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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记忆

一本台历即将翻完，我们就要送
走2017。

这一年，我们紧跟强军步履，深
入基层一线了解官兵练兵备战中存在
的健康问题、新时代军人的心理特
征，与军内外医学专家建立咨询关
系，向战友们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健
康常识—

阳光明媚的周日，某旅战士司
秉涛从手机上浏览 《军人健康》 电
子版。今年初，他跑步时左腿受
伤。无意中他看到 《军人健康》 版
刊发的 《跑姿不对，膝伤脚累》 的
文章，其中指出了体能训练误区。
他跟着学习掌握跑步方法后，体能
成绩进步很快。现在，他习惯向战
友分享 《军人健康》 版知识，寻找
减少训练伤的小窍门。

寒风呼啸的昆仑山，新疆军区
某团连长申斌从案头拿出 12 月 3 日
的军报，带着驻训战士学习 《军人
健康》 版防冻伤、防高原反应常
识。他感慨地说，这张报纸上有许
多规避训练伤的经验方法，平时，
他把收集的这些报纸当作“训练手
册”，指导科学练兵。

空军某干休所的一栋小楼里，
86 岁的老干部董良正在阅读《军人
健康》 版上的 《李时珍的食疗养
生》 文章。今年，我们新开“国医
与养生”专栏，讲授名医名家和传
统医学的养生之道，董老看到后就
喜欢上这个栏目，从中学习保健养
生知识。

有人说，有军人、有网络的地
方，就有《解放军报》，就有“军人
健康”。

这是一种习惯。风雪交加的 11
月，西藏军区干部晏良熟练地打
开 《军人健康》 版微信公众号，
查阅皮肤病防治方面的文章。利
用微信公众号，查阅军人健康相
关知识，已经成为许多官兵的阅
读习惯。

这是一种情怀。三九寒天至，野
外练兵忙。去年从火箭军某部转业的
干部汪兵，下班回到家里，便打开电
脑为《军人健康》版撰写《冬训中如
何防治冻伤》的稿子。汪兵脱掉了军
装，可脱不掉对《军人健康》版成长
的关注。

这是一种责任。空军某部卫生员
尚洁岩去石家庄出差返回云南蒙自营
区的当晚，不顾疲劳写起《跑步方法
不当易伤膝关节》的稿子。前几天，
她巡诊发现，有些战士膝关节损伤严
重，想借《军人健康》版给战友们提
个醒。

再过几天，将要掀开 2018 年的
日历，希望广大战友一如既往地与
我们一同探寻新时代强军路上的
军人健康经验、方法，为全军将
士练兵备战提供强健营养、强健
心理、强健体能支持，为战斗力提
升贡献力量。

为战友健康
打开一扇窗

■丁 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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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班长，你把报纸剪下来，贴贴
画画，用来做什么呀？”连队卫生室
内，正在拔火罐的战友徐冀帅一脸好
奇地问道。“我收集的可是报纸上的
‘健康经’，它可帮了我大忙！”我笑着
向他解释道。

说起这本“健康经”，可是见证
了我的成长历程。刚担任连队卫生员
那会儿，我虽然经过短期的专业培
训，但学到的卫生技能仅是皮毛。一
次连队战友小陈踢球时，不慎扭伤
脚踝，我身在现场，却手忙脚乱、
不得要领。战友们背后的议论让我
如坐针毡，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的
技能水平。

一次与军报《军人健康》版的不
期而遇，让我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自此便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寻宝”之
旅，每每发现版面上“疗效好、易实
施”的卫生防病妙招时，我总会悉心
剪切下来，分门别类地贴到本子上，
并在旁边做好注释。现如今，我的
“健康经”已经积累了上百页、万余字
的注释，我还将有的内容编成卫生防
病顺口溜印制成册分享给战友们。伴
随着“健康经”发展壮大，我的专业
技能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让战友们
刮目相看。

翻开“健康经”，往日刻苦学习专
业技能的场景历历在目。其中，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针灸疗法的学习。
今年 4月初，《军人健康》版一篇关于
针灸治疗训练伤的文章，引起了我的
浓厚兴趣。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针

灸治疗训练伤，疗效立竿见影，这让
我惊诧不已，同时也暗下决心，一定
要掌握针灸疗法。

在卫生队队长的帮助下，我购买
了《针灸学》等专业书籍以及针灸器
材，采取一边学理论一边拿自己试验
的方法，开始了取穴进针等针灸基本
功的学习。在我的不懈努力和队长的
精心指导下，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终于初步掌握了肩、膝、踝关节急
性软组织损伤等常见运动损伤的针灸
治疗方法。第一次拿战友小徐试手
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好在凭借前期
的积累，我顺利地完成了治疗。看着
小徐的训练伤在针灸治疗下显著好
转，我心中乐开了花。

后来为了更有效地缓解战友们的

病痛，我又自学了拔罐疗法，并将其
运用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肩
背酸痛等常见损伤，受到了连队战友
们的一致好评，不少友邻连队的战友
也“慕名”前来拔罐，战友们都亲切
地喊我“陈中医”。

如今，“健康经”已经成为我履
职尽责的“撒手锏”，无论是野营驻
训还是实弹射击，我总会随身携
带。小到晒伤，大到传染性疾病，
战友们总能及时得到我分享的防治
方法。“健康经”中传递的健康理
念，也如一颗种子在战友们心中生
根发芽，引导他们科学防病治病，
健康快乐生活，以健康的体魄投入
到训练中。

（王锡圣、王强整理）

我从报纸上剪来的“健康经”
■中部战区陆军某炮兵团卫生员 陈中杰

全军军队医院建立

并开通为部队官兵服务

热线电话

2017年 3月 1日起，全军医院（含
临床部、分院）向体系部队官兵正式开
通为部队服务热线。具体服务内容主
要有 6项：宣传解答军队医疗保障政
策制度规定，开展看病就医问题咨询
并提供相应帮助，协调办理军队伤病
员会诊、转诊事宜，听取对医疗服务保
障和为部队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受
理对医疗服务保障和为部队服务工作
的监督投诉并妥善处理反映的问题，
随访测评军队伤病员就医满意度。

全军医疗机构实行

持“军人保障卡”体检

自 2017年起，全军医疗机构实行
持“军人保障卡”体检，并根据干部既
往健康状况，为每名干部量身定制个
性化体检方案。此举既能保证各项体
检消耗准确计费、上报核销，又能准确
采集干部个人基本情况，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

军队干部实行全军

医院门诊就医“一卡通”

从 2017年 10月 1日起，军队干部
全军医院门诊就医“一卡通”全面实
行，军队干部持军人保障卡（医疗保健
卡）可在全军医院门诊就医。实行军队
干部全军医院门诊就医“一卡通”，进
一步拓宽了保障范围，保障对象涵盖
全军现役军官、文职干部，以及军队管
理的离休、退休干部；保障机构包括全
军所有后方医院（含临床部、分院）、军
医大学附属医院、队属医院，以及编制
有医疗床位的疗养机构。

我国破除“以药养医”

机制，医院收费更合理

2017年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持续
推进的一年，到 9 月底，除中药饮片
外，我国所有公立医院取消了实行 60
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破除了“以药养
医”的机制，调整了医疗服务价格，使
医院的收入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取消
药品加成后，我国将切实加强公立医
院监管和医疗费用控制，健全公立医
院全面预算、第三方审计和信息公开
制度，防止药品加成取消后又出现以
耗材、检查、化验牟利的情况。

我国启动医联体试

点，百姓看病更方便

2017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
指导意见》，提出 2017 年基本搭建医
联体制度框架，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
医联体建设试点，逐步实现“小病首诊
在基层，大病上转到大医院，康复治疗
回基层”的良性就医格局。5月，国家
卫计委、国务院医改办印发《关于做实
做好 2017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的通知》，提出 2017年在 85%以上的地
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我国制定大病保险

向困难群众倾斜办法

2017 年 2 月，民政部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的通知》，
要求各地统筹考虑大病保险筹资水
平、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低保标准
等，制定大病保险向困难群众倾斜的
具体办法，明确降低大病保险起付
线、提高报销比例的量化要求。实行
县级行政区域内困难群众住院先诊
疗后付费，困难群众出院时只需支付
自付医疗费用。

（王锡圣整理）

健康·政策

寒冬时节，武警四川省总队医院派出专家深入偏远中队开展医疗巡诊服务活动，为基层官兵检查身体、送医送药，周到贴心的健康服

务让官兵倍感温暖。 李华时摄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这一年，《军人健康》版的镜头聚焦舰艇走向深蓝、铁甲碾破大漠、战鹰冲入长空、长缨

挺进高原，把脉问诊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各种健康疾患，为广大官兵身心健康拿对策、开药方，
有效预防训练伤的发生。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让我们携手探寻新时代强军路上的军人健康问题，为战友们提供更
加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战斗力生成注入健康动能。

关注迷彩“TATA”

获取更多健康知识

版式设计：苏 鹏

俗话说，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

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对于军人而言，

没有健康就难以完成作战、执勤等军

事任务。

一个士卒的健康水平，与国家钢

铁长城的稳固有直接关联，犹如“马

蹄铁效应”。自从兵戈兴，诸侯将帅普

遍重视士卒健康，春秋战国时期已经

形成军事医学。《吴越春秋》记载，越

王勾践伐吴之际说：“士有疾病不能随

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

与之同食。”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将士们

南征北战，甲胄夜不离身，难免受到

训练伤的困扰，面临诸多的心理压

力，如何最大限度提升军人健康水平

是世界各国普遍探究的问题。

说起健康，不是单纯指个体的生

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也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从 2006年开

始，美军就陆续提出一系列军人强健

计划，力求从体能强健、心理强健、

环境强健、精神强健等方面提升美军

的健康水平，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新时代，我们肩负着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的使命重任，拥有强健的肌体

尤为重要。正是每一名官兵的身强体

健，才使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

“筋骨”越来越强健。

全军常态化练兵备战，对我军官

兵的精神、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都是

全新的考验。也许有人会说，未来战

场上都是打非接触、“玩高科技”，人

的身体素质不再重要。但从当前世界

的局部冲突来看，坚守前沿阵地还是

靠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仍是

血肉之躯。

对军人来讲，健康的肌体是适应

战场环境、完成作战任务的基石。

健康应是军人的一种理念。今年

秋天，一张征兵体检报告单成为朋友

圈里的“网红”，广大青少年因为生活

习惯不健康、作息时间不规律造成身

体素质偏弱的现状值得警醒。在组织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文艺晚会

时，有位导演感叹，现在挑选红军演

员都很难，许多演员缺少那种清瘦、

刚毅的神情。军人作为特殊群体，对

其体质有刚性要求，上级机关先后制

定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体能标

准》《中国军人通用健康标准》，从硬性

规定上培养健康理念，增强身体素质。

健康应是军人的一种生活。当

年，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一昼夜行军

120公里，关键是平时红军练就了钢

铁般的身体和意志。军人十里一走

马，五里一扬鞭，对身体素质要求极

其严格。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生活条件也得以改善，怕苦

怕累、贪图享受之念也逐渐滋生。所

以说，必须培养军人健康的生活习

惯，磨砺不怕摔打的身体素质，这支

队伍才能真正的打不垮、拖不烂。何

况，没有健康，何谈幸福、何谈全面

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更是无从谈起。

健康应是军人的一种责任。去

年，有篇报道反映，某部干部准备

“顺调”级别，不承想体能考核不及

格，无缘调职晋衔。军人两肩，一肩

担着家，一肩担着国，没有强健的身

体素质，于家尽不了保家的职责，于

国尽不了卫国的使命。我们要迈进世

界一流军队方阵，首先必须具备一流

的体魄，练就强壮的体质，展现出大

国军人的形象。

健康是战斗力基石
■王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