通窍，消肿排脓，

具有解热、镇痛与抗炎的作用。

戴个中药香囊助健康
梁 鑫

盛夏，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花山湾社区卫

生服务站站长杨凌的诊室里，陆陆续续有患者

来就诊。

“老爷子，你这个药不用调，回去继续做耳

保健操，我教你的那几个动作，每天做两三次

就行。”95 岁的贺老爷子拿着四五个药盒子想

找杨凌调药。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

等疾病，最近又耳背得厉害，杨凌只好贴到老

人耳边大声讲话。

花山湾社区是镇江的老小区，常住人口

2.6 万人左右，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9000 多

人。2012 年，杨凌来到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

站，自此就扎了根。

“有人不行了，医生快来啊！”今年 5 月，

杨 凌 正 在 诊 室 看 诊 ，突 然 听 到 外 面 有 人 呼

救。她立刻抓起听诊器、血压计往外冲。健

身广场的运动器械上瘫坐着一位老人，双眼

紧闭，呼吸急促。杨凌认出这是徐阿姨，她是

徐阿姨的家庭医生，熟知老人的病情。一边

给 老 人 服 下 药 ，一 边 拨 打 120，由 于 送 诊 及

时，老人转危为安。

“有杨医生在，我们的心就定。”一位来看

诊的阿姨竖起大拇指，“杨医生救了多少人啊，

她就是我们的 120！”

除了坐诊，杨凌还经常上门巡诊。花山

湾一区有位 83 岁的老太太，前几个月脑梗后

又摔了一跤，导致髋关节和骨盆骨折。孩子

不在身边，老伴 87 岁了，家里全靠一个保姆

照顾。杨凌知道后，整整两个月，带着护士每

天到老人家里给她换药，还教保姆护理知识

和康复训练方法。经过悉心护理，老人慢慢

能下床了。

“着急的，他们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不着急

的，他们就给我微信留言。”杨凌的手机里存着

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最多的时候一

天接了 120 个咨询电话。每到晚上，她经常用

一个多小时回复留言咨询的问题。

1997 年从镇江医学院毕业后，杨凌先去

了区里的医院做儿科医生，后来又到社区卫生

服务站工作。她看到，卫生服务站里每天都是

人挤人，尤其输液的人特别多。

“把预防、治疗、保健、康复指导这些事情

都做起来，社区医院的患者才能越看越‘少’。”

到花山湾社区后，她开始给居民搞健康科普讲

座。2013 年，经她培训的第一批健康指导员

上岗，一个指导员带动至少 15 位居民，逐渐形

成 了 社 区 慢 病 自 我 管 理 的 新 型 模 式 。 2015
年，社区卫生服务站在镇江市率先成立了“一

医一护”家庭医生工作室，为签约居民提供“点

单式服务”，覆盖社区全人群、疾病全过程、生

命全周期。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人、全国先进工作者

……杨凌获得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将近 20 余

项。她的诊室里，这些荣誉证书奖章并没挂出

来，最显眼的却是一幅两张 A4 纸大小的字，上

面写着：基层健康守门人。

江苏省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杨凌

当好基层健康守门人
本报记者 尹晓宇

“你媳妇拉肚子，先别让她吃东西，我一会

儿去看看。”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复兴

村 73 岁的姜广成家，村医郭秀梅盘腿坐到炕

上，一边为姜大爷量血压，一边招呼另一位村民。

郭秀梅到复兴村 ,是在 26 年前，那时她 23
岁，刚从通榆县第一医院完成进修学习。自家

院子，辟间空屋，放药柜，摆病床，“村卫生室”

便挂了牌。起初，村卫生室门可罗雀。生了

病，村民宁可赶车十几里地到外村诊治。“小孩

伢子，会看病？”有村民说得直白。

郭秀梅也不急，白天走村串巷，熟悉情况，

晚上翻进修笔记，她认定，“本事不忘，早晚能

用上”。

“小姑娘，我孙子要不行了，你快来！”有天

半夜，姜广成来砸门。顾不得换衣服，郭秀梅

一把抓起药箱冲了出去。姜家炕头，老人 6 岁

的小孙子高热惊厥，脸色发紫，抽搐不止。“别

慌，去整几块凉毛巾。大爷，马上打 120。”郭

秀梅这边说，那边戴消毒手套，清理孩子口腔

内的呕吐物。紧接着，掐人中，敷额头，五六分

钟后，孩子恢复意识。十几分钟后，镇医院救

护车赶到家门口。

找郭秀梅看病的村民逐渐多了起来，高

烧、外伤、腹泻……最忙时，她一天要接诊 20
多位患者。2006 年 5 月，郭秀梅被正式聘为复

兴村村医。

“做这行，就是要扎根在乡亲们身边。小

病能及时医治，大病用好从发病到救护车赶

到的这段空白时间。”从医 26 年，郭秀梅如此

总结。

近些年，村里条件越来越好，郭秀梅的工

作也有新变化。不少村民爱吃肥肉、爱喝酒，

“一天三顿都不腻”，血压、血脂、血糖超标的人

不在少数。如何预防控制这些慢病？“做村医，

得不断学习，增长本事。”2018 年，她到市里参

加培训，考取了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证书。

2019 年，郭秀梅开始逐户巡访慢病村民，

姜大爷也在其中。

“不发烧的，这是啥大事，忍忍就过了。”头

次来巡访，姜大爷不以为然。郭秀梅索性把附

近村民都叫来，做起了健康教育。“高血压可不

光是头晕眼花。人体血管就像那公路一样四

通八达，它要是不得劲，时间长了，心脏、大脑、

肾脏都可能受影响……”郭秀梅把医学知识，

唠得明白。

之后，郭秀梅每隔两月入户巡访全村 60
余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村民，4 年间，累计

巡 访 千 余 次 ，并 为 所 有 村 民 建 起 健 康 档 案 。

2021 年 、2022 年 ，郭 秀 梅 连 续 两 年 获 吉 林 省

“最美乡村医生”。

“村医有本领，有设备，就能更早发现疾

病、更好提供诊疗服务。乡亲们少折腾，身体

好，我就高兴。”背起药箱，顶着日头，郭秀梅迈

着大步，赶向下一户。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复兴村村医郭秀梅

服务在乡亲们身边
本报记者 刘以晴

近 日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出现持续强降雨。疾控部

门提醒，强降雨过后伴随

的高温高湿天气下，极易

发生肠道传染病和各类食

源性疾病，居民们要注意

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

提高防病意识。

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

表 示 ，要 注 意 手 部 卫 生 。

饭前、便后要洗手，尽量用

肥皂或洗手液并使用流动

水洗手。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 式 ，提 高 自 身 免 疫 力 。

此外，人在极端天气事件

中容易出现焦虑、忧郁等

不良情绪，要保持乐观心

态，积极应对不良情绪。

要及时消毒餐具。如

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

具 浸 泡 ，应 消 毒 后 再 使

用 。 最 简 单 的 消 毒 方 法

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

内，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

加热，煮沸并保持 15 分钟

以上，即可达到消毒目的。

强降雨后，蚊蝇、老鼠

等有害生物孳生增多，其

携带的病原体可污染食物

和水源，造成食源性疾病

发生。要做好防蝇防鼠工

作，避免昆虫、害虫及其它

动 物 进 入 厨 房 和 接 触 食

物，可将食物盖好或存放

于密封容器中，保证垃圾

桶盖严并定期清除垃圾，

保持家中动物远离食物制

备区等。

如果出现发热、腹痛

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

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

时就医，不应擅自服用止

泻药、抗生素等药物。

同时，饮食安全应做

到“七不要”：

不要吃水淹的食物。

为保证安全，遭到水淹的

食 品 最 好 丢 弃 ，不 要 食

用。特别要注意冰箱内的

食物，若冰箱已遭雨水侵

入，或曾经停电，食品最好

丢弃不用。

不要吃变质的食物。

强 降 雨 过 后 天 气 闷 热 潮

湿 ，食 物 容 易 腐 烂 变 质 。

米面如果储存不当也容易

霉变。食用霉变的粮食会引起霉菌毒素中毒，常引起

胃肠症状如恶心、呕吐、腹胀、腹痛、偶有腹泻，而后出

现体内各器官系统（肝、肾、神经、血液）的损害。

不要吃死因不明的动物。死因不明的动物可能被

致病菌污染，并在动物体内造成腐败变质，产生毒素，

吃了会引起食物中毒。

不要吃来源不明的、非专用食品容器包装的、无明

确食品标志的食品。

不要吃野生的蘑菇。雨水过后，野生蘑菇会大量

生长，传统的简单方法和特定经验来识别毒蘑菇是不

可靠的，千万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菇。

不要吃制作环境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冷荤凉菜

在制作过程中容易被污染，应将食物烧熟煮透最为稳

妥。切勿用雨水清洗蔬菜瓜果，生食蔬菜瓜果等食物

一定要用清水清洗。

不要喝生水，不要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关

注饮用水水质是否有变化，如水质的颜色、嗅味，有无

泥沙等异物。如有异常，切勿饮用。生水应烧开后饮

用或选择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自觉保护生

活饮用水水源及环境。

强
降
雨
过
后
伴
随
的
高
温
高
湿
天
气
下
—
—

饮
食
饮
水
卫
生
安
全
须
关
注

本
报
记
者

杨
彦
帆

上图上图：：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智慧药房智慧药房，，发药机器人在发药机器人在配药配药。

张 敏摄（人民视觉）

■服务窗R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

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

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

策部署，持续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努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

难题，医改取得显著成效，健康维护能力明显

提升。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

高 、大 力 发 展 互 联 网 诊 疗 和 远 程 医 疗 服 务 、

设 置 国 家 医 学 中 心 和 国 家 区 域 医 疗 中 心

……随着一项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在广大

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健康中国建设步

履坚实。

健康中国行动深入开
展，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
民健康

正值暑期，湖南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里，

一群眼科“小医生”正专注地给同龄的青少年

开展灯箱视力检测、电脑验光、视觉训练……

这是当地开展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旨在引导

儿童、家长树立近视防控意识。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在全国持续开

展“启明行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健康

促进活动，并发布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核

心知识十条》。

这是 我 国 持 续 推 进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的 缩

影 。 综 合 防 控 儿 童 青 少 年 近 视 工 作 扎 实 推

进，学生体质健康状况逐步提升；为高血压、

糖 尿 病 、肺 结 核 病 等 重 点 疾 病 患 者 和 0 至 6
岁 儿 童 、孕 产 妇 、65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等 重 点 人

群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健康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 ；重 大 疾 病 得 到 有 效 遏 制 ，重 大 慢 性 病 过

早死亡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健全预警响应

机 制 ，全 面 提 升 防 控 和 救 治 能 力 ，筑 牢 公 共

卫生防线……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康

中国行动深入开展，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

健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

升 ，主 要 健 康 指 标 居 于 中 高 收 入 国 家 前 列 ，

城 市 生 活 环 境 改 善 明 显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卫

生厕所普及率逐步提高，人民健康得到全方

位保障。

据介绍，2023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 89 元，新增经费重点支

持地方强化对老年人、儿童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将强化“一老

一小”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提升对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的服务质

量，提高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利用效率和

质量。

持续深化医改，着力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福建省三明市，全市 11 个县市区组建总

医院，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构建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启动实施全民健康管护体系完善

等“六大工程”……医改“小账本”里书写着大

变革，三明医改为全国医改探索了宝贵经验。

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相协同的治理体系，

形成保障人民健康的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攻坚克难，中国特色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基本建立。稳步实施分级

诊疗，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着眼看病难问题，近年来，我国依托高水

平医院设置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提升整体和区域医疗服务能力。截至目

前，我国已设置心血管、癌症、呼吸等 13 个类别

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已确定 5 批 125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项目。

瞄准看病贵问题，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数超过 13.6 亿，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

费用比例降至 27.7%；开展药品集采和医保目

录谈判，已经开展的 8 批集采中选药品平均降

价超过 50%，患者药费负担大幅降低。眼下，

聚焦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等，新一轮的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在进行中。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

工 作 任 务》，对 持 续 深 化 医 改 作 出 进 一 步 安

排。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深化医

改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结合健康

中国、新时代人口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等国家战略进行统筹谋划和推进，接下来要把

任务一项一项抓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下沉，基层医疗卫生网
络更加健全

近期，湖南、四川等地启动大学生乡村医

生专项计划，落实待遇保障，加强继续教育支

持，进一步充实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壮大医疗卫生

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近年来，

我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乡村医生、

全科医生等逐渐发挥重要作用，有力推动各地

不断提升农村与城镇的医疗卫生水平，基层医

疗卫生网络更加健全，服务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如今，群众身边有了 15 分钟医疗卫生服务

圈，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推开。提升医

共体医疗能力的同时，更多工作转向疾病预

防，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和居民医保报销比例

稳步提高。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疗服务也得

到快速发展，省—地市—县—乡—村五级远程

医疗服务网络加快健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络不断健全。截至

2022年底，全国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8万个，实

现街道、社区，乡镇、村屯服务全覆盖。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近年

来，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设

施设备提档升级，服务环境更加良好，基层诊

疗量占比长期保持在 50%以上。目前，全国已

基本实现所有地市和县（市、区）开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为签约居民特别是慢病患者、老年

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包括长期处方、上门服务等

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

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 87.71%的县级医

院达到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截至 2022 年

底，全国累计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过 3 万家。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健康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本报记者 杨彦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