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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促干，打造专业
的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

家住虎溪社区的林阿
姨 ，自 己 一 个 人 独 居 生
活。前段时间突然感觉眼
睛不适，周边总有很多“蚊
子”在飞，刚开始林阿姨以
为真的有蚊子，还试图用
手去抓，但是怎么也抓不
到，后来经检查确诊为“飞
蚊症”。社区家庭健康指
导员小吴特别挂念这件事，
经常入户关心。在聊天中，
林阿姨提道：“自己年纪大
了，对身体健康更加关注。
例如秋冬季怎么养生？什
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要是
有人能常常给我们来讲讲，
那就太好了！”听到林阿姨
这么讲，入户的小吴赶紧把
这个需求记了下来。她一
下子想起之前在首期家庭
健康指导员培训班上学到
的内容——“了解健康需
求，这是开展健康指导的首

要任务”……
2023 年 11 月，思明区

计生协组织开展家庭健康
指导员培训，450余人参加
培 训 ，小 吴 就 是 其 中 一
个。《慢性病防治》《婴儿养
护指导》《运动安全和家居
防跌倒》《急救技能指导与
常见传染病防控》《家庭技
能指导技能研讨》……翻
开培训手册，从为什么开
展家庭健康指导，到如何
开展家庭健康指导，再到
家庭健康指导中常见指导
内容等等，内容丰富详实、
贴近群众需求、可操作性
很强。思明区计生协深知
要更好地服务群众，必须
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教育。
因此，他们将学习贯穿到
实际工作中。为提高健康
指导员队伍健康素养和服务
水平，在前埔南社区培训专
场中，还设置了人际关系、沟
通礼仪等课程。“学习礼仪,
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个人魅

力。生活中一个不经意的
小动作,往往体现了一个人
的素养。特别是未来我们
会经常开展相关的入户宣
传和指导工作，良好的沟通
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目前，思明区培训的
一批家庭健康指导员已实
现覆盖全区所有社区。开
展家庭健康指导，是面对
面做好群众工作的场景之
一，保障人民健康，就是最
大的民生实事。思明区计
生协将进一步把家庭健康
指导做细做实，让群众的
健康需求问有所答、惑有
所解，成为家庭健康的引
领者和贴心服务者。

以学促干，送上计
生家庭生活“好保障”

2023年11月13日、15

日，思明区计生协举办了
两期计生保险“送知识 送
健康”暨权益维护培训。
培训邀请中国人寿保险厦
门分公司进行保险业务培
训，风险管理部金融讲师、
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金融讲
师对参训人员进行预防养
老诈骗、消费者维权等讲
座授课，邀请厦门裕欣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进行了计
生保险项目理赔宣导。思
明区计生协第一时间传达
学习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
发的《优生优育政策服务
项目管理工作规范》，要求
基层计生协参训人员认真
领会优化生育政策服务新
任务、新要求，在学习工作
中真学、真用、真服务，发
挥好“最后一公里”桥梁和
纽带作用。社区计生协专

职副会长、社区计生协工
作人员及部分小组长共
225人参加培训。

培训提升了社区计生
协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和
法治观念，让他们能够在
未来的工作中更好地服务
居民，帮助居民更深入浅
出地理解相关法律法规、
增强对法律知识的记忆和
理解，从而切实提升了社
区及居民的法治意识，增
强社区及群众遇事找法、
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
的自觉性，营造平安、健
康、和谐的社会氛围。同
时，对计生家庭意外伤害
保险的宣导中，提倡大家
利用好市计生协微官网上
保险理赔渠道，让群众“少
走路”，“网上计生协”不仅
方便了群众，也大大方便
了基层工作人员。

许多曾经为国家计划
生育做出过贡献的计生家
庭成员正在迈入老龄阶段，
急需生活帮扶，渴望精神慰
藉。为积极回应这一特殊
群体的诉求，思明区计生协
积极建好服务队伍，在精神
与物质上给予他们慰藉和
帮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
对生活，使他们时刻感受到
党和基层政府的关怀。
（黄洁 朱伯奇 施环红）

思明区计生协：深化主题教育 以学促干惠民生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思明区计生协牢牢把握“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以学习促进工作，
以工作惠及民生，全力推动计生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让
主题教育成果真正推动发展、惠及民生。通过深入推进
学习型组织建设，不仅让基层队伍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
量，更增强了服务意识和团队凝聚力，为健康厦门建设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报记者 林颖
南平光泽县女孩小元 5 岁

时在床上蹦跳不小心栽倒，右手
插进了床头的一块玻璃，造成小
元的上臂大量出血，合并远端肢
体持续性麻木。

家人急忙将小元送往当地医
院，医生做了紧急处理。

当务之急是将血管和神经都

接上，否则日后将影响右手的
使用。小元被推荐送到了福建
省立医院骨科。

“手术最困难的是神经的
精准吻合，它会影响到术后手
部的精细动作。”徐杰主任医师
说。

为了将缺损的神经接好，
徐杰采用“电缆式”神经移植的
方法，取小腿神经，将缺损的神
经精确连接。

历时 3 小时，这台难度巨
大、要求颇高的急诊手术成功
完成。术后患儿恢复良好，顺
利出院。之后，为了治疗缺血

引起的肌肉肌腱挛缩，团队又为
小元设计了屈肌腱自体延长术。

十年后，小元在父母的带领
下再次步入了徐杰的门诊诊室。

目前，小元手部各指活动自
如，感觉恢复良好，拇指对掌功能
正常。她不仅能用右手进行正常
的大动作运动，也能精准抓捏黄
豆、绿豆等小物体。

徐杰说：“很多人印象中骨
科只治疗骨头的问题，其实四
肢周围神经疾病、手部神经疾
病、腕管综合征等疾病也属于
骨科手外科、显微外科的细分
范围，对于这类患者来说，找对
科室尽早治疗，更有利于疾病
的治疗和恢复。”

徐杰介绍，科室的上肢及周
围神经专业组目前已率先成功完
成全省95%以上臂丛及周围神经
修复重建手术。科室创立了福建
省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诊疗体
系，填补了省内分娩性臂丛损伤
诊疗的空白。

巧取小腿神经“修”手臂

□本报记者 陈坤
通讯员 陈丁榕 丁冠初

11 月 16 日，13 岁中学生小焜
（化名）因脑血管畸形突发脑出血
心跳骤停，被送至安溪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救治。虽经医生全力
抢救，却再没醒来。11 月 24 日，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脑死亡
判定专家组确认已处于脑死亡状
态。

悲痛之余，小焜的父母商量
后，主动提出捐献其器官，希望孩
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
延续。

小焜被送到手术室。经过两个
小时的努力，人体器官获取手术顺
利完成。小焜的“一心一肝脏一肺
两肾脏一对眼角膜”，将挽救 5 人器
官衰竭者生命，让两名眼疾患者重
见光明。

这是安溪县中医院完成的首例
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手术。

13岁男孩突然离世
器官将捐给7名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