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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故事汇·最美医生▶▶▶ 养生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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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沐铁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
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脂肪肝已成为常见肝病之一。
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马安林说，对脂肪肝需要重视和预
防，防止形成终末期肝病。

“脂肪肝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
还有一些病人存在免疫系统方面紊乱、内分泌失调等情况。”马安
林表示，但不是所有的脂肪肝都是肥胖型。脂肪肝中肥胖型可能
占70%至80%，还有20%至30%属于瘦素型。

马安林介绍，瘦素型脂肪肝分几种情况。第一类是青少年脂
肪肝，青少年脂肪肝与成人脂肪肝在组织学里的表现以及炎症部
位和治疗方式都不太一样。第二类是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合并脂
肪肝，而脂肪肝的合并有时并不伴有肥胖。

如何防范脂肪肝的发生？中日友好医院消化科主任杜时雨建
议，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保持正常作息，少熬夜；
其次，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一些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的食品
需要严格控制；同时养成锻炼的好习惯，这是保持身体健康非常
重要的方面；最后，不随便吃保健品或者减重食品，如有需要，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总之，脂肪肝发生以后，一定要视具体情况分门别类对
待。”马安林说，不是所有BMI（身体质量指数） 大的人才有可能
得脂肪肝，BMI正常的人也可能会得脂肪肝，并且这种脂肪肝有
一部分发展速度较快。对于脂肪肝的控制，生活方式调节是一方
面，但内分泌、免疫性系统疾病的控制和调节更有效。

专家提示需警惕瘦素型脂肪肝

一名9岁的孩子，会和“脂肪肝”这样的
疾病扯上什么关系？

近日，一则“9岁女孩暑假胖十几斤查出
脂肪肝”的新闻上了网络热搜。在河南郑
州，9岁女孩琪琪放暑假回老家和奶奶一起生
活。饮料、炸鸡、汉堡、甜点……无论琪琪
想吃什么，奶奶都会尽力满足。短短一个
月，琪琪像“吹气球”一样胖了十几斤。看
到孩子突然胖了这么多，琪琪的母亲很是担
心，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琪琪患上了脂
肪肝，同时，孩子的血脂、尿酸数值也偏高。

小小年纪就患上了脂肪肝，令人痛心，
但琪琪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脂肪肝在
儿童中尤其是肥胖儿童中患病率有升高的趋
势，有医生发现，暑假期间查出脂肪肝的小
患者变多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缺乏锻
炼、膳食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高蛋白、高脂
肪饮食是导致肥胖症、脂肪肝、高胆固醇血
症等的主要原因。

“小孩子长得胖有福气”“白白胖胖的孩子
才是养得好”“能吃是福，小孩子多吃点没
事”……受传统观念影响，长期以来，有不少
人像琪琪的奶奶一样在饮食观念上存在这样
的误区，认为孩子吃得多就是吃得营养、长
得胖就是健康，“白白胖胖”一度成为孩子养
育得好的标准。殊不知，肥胖本身就属于营
养不良，它会增加孩子患胰岛素抵抗、糖尿
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脂肪肝、高尿酸血
症、性早熟等疾病的风险，因此，虽然孩子
正在长身体阶段，体重也不宜超标。

如何预防孩子发展为“小胖墩”？食育教
育亟待普及。食育教育包含对食物的了解、
食物的烹饪方式、食物的文化等内容，孩子接受食育教育后，会
对食物产生更客观的认识，从而对食物采取正确的态度。不少孩
子天生喜好多油高甜食物，因此，家长更有责任主动采取健康的
生活方式，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摒弃高油高盐高糖等
不良饮食偏好，避免养成对食物“爱恨分明”的态度。

近年来，以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合理膳食行
动、《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和《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管理规定》 为行动指南，各部门、各地区在食育宣教等方面
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家长也认识到食育教育的重要性，随着食
育教育日渐深入人心，相信将“白白胖胖”等同于“营养健康”
的人会越来越少，国民的健康膳食水平将会更上一层楼。

““曼巴小马曼巴小马””驰骋驰骋泽库草原泽库草原
本报记者 王美华

近日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向国家卫健委向
全社会公开发布全社会公开发布20222022年年““最美医生最美医生””先进事先进事
迹迹。。丁仁彧丁仁彧、、马文义马文义、、许润三许润三、、孙宁孙宁、、张张
静静、、周行涛周行涛、、胡敏华胡敏华、、高琪高琪、、管向东管向东、、潘凤潘凤
等等1010名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名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
家队光荣入选家队光荣入选。。

每一次出诊每一次出诊，，每一台手术每一台手术，，每一次逆行每一次逆行
出征……他们都矢志不渝维护人民健康出征……他们都矢志不渝维护人民健康，，生生
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奋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的奋
斗历程和光辉成就斗历程和光辉成就，，深刻诠释了深刻诠释了““敬佑生敬佑生
命命、、救死扶伤救死扶伤、、甘于奉献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大爱无疆””的崇的崇
高精神高精神。“。“最美医生最美医生””是中国近是中国近14001400万医疗万医疗
卫生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卫生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也是全心全意守护也是全心全意守护
人民群众健康的平凡英雄人民群众健康的平凡英雄。。本版今起开设本版今起开设
《《健康故事汇健康故事汇··最美医生最美医生》》栏目栏目，，带您走近这带您走近这
些些““最美医生最美医生”。”。

泽库县，隶属青海省黄南藏族自
治州，平均海拔在 3700 米以上。在这
片离天很近的高地草原，有一位深受
牧民喜爱、信任的医生。27 年来，他
尽心竭力为群众祛病疗伤、排忧解
难，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曼巴小
马”（“曼巴”为藏语，即医生）。他
就是泽库县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马文义。

“我的心早已扎根在这片
草原”

1995 年，从黄南藏族自治州卫校
毕业的马文义被分配到泽库县。泽库
县居民以藏族为主，马文义此前从未
接触过藏语，初来乍到，他要过的第
一个难关就是语言。

“刚到草原那会儿，因为语言不
通，我给藏族患者看病时总得请别人
帮忙翻译。”马文义说，为了掌握患者
的第一手信息、提高诊疗准确度，他
缠着藏族同事教他学习藏语，还积极
参加县里的藏语培训班。经过努力，
一年后，马文义就基本摆脱翻译，能
直接和患者交流了。“说藏语不仅方便
与患者和家属沟通，而且能拉近和群
众的距离。现在我下乡巡诊时，还能
用藏语为藏族群众讲解医疗惠民措施
和医疗保健常识。”他说。

泽库县地处偏远，过去医疗卫生
条件比较落后，医务人员紧缺，科室
划分做不到像大医院那样细致精准，
而现实中患者的救治需求复杂多样。

“有时会遇到需要紧急救助的患者，比
如急诊孕产妇、骨科外伤患者、脑外
伤患者等，有的患者情况比较严重，
来不及转运到上级医院，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掌握相关的医疗技术。”马文义
说。他本是一名普通外科医生，为了
满足群众的现实就医需求，自学了妇
科、儿科、骨科等各科核心基础知

识，努力做好应急救治准备。通过不
断钻研和长期的实践锻炼，马文义逐
渐成长为一名精通内、外、妇、儿、
骨科等常见病的全科医生。

在基层从医，常常没有严格的上
下班时间，一切都要适应群众的看病
需求。很多时候，马文义和同事们都
是门诊、手术齐上阵，做完手术接着
看门诊。多年来，马文义已经习惯了
被牧民“围”在办公室，“拦”在下班回
家的路上，也习惯了24小时开机……

2013 年，64 岁的尕洛卓玛因急性
化脓性胆囊炎合并胆囊结石入院，情
况危急。刚做完当天第3台手术的马文
义见状，二话不说又走进手术室。经
过约3小时手术，卓玛转危为安。此时
已是半夜，这一天马文义忙得没吃
一顿饭。“那天我接连做了 4 台手术，
虽然十分疲惫，但看到患者恢复健
康，我觉得万分值得。”他回忆说。

凭 借 不 懈 的 努 力 和 对 事 业 的 热
爱，马文义获得在西宁的医学院和三
甲医院学习进修的机会。2002 年，他
从青海医学院 （现更名为青海大学医
学院） 毕业。这时，马文义有了新的
选择机会：基层条件艰苦，要不要到
医疗技术和生活环境更好的省城工
作？他的答案是，继续扎根基层。

工作 27 年来，马文义前后有 4 次
调离泽库的机会，甚至有2次组织上已
经下了调令，但每一次，他都放弃了
机会。“当时县里的医疗人才不多，这
里的群众需要我，我也热爱这片草原
上的群众，多年来我们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马文义说，他的心早已扎根在
这片草原。

“他太忙了！”马文义的妻子李巧
红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丈夫工作忙
碌，对家人陪伴相对较少，李巧红非
常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这是一份神
圣的职业，那里的牧民需要他，他也
离不开那些牧民。

“‘曼巴小马’像叫家人一
样亲切”

在泽库，“曼巴小马”这个称呼几
乎家喻户晓。来县医院看病的牧民不
少会先打听“曼巴小马”在不在，许
多牧民的手机里存着“曼巴小马”的
电话号码。

2016年4月的一个周六，马文义在
回家途中接到群众打来的求助电话。

“电话那头的语气很平和，听起来也不
急迫，说家里的姑娘从早晨开始一直
不说话，精神很差，在诊所打了针，
效果也不好，想让我过去看看。”马文
义说，听患者家属的描述，像是一般
疾病，但如果不去看看，心里总是不
安，于是立刻掉头返回。见到患者
后，检查发现患者的血压已经无法测
到，综合检查发现，患者的腹腔脏器
破裂出血，发生失血性休克，需要紧
急采取措施。

“我们一边向家属了解患者的基本
情况，一边为患者建立深静脉通道，
输血、补液。手术时打开腹腔后，患
者满肚子都是血，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找到出血点，把血止住，把病灶去
除。”马文义介绍，患者是由于宫外孕
引发的大出血，由于失血性休克情况
比较严重，加之患者心跳呼吸状况都
不好，手术期间险象环生。经过争分
夺秒的抢救，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平
稳下来。

“这位患者非常年轻，她脱离危险
后，她的母亲哭着抓着我的手说感
谢。我当时非常感慨，作为一个医
生，责任感有多重要？如果当时我一
念之差没有赶回去，这位患者可能会
失去生命，我一辈子都会感到愧疚。”
在马文义看来，因为健康所系、生命
相托，医生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也
不敢有丝毫大意啊”。

从医多年，经马文义治愈的患者
不计其数。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
了患者送的感谢锦旗，墙角的衣架上
挂满了牧民献上的哈达。他说：“这不
是为了炫耀，而是体现对患者的尊
重。看到自己献上的哈达和锦旗在这
里，牧民们就会觉得‘曼巴’已经接
受了他们的感激和敬意。”

凭借医者仁心和不断钻研，马文
义和同事们完成了很多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事，如腹腔镜下胆囊切除加
胆总管探查术等，填补了当地医疗技
术空白，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

“不管得了什么病，只要交到你手里，
我就很放心。”一位76岁的患者这样对
他说，这份信任让马文义铭记于心。

2018 年的一天，独自一人在山上
的马文义突然遭遇暴雪，在山里迷
路。恰巧遇到一户牧民，“他们认出了
我，赶紧用炉子生火，端出馍馍，拿
出家里最新、最好的衣服给我穿，还
用摩托车送我回县城。”这件事马文义
至今记忆犹新。

“我特别喜欢牧民管我叫‘曼巴
小马’，这让我感觉很亲切，感觉像叫
家人一样。”马文义说，他给藏族患者
做手术时，他们常常会向自己献上哈

达表示谢意，“每当这时候，我都满心
感动。”

“做一名医生，挺好；做
一名牧区医生，更好”

27 年来，马文义带领团队攻克多
项技术难关，建立高危产妇中心和胸
痛中心，填补了泽库县医疗卫生技术
多项空白，带领医院成功创建二甲医
院……与此同时，在党和国家的大力
扶持下，藏区的医疗条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泽库县人民医院，无论是
硬件水平、医疗技术，还是科室设
置、信息化改造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
改进，许多以前做不了的检查现在能
做了，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质的
飞跃。

马文义介绍，2013 年前，泽库县
人民医院的业务用房面积是 3700 平方
米，2018年搬迁新址后增加到1万多平
方米，现在医院正在修建急救中心、
医用综合楼等建设，面积将扩大至2万
多平方米。

留住人才、培养人才也是马文义
极为重视的方面。“高原牧区人才不好
留，我们通过加强人才培养，给他们
发展的空间和平台，培养了一支带不
走的强有力团队。”马文义说，通过把
相关人员送出去、把相关老师请进
来，泽库县人民医院形成了长期的人
才培养方式。

几年前，泽库县人民医院手术量
较少，二级手术一年100多台，难度高
一些的三级四级手术不多。近年通过
人才队伍培养，去年三四级手术已占
到总手术量的34%，在青南牧区排名第
一。与此同时，能独立在腹腔镜下完
成的三四级手术量大幅提高。

医疗水平提高直接惠及了当地百
姓。“我们县医院现在能做到一般常见
病在县域内治疗，给患者减轻额外负
担。在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基础上，把
县域内资源下沉到乡村，实现全县域
医疗资源共享，实现了医共体全覆
盖。”在马文义看来，县人民医院承担
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以前，很多急症、危重症患者在
转运时，由于路途遥远而得不到及时
救治。因此，多年来医院在急救、高
危孕产妇中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现在很多危重患者在本地就可得
到救治。”马文义清楚地记得，医院曾
接诊一名因外伤导致腹腔多发性脏器
破裂、失血性休克的患者。患者生命
垂危之际，医院以最短时间建立中心
通道，成功做了手术。

获评“最美医生”后，马文义感
觉既幸运又幸福。“其实，基层一线优
秀的医生有很多，我会更加努力，为
老百姓好好做点事，不忘救死扶伤的
初心。”他说，“每当看到患者康复后
脸上灿烂的笑容，我的内心就会升起
一种欣慰与自豪。做一名医生，挺
好！做一名牧区医生，更好！”

未来，“曼巴小马”马文义将与日
益壮大的团队一起，继续守护这片草
原儿女的生命健康。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在马文义和全院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泽库县人民医院于2015年7
月顺利通过“二级甲等”医院的评审验收，医院突出重点特色学科建设，
进一步满足了当地群众的就医需求。

图为马文义 （右一着绿色手术服者） 和同事在为患者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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