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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的奥兹先生，彬彬有礼、笑声
爽朗，聊起中医来如数家珍。

从 1992 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开始，美国知名健康节目 《奥兹医生
秀》 的主持人迈哈迈特·奥兹，就萌发出
对中医药浓厚的兴趣与喜爱。几十年
来，这位在美国近乎家喻户晓的名大夫
也在寻找一种途径，让中医与西医更好
对话，以实现保健与治疗的目的。

近日，奥兹来到北京。在这个于他
而言拥有特别意义的城市，奥兹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与中医药之间的这段奇妙
缘分。

“中国为世界贡献了许
多宝贵财富，中医药便是
其中之一”

1992 年，当奥兹第一次来到中国的
时候，曾亲眼目睹老中医为患者号脉、
检查患者的舌头，东方的传统医学令他
着迷。

当时，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交流使
者的身份来华的奥兹，前往北京阜外医
院与中国医生共同探讨心脏病的手术治
疗。或许他本人也未曾想到，那一次来
到中国，最大的收获竟是与中医有了一
段不解之缘。

“中国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宝贵财富，
中医药便是其中之一。”奥兹如是说。尽
管发源于中国，但在他看来，中医的许多
理论与治疗体系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适用，
他相信，会有更多人接受中医疗法并喜欢
上这种有别于西方医学的诊疗方式。

面前的他，一如主持 《奥兹医生
秀》时的侃侃而谈。这档风靡全球110多
个国家的知名健康节目，拥有不少粉
丝，而他本人也是美国心脏手术领域的
知名专家，长期专注于心血管疾病、健
康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从 20 多年前那段跨越太平洋的缘分
开始，奥兹就慢慢爱上了中医药文化，
他还曾专门来到中国，录制中医药的相
关节目向全球介绍中医奥秘、介绍中国
的健身文化。那时候，他还饶有兴致地
体验和学习了太极拳，一招一式颇带着
几分东方神韵。

“西医并不能够解决所
有问题，比如‘为什么人
会感到疲倦’”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药为何让奥兹

如此着迷？他告诉记者，相较于西医，
中医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帮助人体进行
自我修复和疾病预防。“西医并不能够解
决所有问题，就比如西医没有办法回答
我们‘为什么人会感到疲倦’。中医讲究
人要保持‘阴’和‘阳’之间的平衡，
人体所感的舒适也与之有关。很多西医
回答不了的问题中医其实可以给出一些
答案。”

放眼世界，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接受和使用中医药。在奥兹看来，中
西医之间固然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在对
患者的诊治过程中有时可同时进行、互
为帮衬，帮助患者重获健康。

在美国，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了
解和尝试中医，但比例仍相对较小。但
奥兹始终对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充满信
心，在他的身边，使用诸如针灸等传统
中医诊疗方法的朋友的数量也一直在增
长。“加强中西医的合作将更好地改善
许多人的健康状况，美国文化提倡的也
是兼容并包，我们都希望能为家人提供
最好的照护。因此，我相信中西医终有
一天会成功‘联姻’，一些制定有严格
标准的企业很可能会成为这个过程中的

助推器。”

“随着对中医药治病原
理挖掘的不断深入，国内
外认可度也会越来越高”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国
内，关于中医药疗效到底有多大的讨
论，始终在进行。

面对一些质疑中医的声音，奥兹认
为，中医药在发展进程中还应进一步重
视对于药理方面的研究，这能够让公众
更好理解中医药的工作原理，揭开“神
秘面纱”。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中医药的病理
性研究中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重视
程度也与日俱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趋
势。随着对中医药治病原理挖掘的不断
深入，国内外认可度也会越来越高。”奥
兹说。

2019年5月，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
会审议通过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
订本 （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

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外感病、脏腑证
等中医病证名称，成为国际疾病“通用
语言”，堪称中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
是中医药在国外得到越来越多认可的明
证，这让奥兹也感到非常振奋。“中医药
已 经 迎 来 了 走 向 世 界 的 最 好 时 机 。”
他说。

与此同时，中国的健康中国发展战
略，更让他看到了“他山之石”的契
机。奥兹认真算了一笔账：“改善健康
方面投入 1 美元，预计可以节省 3 美元
的医疗保健费用，这种投资非常划算，
美国应该学习。中国致力于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在实施‘健康中国’计划中所
付出的努力、得到的经验非常值得在美
国推广。”

这位与中医有着深刻缘分的美国医
生，已经开始计划新的一年里来华的行
程，他的语气中满是兴奋和期待。“每次
来到中国，我都会学习更多的东西。每
一年，我都尝试去体验中医药中新的内
容与不同部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兴奋。”奥兹说，“在向世界传播
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瑰宝的进程中，我
能做的还有太多太多。”

美国知名健康节目主持人奥兹讲述与中医的不解之缘

“中医药迎来走向世界最好时机”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这是一则可能引发近视镜
片生产商心理不适的消息。

据媒体报道，四川省广元
市利州区有一所乡村小学——
范家小学，只有 51 名学生，但
没有一名学生戴眼镜，反倒是
14位教师中戴眼镜的有9人。

这真是跟人们平时的认知
大相径庭。笔者的小孩上小学
四年级，他们班 35 个孩子，有
10 个戴上了近视眼镜。这个比
例和国家调查的数据差不多对
上了。

国 家 卫 健 委 去 年 公 布 的
2018 年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
果显示：总体近视率为 53.6%，
其中 6 岁儿童为 14.5%，小学生
为 36%，初中生为 71.6%，高中
生为81%。

数字看着挺不好受的，但
是很多家长觉得这又是难以避
免的。“小眼镜”现象至少已经
讨论了 30 年。尤其现在，各类
电 子 产 品 、 移 动 终 端 快 速 普
及，孩子们的视力健康面临着
新的威胁：一些孩子玩手机游
戏成瘾，空余时间几乎离不开
手机；一些老师布置作业高度
依赖平板电脑，使之成为“题
海战术”的载体；一些校园推
进信息化建设，结果连原本动
手动脑的课外实践也离不开显
示屏……

所以说，范家小学不过是
例外？非也。这里的学生上课
时，望着电子白板，人手还有
一台平板电脑，每间教室里一
台电脑，供查阅资料。

但是，一方面，电子产品
的使用是有管理的，平板电脑
大多数时候用于教学，课后老
师们会收起来统一管理。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除了每天上课的 5
个多小时和睡觉的 11 个小时，孩子们可以任意在室
外玩耍。如果是上午，在教室里做完眼保健操后，
孩子们要到操场上跑步、做体操。即使是上课，也
有 1/3 的课是在室外，包括体育课、自然观察、乡土
课程。”

原来，范家小学的学生不戴近视眼镜的秘密并不
新鲜，都是常识：参加户外活动，保持充足睡眠，多
接触大自然。

那么，他们的学习耽误了吗？据报道，在全区30
多所小学里，范家小学能够排到中上游。另外，2019
年秋季开学时，这里还迎来了从外地转来的 11 名学
生，有的父母甚至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租下房子陪读。

目前，青少年近视防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
度，这不仅是健康卫生问题，也影响到国计民生。

学生近视问题，不但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是一项战略工程、系统工程、民心工程，需要
各方共同长期努力，共同呵护好孩子们的眼睛。

近年来，各地在预防青少年近视问题上，也在想
办法，积极应对。比如，电子作业需要报备且不超过
20分钟、使用APP布置作业被视为教学事故、学习使
用电子产品时间控制在每天30分钟内……

这些举措都属于减法，预防近视，还需要多做加
法，让孩子们的目光所及更多是绿树和蓝天。如何在
保持一定强度的学习和增加户外活动之间走好平衡
木，这也许就是范家小学带来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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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4日，奥兹先生在北京国医堂了解中草药知识。 受访者供图

2019年度十大
医学新闻发布
阿尔茨海默症新药获批

等事件获评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电 （记者熊建）
2020 年中国医师协会年会日前在北京召
开。期间，在中国医师协会指导下，由多
家机构共同发起的 2019 年度“十大医学新
闻”、“十大医学进展/成果”评选活动公布
结果。

此次十大医学新闻的评选，系由医学
要闻、中国医师、丁香园、医视屏等多家
机构联合发起，经过近 1 个月时间，5000
多名医师投票而选出的行业热点事件。

获奖的医学新闻中，包括中国团队
原创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获批；授
予屠呦呦、都贵玛和顾方舟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施救者免责，可拒绝出
示 医 师 资 格 证 ； 国 家 卫 健 委 公 布 首 批

《严重危害医疗秩序被联合惩戒》 典型案
例；对主要从事临床实践的医生和主要
从事科研的医生，建立更为科学、可行
的评价体系；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
21 个罕见病药品降税；署名为首都医科
大学校长饶毅的举报信实名举报学术界
三位教授论文造假；国家自然科学奖提
名书取消填报“SCI 他引次数”的硬性规
定；科研出版 （医学） 学术监察委员会
正式成立等多个引发社会热议的卫生健
康领域相关新闻上榜。

“十大医学进展/成果”的评选由中国
医师协会各二级分会及相关媒体、机构推
荐，经专家评选确定。

近年来，云南省弥渡县通过提升医疗
保障水平、实施分类精准救治、提高医疗
服务能力、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等手段，让
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
病、防得住病，确保贫困群众健康有人
管、患病有人治、治病能报销、大病有救
助，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健康
医疗服务保障，切实为群众健康筑起一道
道“防火墙”。

除近忧

弥渡县徳苴乡太平村的彝族贫困群众
罗富某，不久前得了急性胃肠炎，同时又
患有高血压。他在新修建的村卫生室输了
几天液后就康复了，同时还开了一个疗程
的高血压药带回家服用。

“我们这里离县城很远，山高坡陡，到
城里看病非常不方便，自从村里新修卫生
室后，随时都有医生上班，看病比过去方
便多了，药费也可以报销一部分。”太平村
的村民说，以前村里有卫生室，但医生经
常不在村卫生室，村民患小病得跑到 20多
公里外的乡卫生院或 60 公里外的县里治
疗，十分不便。

德苴乡太平村村医字香珍则无奈地
说：“过去村里的卫生室只有一间房，用来
放药品和打针，自己是外村人，既没地方

住，又没地方煮饭。乡村医生补贴低，每
天步行很远在家和卫生室间奔走，经常关
门停诊也是无奈之举。”

2017 年，村里新建了卫生室，是座美
丽的独立小院，环境非常温馨，字香珍经
常吃住在卫生室，极大地方便了找他看病
的群众。

近年来，为严格压实精准健康扶贫、
便民惠民措施，让群众方便看病，弥渡县
加大村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采取州
级补助一点、县级财政安排一点、乡村筹
集一点的方式来实施，共投入 1680多万元
实施了 57 个村卫生室新建或改扩建项目，
全县 89 个村 （社区） 均有标准化卫生室，
卫生室面积均在 60—180 平方米。诊断
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药房规范分
设，常用药物种类配备齐全，有效解决了
群 众 看 病 难 题 ， 实 现 了 群 众 看 小 病 不
出村。

弥渡县还夯实了家庭医生服务制度，
建立健全了家庭医生团队管理，组建家庭
医 师 签 约 团 队 234 个 ， 签 约 家 庭 医 生
509人。

去远虑

2019 年 2 月，弥渡县弥城镇贫困群众
庄某祥在院子里突然跌倒，被家人送往县

人民医院治疗。医生告知他病情较重，建
议他到省里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家属担
心省里人生地不熟，不知去哪里治疗，而
且治病可能需要好几万元费用。县人民医
院的医生帮他联系了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专
家，安排了转诊，并告知他看病还能享受
报销。

庄某祥在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系统检
查，诊断为颅内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
出血。医院立即进行手术抢救，经过 26天
的康复治疗，庄某祥脱离了危险。他住院
共花去 19.8 万余元费用，通过“新农合”
保险和县里统筹的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共
为他报销了 18.9 万元的医疗费，自己仅支
付9512元。

弥渡县制定措施，将“让群众看得起
病”作为健康扶贫的重中之重，采取建档
立卡贫困户100%参加“新农合”保险和大
病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各级财政给予定
额资助，且先诊疗后付费。

目前，弥渡县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看
门诊，一般诊疗费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全
额支付。普通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
报销限额则比其他城乡居民提高了 5 个百
分点，对持有特慢病卡的 28种慢性疾病门
诊的报销比例提高到80%—90%。而病情较
重、进行转诊转院的群众，在其通过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报销费用后，

报销比例达不到 90%、其个人年度支付医
疗费用仍超过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部分，则由财政兜底解决，实现了群
众住院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高达 90%，
真正让群众看得起病。

解心愁

2018年11月，家住寅街镇的张大哥像
往常一样去上班，不幸途中遇到车祸，被
及时送到弥渡县人民医院外二科诊疗，经
诊断为左侧胫骨中下段、腓骨上段骨折，
右外踝、后踝骨骨折。

张大哥入院期间，恰逢对口帮扶弥渡
县的上海浦东新区周浦医院派驻骨科副主
任王明辉副主任医师到弥渡县人民医院蹲
点帮扶。王明辉和县人民医院医生组成手
术团队，为张大哥实施了手术。术后张大
哥恢复良好，5天后就能拄拐下床行走。张
大哥及家属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当面给
王明辉送上了感谢信。上海周浦医院和弥
渡县人民医院合作开展复杂性骨科手术，
是弥渡县健康扶贫工作中的一个典型案
例，通过大医院对口帮扶医疗互助，使得
当地群众看得好病。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部
署下，弥渡县通过强化人才队伍，医疗设
备等自身建设来提升医疗水平，与上海周
浦医院和大理大学附属医院开展结对帮扶
工作。实施了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
成功引进了 1 名医学类专业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到县人民医院工作。

弥渡县还积极争取到上海联影公司的
援助项目，引进了新型医疗设备。并通过
大医院分批次派出短期医疗队、长期驻院
医务专家、开通远程专家会诊诊疗系统、
开通重大疾病转院绿色通道、转院治疗一
站式结算系统等办法，大医院与弥渡县人
民医院间实现了无缝对接。

为边疆群众筑起三道医疗“防火墙”

云南弥渡：健康扶贫有力度
石 玉 皋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