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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杂谈

胃癌在中国有较高发病率。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中国胃癌新发病例 47.8 万，
占全球新发病例43.9%；死亡病例达
37.3 万，占全球死亡病例的 48.5%。
胃癌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与之相
关的健康教育就成了一件很有价值
的事。

“暖胃大叔”田艳涛适时出现
了。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胰胃外科病区主任、国家卫健委公
布的首批健康科普专家之一，2020
年 4 月，田艳涛开始在抖音做科普，
既告诉人们如何拥有一个健康的
胃，又告诉人们得了胃癌要如何应
对。他用一年时间做了一本短视频
版的胃癌防治百科全书。

对田艳涛来说，科普是学术和
手术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关注我，‘胃’你好”

十几年前，田艳涛农村老家的
一个婶子胸壁上长了个瘤，到北京
看病。

挂 号 时 ， 婶 子 遇 到 两 个 陌 生
人。他们说：你的病和我们的一
样 ， 这 里 的 医 生 只 会 给 你 做 手
术、化疗、放疗，你和我走，吃
几 副 中 药 就 能 治 好 。 婶 子 信 了 ，
被 带 到 火 车 站 附 近 一 个 小 铺 子 ，
花了大几千块钱买了两大编织袋
的“中药”。

“说是中药，估计就是一些烂草
根。”回忆当时，田艳涛很气愤，但
也无能为力。农村人没有定期体检
的习惯，发现癌症时一般都已是晚
期。他们求医问诊期间，很容易被
骗子盯上。

没过半年，婶子过世了，骗子
却没有减少，公交车站边，不正规
的小诊所仍然用小卡片兜售着他们
的“偏方与奇迹”。利用普通人对癌
症的恐惧与无知，他们散布着反科
学的谬种。田艳涛坐不住了。

癌症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最常
见的胃癌，到底可以怎样预防和
治 疗 ？ 假 使 自 己 或 家 人 得 了 癌
症，又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田
艳涛想用自己的方式提高大家的健
康素养。他主动找到电视台，开始
了医学科普之路。后来，他还陆
续出版了 《漫画胃癌防治》 等科
普书。

2020 年 4 月 27 日，田艳涛入驻
抖音并发布了第一条视频。他说：

“从今天开始，大家会看到我 （发布
的） 有关肿瘤预防和治疗的小视
频。若有胃和胰腺方面的困扰，给
我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关注我，

‘胃’你好。”

“坦然面对，正确待之”

田艳涛没有食言。不到一年，
他发布了 500 多条短视频并积累了
50 多万粉丝。没有太多段子，但每
一条内容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

“红酒养生对不对？”“常吃烫食
容易诱发胃癌吗？”“喝茶能预防胃
癌吗？”田艳涛的话题涵盖了他的专
业领域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他总
是深入浅出，短短几十秒内就能阐
明医学原理并给出科学的建议。

回答常吃烫食是否会诱发胃癌
时，他说：“回答是肯定的。如果
食物、水温度特别高，会对牙龈、
口腔黏膜、食道黏膜、贲门或者胃
黏膜造成伤害。”接着，他用烧伤
后人脸的斑痕来比喻烫食对黏膜造
成的不可逆的损伤，最后给出建
议：“我们要把吃的食物控制在 10
摄氏度到 40 摄氏度，喝的水或者汤
都要晾一晾。达到这个温度，再食
用饮用。”

在田艳涛看来，胃肠道肿瘤，尤
其胃癌，是一种与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的疾病，也正因此，预防相对可实
现。“我跟你说少熬夜、吃东西慢
点、别吃得太烫，少喝或不喝不健康
的含糖饮料、少吃烧烤，你上一秒
知道下一秒就可以执行，不费多大
劲就能从中获益。可如果你不知

道，这些问题都不注意，那日积月
累，胃黏膜就可能损伤甚至癌变。”

除了普及生活中的健康常识，
田艳涛也时常将自己的问诊过程记
录下来。遇到典型的病例，他会先
征得病人同意，然后安上支架、录
制视频。作为肿瘤科医生，田艳涛
还想通过他的短视频传递关于癌症
的 理 念 ， 以 平 常 心 面 对 并 正 确
施治。

“ 癌 症 是 一 种 常 见 病 、 慢 性
病。假如你真的得病了，也不要太
恐惧、太沮丧，现在虽然没办法根
治，但通过综合治疗和营养管理，
人带瘤也能相对健康地活着。”田
艳涛说，但现在很多人往往谈癌
色变。

2011 年，田艳涛在美国德州大
学 MD 安 德 森 癌 症 中 心 做 访 问 学
者。一天，他与教授一同出门诊，
一个胰腺癌肝转移的老太太问教
授：“我还有多长时间？”教授耸耸
肩，说：“我不知道，可能两个月，
可能三个月。”田艳涛无法想象这样
的对话能发生在中国，在他深耕癌
症医学的 30 年中，有 80%的家庭会
选择隐瞒或者说一个善意的谎言。

田艳涛时常遇到这种情况：家
属挂好了号，最后却没出现，因为
家属怕病人知道真相，所以去了其
他综合医院。“相互打哑谜，最后实
现不了治疗效果，这多可怕！”

在田艳涛的短视频中，有相当
一部分都是在阐述癌症是什么、化

疗是什么、医生与家属要以何种方
式与病人沟通。他引用古希腊医学
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比喻，说癌症是
螃蟹，横行霸道又没有规矩；他也
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的话，
将癌症比喻为千年古树上的斑，虽
会留下痕迹，但不会影响树的生长。

对于癌症，田艳涛倡导“坦然
面对、正确待之”，一次又一次地解
释化疗的原理、破除人们对化疗的
误解。他说：“我希望能将对科学的
信心传递出去，因为只有医患双方
彼此理解、信任，才会在治疗中配
合得更加默契，从而事半功倍。”

“学术、手术、科普”

用短视频做科普一年，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了田艳涛。不少人一到
诊室就对他说：“田主任，我是您的
粉丝。”

“医者仁心。”田艳涛一直记着
这4个字。30年前，他刚在河北承德
某家医院做主刀医生时曾遇到一个
病人，胰腺癌晚期。家里穷，等凑
到钱过来做手术，一个大高个儿已
经瘦得和虾米一样了。手术做得还
可以，可也算不上成功。田艳涛很
忐忑，很惭愧，可病人没说一句抱
怨的话。最后家人用担架抬他回
家，临走时，他拉着田艳涛的手
说：“田大夫，好人啊！”

关于这件事，田艳涛直到今天
仍感慨：“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
生的人和家庭，要有多大的信任与
缘分，他才能把命交给你啊！”

田艳涛说，希望自己能学以致
用，将医学精神和医学知识传播出
去。现在病人中有 1/3 是抖音粉丝，
而他的科普也让患者对医生的依从
性变高了。

“哪怕他跟你没有过接触，但他
通过短视频了解了你的理念，看病
前已经研究过你合不合适。当他决
定让你治的时候，就会相信你的决
策。”在田艳涛看来，如果医患双方
能提前建立情感联结，那么沟通与
诊疗的效率都会得到提高，而短视
频帮助完成了这个环节。“它能展示
个人比较真实的东西，有什么好点
子都能讲，是其他形式和平台比不
了的。”

田 艳 涛 将 “ 学 术 、 手 术 、 科
普”比喻成他现在齐头并进的三驾
马车。学术上他已经做到了博士生
导师；手术上他已经做过 3500 台并
获得过全国胃癌手术视频大赛金
奖；唯有科普，一时还没有明确的
结果。但他早就想清楚了：“科普不
是一天两天就能收获成果的，就是
踏踏实实地、持续地去做。”

做了3500台胃癌手术后，田艳涛决定去拍短视频——

“暖胃大叔”说健康
本报记者 熊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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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田艳涛通过短视频和网友互动。图为田艳涛通过短视频和网友互动。

航空总医院日前举行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临床科室的600余人参与团体操、背西瓜、拔河等13个项目比
赛。职工们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展现团结协作、拼搏进取、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号召人们当自己健康第一
责任人，倡导崇尚生活、关注健康的生活理念。

张建房摄 （人民视觉）

前几天，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处罚了一家面
包店。原因是执法人员在他们制作间的厨余垃
圾内发现了大量丢弃的面包，其中不少是刚刚
出炉的。

这些面包被丢弃是因卖相不好，做大了或
小了，扁了或丑了。执法人员认为，根据 4 月
29 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
法》，此行为违法，向商家开具了《责令改正通
知书》并约谈。

日常生活中，对于临近保质期的食物处
理，通常做法是打折卖。但追求新鲜度或品相
的商家有不同思路。他们认为，丢掉不合格
的，可以保证面包整齐划一，建立高端、高品
质餐饮形象，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至于成
本，可以适时调整价格，补偿扔掉的面包价值
并持续获利。

商家的“小道理”或许能说通，不代表社
会的“大道理”也能说通。如果所有商家都这
么干，那么食品浪费现象就会披着“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外衣愈演愈烈，整个社会的财富就
会被不断侵蚀和消耗。

消费者的高品质需求并不必然导致高浪
费。若要提升品质，大可在生产环节提高技术
水平，多做一些成型的“合格品”，少产歪瓜裂
枣的“次等品”；另一方面，还需要制定更精细
的反浪费成本分摊机制。

此次进行查处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给面
包店这样建议：可以寻找一些途径，比如社会
捐赠，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给有需
要的单位和个人，这对防止浪费和树立企业形
象都是有利的。

对很多商家来讲，之所以选择丢弃而非捐
赠，是因为这需要成本：包括寻找、识别接受
捐赠方的信息成本，人工、运输等费用，还有
投入的时间、精力等无形成本。另外，万一转
运途中食品过期或有其他差池，责任怎么界定？

不妨看看他山之石。2016年，法国通过了反浪费食物法草案，禁止
超市扔掉食物，要求食物经销商将多余食物捐赠给慈善机构。实施两
年后，法国超市捐赠未售出产品比例达 90%以上。这一法案之所以卓有
成效，离不开三方面因素的配合。

首先，商家有减税回报。政府给予商家税收激励，税收减免数额相
当于法国食品库存价值的60%。

其次，超市不直接面对受赠者，而是把临期食品交给食品银行、慈
善组织等“中间人”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最后，食品回收企业查漏补缺。企业收取服务费，帮助寻找捐赠对
象并与食品援助组织配对，同时优化后勤资源，收集和重新分配哪怕是
少量的新鲜食品和熟食。这样，即便是身处偏远地区、很难接触到慈善
机构的小型商店，也能及时得到帮助。

三者加总，共同降低了捐赠主体即超市、商店的捐赠成本，并且提
升了食物的流通效率。类似做法，目前国内一些地区也有尝试，例如浙
江金华发起的“共享粮仓”，对加入公益活动的商户提供市场摊位费减
免、提升信用分等激励，居民家中的余量食品也可以放入共享仓供有需
要的人取用。

说到底，面包扔不扔，不仅事关节俭，更考验全社会能否通过制度
构建来最大程度盘活食品资源的能力。反食品浪费法出台后，仍需构建
完整的反浪费链条，通过制度设计，打通上下游供需，做好成本分摊，
更多地用市场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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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电（记者申少铁）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药品监督
管理统计年度报告 （2020 年）》（简
称 《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药品生产企业
7690 家，药品经营企业 57.33 万家，
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2.65 万家，二、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89.86 万家，
化妆品生产企业 5447 家，相比 2019
年，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企业数
量均有增长。

在药品监管方面。2020年，国家
药监局受理国产药品临床试验申请
1099件，上市申请1076件；受理进口

（含港澳台） 药品临床试验申请 587

件，上市申请 300 件；受理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请 881 件，临
时进口申请 489 件。国家药监局共批
准新药临床 879 件 （不包含进口药
品），批准按新药申请程序申报临床申
请 181件，批准创新药临床品种 1096
个，批准创新药生产品种20个。

在医疗器械监管方面。2020 年，
全 国 共 完 成 第 一 类 医 疗 器 械 备 案
35984 件，受理医疗器械首次注册申
请 20654 件，共批准各类医疗器械首
次注册 15208件。截至 2020年底，全
国累计共有境内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
100074件，进口第一类医疗器械 （含
港澳台） 备案7913件；各省级药监局

共 批 准 境 内 第 二 类 医 疗 器 械 注 册
68917件。

在化妆品监管方面。2020年，国
家药监局共批准国产特殊化妆品首次
申报3388件，批准进口特殊化妆品首
次申报 1493 件。截至 2020 年底，有
在册国产特殊化妆品 13984 件，进口
特殊和普通化妆品 89201 件。共有化
妆品生产企业5447家，其中牙膏生产
企业 132家。2020 年各级监管机构共
检查化妆品生产企业1.10万家次，责
令暂停生产企业 75 家次。2020 年共
查处化妆品案件 14316 件，同比增加
64.50%，主要违法主体是化妆品经营
企业和美容美发机构。

中国有7690家药品生产企业

本报北京电（记者李红梅） 为方
便广大患者及时购买到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了2020
年国家医保目录新准入的部分谈判药
品配备机构参考名单 （第一批），包
括19种药品。

截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19 种谈
判药品在全国3324家定点医药机构有

配备，其中定点医疗机构1417家，定
点零售药店 1907 家，15 个药品覆盖
省份已超过20个。

这19种药品是国家医保局组织专
家从2020年新增的谈判药品中筛选出
的首批临床需求迫切、可替代性不强
的药品，安排相关企业报送配备机构
的具体信息，以方便广大参保人员就

医购药。
这19种药品包括了淋巴瘤、非小

细胞肺癌、卵巢癌、黑色素瘤、白血
病、丙肝等疾病的治疗用药，如注射
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阿美替尼
片、泽布替尼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
利胶囊等。相关药品的医保支付政策
按照当地规定执行。

19种新增谈判药品在3324家机构配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