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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启动“体重管理年”活

动，力争通过 3 年左右时间提升全民体

重管理意识，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加强

慢病防治。市一医从“心”出发，积极开

展知识宣教，提供个体化方案与降阶梯

治疗，将心理干预融入体重管理，实现

从生理到心理全周期健康守护，推动

“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重塑健康生

活新格局。

加强宣教科普
助力慢病缓解

近日，市一医内分泌风湿免疫科宣

教室开展了糖尿病健康教育活动。该

科室副主任黄若妃为糖尿病患者科普

健康知识。讲解结束后，她增设“反诈

宣讲”环节，指出部分宣称“不吃药就能

缓解甚至康复”的治疗方式缺乏科学依

据，提醒患者警惕此类虚假宣传，莫因

轻信误导性信息延误规范治疗。

“在慢病管理上，我们从六个维度

发力。”黄若妃介绍，在疾病健康教育方

面，她每月至少开展两次知识讲座，帮

助患者树立正确认知；在饮食管理方

面，制定个性化食谱，指导营养均衡搭

配；运动管理方面，规划专属运动方案，

助力增强体质；在血糖监测环节，提供

专业指导，为方案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在药物治疗上，精准选药把控剂量，从

只关心血糖转变为兼顾心肾不良反应

和体重管理；心理关怀方面，通过咨询、

辅导，缓解患者负面情绪。

“糖尿病是目前发病率较高的慢性

疾病，近年来有年轻化趋势。患者病情

程度不一，并发症不一样，可能伴发的

其他疾病也不一样。”黄若妃说，在慢病

管理中，该科始终秉持“个体化管理”理

念，通过全面评估患者的年龄、病史、血

糖波动规律、并发症风险等因素，从饮

食结构调整到药物剂量选择，从运动计

划制定到心理干预方式，做到精准施

策，确保治疗方案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降阶梯治疗策略是该管理体系的

一大亮点，即根据患者病情动态变化，

灵活调整治疗强度。在病情稳定、血糖

控制良好的情况下，逐步减少药物剂量

或更换更温和的治疗方式，既维持治疗

效果，又降低药物副作用，减轻患者的

经济负担。“从治疗结果看，早诊断早治

疗会带来较好的缓解甚至逆转效果。

建议患者半个月至一个月来医院调整

治疗方案，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生活。”黄

若妃说。

为提升代谢性疾病的整体防治水

平，市一医在内分泌风湿免疫科的基础

上进一步整合多学科力量，成立标准化

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MMC）。此外，

该院还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及 MDT 讨论

室，推动慢病防治关口前移，实现从“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提供个性方案
科学控制体重

在大众眼里，减肥似乎是一件很简

单的事情，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就能控

制体重。实际上，不掌握科学合理的控

制方法，盲目减肥不但不能达到理想的

效果，还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很多人都有饮食上的误区，比如

不吃晚饭、不吃碳水等。其实，直接节

食不仅容易反弹，还可能造成暴饮暴

食。不摄入碳水会降低基础代谢率，有

脱发的风险。餐后吃水果会加重胃的

负担，建议两餐之间食用。”市一医临床

营养科负责人徐海霞介绍，大基数体重

者应避免采取极端、快速的减肥方法，

如节食、过度运动和使用减肥药、保鲜

膜、甩脂机等错误方法，以及盲目削减

热量、忽视营养素、贸然进行高强度运

动等。这些方法不仅可能导致身体缺

乏能量、基础代谢率下降，还可能对内

脏和关节造成损伤。

减肥不仅是体重的下降，更是一场

回归科学饮食的旅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减重需求人群走

进市一医营养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安

全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会先通过

化验筛查潜在的病理因素，并询问来访

者的生活习惯，排除特定病因后，对其

进行个性化干预，‘怎么吃’和‘吃什么’

都很重要。”徐海霞说，营养科提供的核

心 方 案 是 量 身 定 制 的 食 谱 与 运 动 计

划。对于大基数人群来说，通过科学制

造热量缺口，减重效果通常较为显著；

对于小基数人群，则侧重于人体成分调

整与塑形。

在徐海霞看来，健康饮食是科学减

重的基石。一方面，要严格限制摄入高

热量、高脂肪食物；另一方面，必须保证

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以维持肌肉量，

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以增强饱腹感和

促进肠道健康，以及足量饮水以支持新

陈代谢。如果有需要，专业的营养师还

能提供更精准有效、健康的减重方案。

“我们的目标是在减重的同时不让

营养流失，更好地帮助突破平台期。”徐

海霞说，营养科以科学为指引，发现问

题根源，提供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案，帮

助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和健康生活。

融媒记者 何悦

打造“浙中健康窗口”

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多维度科学控制体重 全周期构建健康体系

市一医从“心”出发前移慢病防治

本报讯（融媒记者 潘燕佳） 日前，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创客及部分青年入

乡实践站点负责人走进浙江横店影视职

业学院，开展“筑梦乡村 农创未来”农创

客进高校活动，旨在建立与高校常态化

交流合作机制，吸引更多大学生投身农

业农村领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大学毕业时的我，和你们一样想在

外面闯出一片天地。但当我看到乡亲们

守着优质土特产却找不到销路，心里总

不是滋味。”活动现场，市农创客联合会

秘书长、康长源土特农产品总汇青年入

乡实践站点负责人童晓璨介绍了自己成

为农创客的历程。如今，她的公司不仅

成为我市土特农产品重要的推广平台，

每年还带动 30 多名农民实现人均增收

超两万元。

童晓璨的亲身经历，不仅让大家看

到了农村发展大有可为，也让大家真切

感受到了返乡入乡发展对于农民、农村、

农业的重要意义。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促进中心负

责人详细解读了我市青年入乡政策以及

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建设情况，引导和激

励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入乡创业。近年

来，市农业农村局立足区域特色产业布

局，沿发展轴、重点村精准定位，建设了

12 个涵盖农机装备、乡村运营、电商营

销、种养植等领域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

为有志返乡入乡发展的青年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选择。

“90 后”青年李华栋曾在上海工作

10 多年。抱着“想让家乡更好玩”的初

衷，他告别繁华的大城市回到家乡，在网

络社交平台创建了“永康青年指北”账

号，集结了一批有趣的年轻人，分享创

意、交流想法，共同探讨创业创新的无限

可能。他在唐先镇秀岩村参与乡村运

营，通过开展“思趴”等活动，吸引更多人

聚焦乡村，同时带动青年入乡创业创新，

推动乡村发展，为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和就业机会。

如何让更多青年愿意回乡，留得下、

能创业、创成业？我市依托各部门及行

业协会选聘创业导师，为入乡青年提供

创业辅导、金融服务、企业运营等方面的

综合服务，并提供资金扶持、场地保障、

创业就业补贴等多元化、多层次的政策

扶持体系。以唐先镇秀岩村为例，该村

通过为入乡青年提供租金减免、创业补

贴、低息贷款、创业陪跑等支持政策，引

进几十种发展业态，有力推动了乡村发

展。

此外，我市还为入乡青年构建起“工

作+生活+社交”的全链条支持体系，让

乡村成为青年的“第二人生舞台”。通过

开展“一起吃饭”“乡村夜话”等活动，强

化青年的归属感，让青年从“过客”转变

为“主人”。

“端午节期间，影视经济学院电子

商务专业师生在古山镇乡村市集上，化

身非遗推广大使，以‘短视频创作+直

播营销+市集体验’三维模式，将非遗

技艺植入乡村文旅场景。”浙江横店影

视职业学院教师说，“学生们将课堂所

学的新媒体营销、电商运营、内容创作

等专业知识直接应用于乡村文旅振兴

的真实战场，为我们课程设计提供了更

多思路。”

此次农创客进高校活动有效推动

人才资源和地方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

有助于高校更加精准地把握社会需求

并动态调整课程设置，真正实现“学以

致用、人岗相适”的良性循环。当天，共

有 200 余名学生参与活动，20 余人初步

达成就业、实习意向。不少学生表示，这

次活动让他们对返乡入乡发展有了全新

的认识和期待，希望有机会参与乡村振

兴实践。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乡村可以

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青年

人才可以打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壁垒，

让乡村涌现更多新业态、新场景。”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筑梦乡村 农创未来”农创客进高校活动举行

我市积极推进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
中国水务“安全生产月”
知识竞赛决赛在永举行

推动安全理念
深植于心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东来）6月

20 日，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决

赛在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举行。本

次比赛通过系统化部署、创新型竞

赛设计、持续性成果转化三个维度，

推动安全理念深植于心，构建全员

参与的安全防护体系。

经过激烈角逐，团体成绩方面，

山东区域总部获一等奖，钱江水利

获二等奖，华东区域总部获三等奖，

润川水务、新疆昌源、上海自来水获

优秀团队奖。个人成绩方面，山东

区域总部的王莹获得一等奖，上海

自来水的冯健、钱江水利的张恒源

和宋澍获得二等奖，山东区域总部

的高宝玉、贾春梅，钱江水利的董诚

浩、江志华，新疆昌源的郭书乐以及

上海自来水的郭文获得三等奖。

此次比赛不仅是“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的阶段性成果展示，更是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夯实安全管理

基础的重要实践。市钱江水务有限

公司将聚焦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

练实战、高温保供等重点工作，持续

推动安全管理水平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