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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舞蹈对中风后遗症病人进行康复训练陪老人在花园里观风景 为老人洗脚

老年一科
主要收治各种老年期慢性疾病、终末期病

人的临终治疗、老年精神障碍如老年性痴呆
等。病区环境优美，设施完备，为生活不能自理
者提供专业的生活护理及功能康复训练等，无
需陪护，解除了患者及家属的后顾之忧。

科主任：张宏强 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泸州
医学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20年，擅长老年期各
类精神障碍、急慢性综合性疾病的诊疗和康复
以及临终病员的治疗。

科室咨询电话：0839-3452642

老年二科
该科主要收治各种老年期慢性疾病、终末期

病人的临终关怀、老年期精神障碍、脑中风后遗症
等记忆智能障碍的老年患者，病区设施完备，温馨
如家，打造“爱心管理”，为生活不能自理者提供专
业的生活护理及功能康复训练等，无需陪护。

科主任：张晓娟 副主任医师 四川省心理
专委会理事、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委员。毕业于泸
州医学院，从事临床医疗17年，曾先后在四川省
精神卫生中心、北京安定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开
展对老年性痴呆专业的治疗和研究。

科室咨询电话：0839-3451462

老年三科
该科开展药物门诊、心理治疗、针灸及中西

结合等治疗方法，主要收治各类老年性精神障
碍、痴呆和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以及全身
器官功能衰退性疾病等患者，无需陪护。

科主任：徐艾林 副主任医师 从事临床医
疗工作近20年，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省精神卫生中心进修学习，对老年
期疾病，如：老年痴呆、血管性痴呆、老年期各种心
理疾病（抑郁、焦虑、躯体化障碍及长期独居老人
心理方面的治疗）有一定的治疗经验和方法，对
于躯体疾病（如脑梗塞、脑出血、脑外伤等）引起的
精神残疾或躯体残疾，从病因入手，进行后期的
药物及心理康复治疗，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科室咨询电话：0839-3420887

老年四科
该科中西结合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所致生活不

能自理或需人协助料理的患者、老年性精神障碍、
终末期病人的临终关怀病人。如中风后遗症、肺
心病、冠心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疾病、老年性
痴呆、帕金森氏病、精神分裂症、焦虑症、抑郁症、
癌症晚期病人、各种外伤所致疾病等，无需陪护。

科主任：刘宝恩 副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广
元市中西医结合内科专委会委员。大学本科学
历，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修学习。
具有深厚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
验，在国家级专业刊物发表专业论文6篇（国家
级核心专业刊物2篇），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
法诊疗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COPD、老年性
痴呆、血管性痴呆、中风后遗症、广泛性焦虑、抑
郁症等内科、精神科疾病。

科室咨询电话：0839-3420704

夕阳无限好 不怕近黄昏
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科：老年病人的康复家园

“感谢医生，感谢护士。”4月6
日，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四
科病房内，一向疲惫不堪的潘女
士心情格外激动，看着眼前昏迷
了70 多天的父亲突然醒来，潘女
士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一边抹
掉眼角的泪水，一边向医务人员
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 1 月 10 日，潘女士的老
父亲在家使用木炭取暖时，不幸
一氧化碳中毒，生命垂危。经医
院及时抢救，暂时脱离了危险，却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告诉潘
女士，她父亲因一氧化碳中毒，脑
细胞被大量破坏，不知道今后能
否苏醒过来。听到这个消息，潘
女士十分悲痛。

两个月来，潘女士一直在医
院照顾老父亲。然而，老人的病
情却始终没见好转，有人劝她，这
种情况不如放弃治疗，把老人接
回家由家人照顾。

面对他人的劝解，潘女士不
为所动。经过多方打听，潘女士
最终决定把父亲送到广元市第四
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科进行治疗。

3月28日，潘女士将父亲送进
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精神
科。入院后，老年精神科医生对
病人的病情进行了详细了解，并
全面仔细的临床查体，采用核磁
共振等仪器对病人进行头颅相关
检查后，医生判断，潘父的病情虽
然严重，但仍然有治愈的希望。

在大量查阅相关病案后，老
年精神四科全体医生针对病人潘
大爷的病情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经综合评估后，诊疗小组决定打
破常规方法，并为潘大爷制定了
一套详细的治疗方案：一方面，
运用药物促进脑细胞氧化还原，
调整新陈代谢，调节处于抑制状
态中枢神经的兴奋。另一方面采
用高压氧、针灸等物理治疗方
式，多套方案同时进行，多方位
治疗。

经过7天全力救治，4月6日，
意识丧失70天的潘大爷终于苏醒
过来。在潘父开口说话的那一瞬
间，潘女士禁不住泪流满面。

目前，潘大爷已能正常饮食，
能与人说话，交流，肢体功能也已
逐渐恢复。根据老人病情，医生
调整了治疗方案，在采取药物治
疗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同时，进
一步加强对潘大爷康复治疗和康
复训练。 邓帅

昏迷70天
七旬老人奇迹苏醒

编前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老年人群的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除常见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心功衰竭、胃肠疾病、哮喘、慢阻肺
等躯体疾病外，老年期的神经症、焦虑、抑郁、老年痴呆以及脑血管后遗症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也是困扰老年人的健康因素，给病人及家庭带来不堪重负。
开展对老年精神疾病防治和研究，已成为当今医学的重要课题。

为顺应社会发展需求，2001年，广
元市第四人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
成立老年科，成为川北地区起步较早
的老年病专科，潜心致力于老年病及
老年精神病的临床医疗与科研。如
今，该科已成为承担广元市老年疾病
防治重任的市级重点专科。

规模
该科秉持”关怀老人、服务社会、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科室规模不断
壮大，医学水平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走在防治老年疾病和提高老
年生活质量的前列。经过 10 余年的
发展，已由当初的一个病区发展到现
在的四个病区，开放病床450张，住院
病人近500人，温馨的环境，亲情式的
服务，高质量的医疗，为夕阳中的老年
病人提供温暖与呵护。

优势
老年科以三级甲等医院广元市第

四人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四川
省区域心理卫生培训基地为依托，拥
有雄厚的医资力量和一流的护理团
队，强调系统诊断治疗护理方案（药
物+心理+物理康复治疗等），医疗技
术、科研能力、教学水平走在川陕甘毗
邻地区同类医院前列，该科拥有高级
职称专家 8 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
员15人，心理咨询师10人，为老年人
的各类躯体疾病、精神障碍的临床治
疗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医疗设备上，该科拥有先进的
1.5T超导核磁共振、螺旋CT、DR、彩
超、高压氧舱、医学检验中心、心理CT
等设施设备，为病人生命健康提供了
有力支撑。

近年来，该科系相继开展了“加兰
他敏治疗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临床疗
效观察”“舍曲林对于2型糖尿病伴有
情绪障碍患者血糖影响的研究”“依那
普利叶酸片治疗H型高血压的临床研
究”等新技术、新项目和省市科研
课题。

特色
作为引领本地区老年病防治工作

的市级重点学科，该老年科开展了临
床医疗、功能康复、生活护理、临终关
怀等服务，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

结合现代疾病谱和老年人的生
理、心理特点，开展对各种精神障
碍、神经症、老年痴呆、中风、帕金
森综合症、焦虑症、抑郁症、冠心
病、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
肺病、老年骨质疏松、震颤麻痹和脑
血管后遗症等疾病的诊治，以及功能
康复、心理咨询等服务。

实行 24 小时专人巡视制度。病
区责任制护士随时巡视责任护理单
元，一旦发现有需要帮助的老人，立
即将情况报告给每个病房的主管
医生。

为老人进行心理治疗。该科依托

三甲医院优势，对老年各科均配备了
国家级心理咨询医师，实行医疗、心
理双轨制查房，为老人进行心理治
疗。同时，配备了经培训合格具有心
理抚慰特长的10余名护理人员。

个性化膳食。营养医师定期开展
营养查房，在餐饮膳食上，根据每位
老人的实际情况和家人意见，提供个
性化的饮食。

文娱活动丰富多彩。为丰富老年
病人精神生活，该科开展了棋、牌、
书、画、舞蹈等多种活动项目，在丰

富老人生活的同时，达到康复训练的
目的。

随着“三好一满意”活动的深入
开展，老年科响应医院提出的“打造
护理服务亮点工程”，以星级服务为
坐标，更新服务理念，开创优质护
理，提高护理质量，打造科室文化，
营造“患者的满意是我们的目标”和

“爱老、尊老”浓郁文化氛围，把老
年疾病科发展成为治疗老年疾病更专
业、护理老年疾病患者更科学的老年
病人精神家园。

给老人喂饭菜给老人喂饭菜

■■■ 部分专家概况 ■■■

新华社成都4月28日电（记者 黄
毅）四川省日前出台新规，全省不再新
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现有的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一旦发生重大以上事故，一律
提请县级以上政府对其予以关闭。

四川省安监局日前出台强化烟花爆
竹安全监管“五项”举措，明确规定，
严格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审批，不再新建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并停止审批搬迁重
建烟花爆竹生产性建设项目、扩建烟花
爆竹生产性建设项目、许可证过期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的改建项目。

同时规定，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一旦
发生事故，将予以重处，对发生较大安
全事故的生产企业，依法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并限期１年停产整改，逾期未完

成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条件的，
将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提请当地
政府予以关闭；对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的
生产企业一律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
以关闭。四川还对全省21个市（州）烟
花爆竹实施“零死亡事故”指标考核，
发生烟花爆竹安全事故的市（州）将被
全省通报。

此外，四川省安监局还出台了强化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八项”举措，规
定，对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危化品企
业，一律依法暂扣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证、暂停其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达
标创建工作（已达标的取消资格），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按事故罚款上限
处理。

四川不再新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4月28日，宣威市龙场镇五里村农民在包装加工好的玫瑰花茶。
云南省宣威市龙场镇五里村农民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种植。自2013年起，已有316户群众

种植玫瑰1200亩，每亩年经济效益达到5000余元，农民经济收入大幅增长。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高原特色玫瑰种植促山区农民增收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记者

杜宇 陈炜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确

定把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

品、乳制品、肉制品、白酒、饮料、

食用植物油、食品添加剂等8类食品

作为 2014年生产加工环节食品监管

的重点品种。这是记者 28日从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获悉的。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在

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和区域特色

食品特点，确定本地区需要重点治理

的食品品种，深入分析存在的突出问

题及其原因，扎实做好重点食品安全

监管和专项整治工作，有效防范安全

风险，着力消除各类隐患，切实守住

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问题

的底线。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表示，要综合

运用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监督抽

检、风险监测、行政执法等手段，督

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从原辅料采

购、过程控制、检验检测、出厂放行

等各个环节入手，改进企业生产条

件，切实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针对抽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要

求以白酒中塑化剂、含油脂类食品中

塑化剂、植物油中苯并芘、乳制品中

三聚氰胺，以及食品中重金属、农药

残留量、食品添加剂等危及人体健康

安全的关键指标为重点，依法组织开

展重点食品的国家和省级监督抽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确定8类食品为
今年监管重点品种

新华社成都4月28日电（记者 董
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28日说，新一轮

“菜篮子”工程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优先将城市郊区菜地划入永久
基本农田，确保菜地面积不减少、用途
不改变、质量有提高。

记者从正在此间召开的全国都市
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
上了解到，1988年我国启动实施了“菜
篮子”工程，实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20多年来生产稳定发展，品种日益丰
富，质量不断提高，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总体上保障了蔬菜供应和市场稳定。
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保障
均衡供给、确保质量安全和保持价格平
稳的压力越来越大。

“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对农
田和灌溉用水造成污染，加上农业面源
污染，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这几
年发生的镉大米、毒豇豆、毒生姜等事
件，给生产和消费造成了很大影响和损
失。”韩长赋表示。

同时，“菜篮子”产品供给容易受到
季节、气候、周期、流通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加上有的城市把生产甩给主产区，
供给依赖大市场，运输距离越来越远，
流通环节多，导致流通成本大幅增加，
加剧了价格波动。

韩长赋说，拎好“菜篮子”，关键是
建好“菜园子”。要在确保粮食生产基
本稳定的基础上，重点抓好蔬菜、禽蛋、
鲜奶等鲜活农产品生产，加强基地建
设，稳步提高自给能力。同时，在外埠
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增强均
衡供给能力。

韩长赋表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
面，要坚持生产和监管两手抓。深入推
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确保从投入品到采
收全过程都做到依标生产、安全可靠；
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
保从田间到餐桌各环节的责任可追究。

在价格方面，要加强“菜篮子”产品
产销全过程监测预警，及时发布动态产
销信息，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生产。统筹
规划批发市场建设，扶持发展农产品电
子商务，落实好“绿色通道”政策，发展
农社、农校、农超对接和社区便民菜市，
切实把流通成本降下来。

农业部：

大城市可优先将菜地
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新华社南京4月28日电（记者 韩
洁）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财政支农
工作也迎来改革契机。财政部部长助
理胡静林 28 日在此间透露，今后三
年，将从五方面重点推动财政支农改
革创新。

胡静林指出，今后三年要重点推进
五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一是创新政策
手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持开展
耕地修复保护试点，支持生态友好型农
业发展，有序推进耕地、河湖“休养生
息”。继续支持增强国内粮食和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支持加快农业“走出去”步
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创新支持方式，促进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落实完善项目对接政
策，将符合条件的支农项目，交给农民
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或
运行管理。创新扶持机制，适当扩大财

政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创新、农业生产
全程社会化服务两项试点实施范围。

三是遵循系统观念，创新农林生态
保护建设机制。创新财政支持政策，统
筹推进森林、草原、湖泊、河流等农林生
态保护建设，促进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是改革创新扶贫机制，完善扶贫
资金使用管理。紧紧围绕改善贫困人口
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
能力这两大目标，推动政策与对象对接、
需求与资金对接，促进扶贫开发与区域
发展相结合、财政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
合，切实提高扶贫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五是改革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支农
资金使用效益。构建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的长效机制。探索PPP模式、政府购
买服务等在农业农村领域的运用。完
善推进支农项目管理模式。

国家财政将大力支持农业
“休养生息”促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