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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 ， 您留意了
吗？ 《健康·生活》来到我们身边了！

当您拎起菜篮挑选水灵的时

蔬，当您踩着节拍跳起欢快的广场
舞，当您拨通视频叮嘱父母按时服
药———是否想过，这些寻常片段正
是健康濮阳的生动注脚？从健康中
国 2030 规划到健康濮阳实践 ，健
康早已超越个体范畴，成为城市发
展的底色与人民幸福的标尺。 《健
康·生活》 作为本报全新推出的特
色专版，将深耕大健康领域，守护
高品质生活， 为您铺展一幅防未
病、治已病、养身心的全景健康画
卷。 拟开设如下主要栏目：

健康风向标 追踪国内外健康

热点，解读国家方针政策，聚焦濮
阳本土实践———从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到社区健康服务创新，从慢性
病防控科普到环境健康治理，呈现

深度健康资讯，让政策温度触达民
生关切。

名家零距离 展现名医、 名科
室风采，开设云端问诊台，科普疾
病防治、用药指导、家庭护理等实
用知识；定期收集读者咨询，实现医患实
时互动。 探访三级甲等医院重点科
室， 关注特色诊疗技术与前沿仪
器，帮您精准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动感龙都 龙湖畔的健步走踏

响城市晨曲，新蕾公园的柔力球划
出银色弧线，写字楼里的课间操跳
出明快节拍……运动不是奢侈品，
而是生活的必需品。

心灵驿站 中考季的减压课

堂、新就业群体的心理沙龙、现代
人的手机断舍离工作坊———心理

健康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万家
灯火的坚实底座。我们邀请心理学
教授用“情绪地图”疏导成长困惑、

化解职场焦虑、重建专注与松弛的
生活节奏， 让心理健康看得见、摸
得着，行稳致远。

食话食说 树立并践行大食物

观。 诚邀非遗传承人、资深营养师
融合中医养生智慧与现代营养科

学，搭配四季菜谱、推出传统美味，
暗访网红后厨、 溯源农药残留，开
展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监督，守护
“舌尖上的安全”。

健康故事 从丹江水润泽的千

家万户， 到油井旁跃动的心跳节
拍； 从急诊室争分夺秒的抢救，到
厨房里斟酌克数的盐勺———健康

的故事， 正在每个晨昏交替发生。
这里没有旁观者，您随手拍下的社
区健身角、 记录的父亲控糖日记、
建议的公交站急救箱，都在重塑这
座城市的健康基因。

欢迎医卫系统、 健身机构、餐

饮企业、社区组织精诚合作，携手
开展名医问诊、健康讲座、送医下
乡等活动，共建“媒体+社会”健康
生活圈。

来稿请发至 zglwh1221@163.
com，主题注明“栏目名称+稿件主
题+姓名”，文末附联系方式与百字
简介； 健康新闻线索请拨打电话：
15936725957 （工作日 8：30 -17：
30）。

亲爱的读者朋友，健康是 1，事
业、爱情、财富皆是其后绵延的 0。
失去这个 1，再多的 0 也终成虚空。
每周四，让我们以《健康·生活》为
舟， 共赴这场守护 1、 创造 0 的旅
程：读懂身体信号，探索生活奥秘，
见证城市变迁， 与健康濮阳相约，
与美好生活同行！

《健康·生活》编辑部
2025 年 5 月 22 日

早餐摊前，85岁的李长顺用新牙
咬下的第一口油条，又酥又脆，有滋
有味；婚礼现场 ，新娘王苋因门牙
修复重展笑颜，晶莹的泪珠滑过梨
涡；三尺讲台上 ，乡村教师张建华
不再捂着嘴上课，比往常响亮许多
的讲解声情并茂 、字正腔圆 ，学生
听得聚精会神……说起这前后的变
化， 他们会指向同一个人———濮阳市

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三院”）口腔
种植科主任医师刘志勇。

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器官，却
承载着人们最柔软的情感。从医 26
年来，刘志勇以 2 万余颗种植体为
铆钉 ， 在唇齿方寸间铆紧人间冷
暖，让“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 ”
的叹息成为往事，让从容微笑成为
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一个个牙病患
者从“齿”咀嚼幸福，吃嘛嘛香。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1998 年夏天 ，26 岁的刘志勇
走出原河南医科大学 （现郑州大
学）校门 ，走进濮阳市第三人民医
院口腔科。 彼时，口腔科诊室只有
几间平房，器械陈旧，人手不足，患
者常因费用高昂或技术限制放弃

治疗。 一位缺了门牙的老汉攥着旱
烟袋问他 ：“小刘大夫 ， 能镶颗牙
不？ 馍都啃不动了，活着没滋味。 ”
这句话如重锤击心，刘志勇暗暗立
誓 ， 一定要让老百姓既能看得起
病，又能看得好病。

刘志勇白天接诊，夜晚研读文
献 ， 凑着台灯誊抄种植牙技术步
骤，希望能破解这道难题 ，为缺牙
坏牙的患者种一口好牙。 老同事不
以为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种牙
啊，那是高科技。 咱这儿连电钻都
没有，搞不成。 ”

一次去南乐县元村镇下乡义

诊， 接近年关，70 岁的赵凤兰正在
自家门前灌制香肠。 看见市里的专
家来了，她忙转身回屋 ，又一溜小
跑过来，掏出布包里的碎牙 ，满怀
期待地说：“先生， 俺年年灌肠，亲
戚邻居都说好吃，可俺三年没嚼过
一根自家腌制的香肠了 。 恁行行
好，帮俺把这牙安上去吧！ ”

老人家的一声“先生”，让年轻
的医生羞愧难当；老人家三年没吃
过一根自家腌制的香肠，更让年轻
的医生百感交集。 这一次经历，进
一步坚定了刘志勇攻克难关的决

心，一定要让赵凤兰大娘在这个年
节吃到她亲手灌制的香肠。

回城后， 刘志勇在老旧铸造机上
反复试验，赶制金属基托义齿，直到
确保万无一失。 腊月二十六，刘志
勇扛着医药箱再赴元村，在当地医
生配合下，为老人安上了义齿。 寒
风中，赵凤兰终于吃到了自制的香
肠，忍不住流下热泪，喜极而泣。

好学不倦 技艺精进

2003 年，刘志勇赴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进修口

腔颌面外科；2010 年， 他又赴中山
大学光华口腔医院进修种植牙核

心技术。 学习期间，刘志勇早起晚
睡 ， 每天跪在显微镜前十多个小
时， 额头抵着目镜记录血管走向，
目不转睛。 为熟练掌握义齿修复、
根管治疗等技术，他磨破了两件白
大褂、三副手套。 学成归来，刘志勇
将种植牙核心技术引入濮阳，填补
了本地空白。 一位曾辗转郑州、北
京多地的患者感慨 ：“过去种颗牙
像进京赶考，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咬
住幸福。 ”

说起刘志勇的手艺，范县张庄
镇的王守田老人更是赞不绝口。

王守田 73 岁，患牙病多年，妨
碍进食不说 ，一发作起来 ，常常疼
得浑身冒汗 ，坐卧不宁 ，恨不得满
地打滚。 老人家住黄河岸边，过去
没少躲避洪涝灾害， 但愈挫愈勇，
从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牙疼让
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人痛不欲

生，真的不想活了。 他来三院就诊
的时候，刘志勇发现他牙槽骨重度
萎缩，牙龈渗血，牙床松动，口腔里
已满是病菌了。

让每一名患者少花费 、 少受
罪，量身制订个性化的综合诊疗方
案，是刘志勇的行医准则。 经仔细
检查老人的口腔环境，刘志勇为他
进行了自体骨移植 + 即刻种植手
术 ， 取他自个儿的髋骨碎屑填牙
床，当天给他种上了新牙。 当上下
牙床碰在一起，发出久违的“咔嗒”
声 ，老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唏嘘
出声说：“太神奇了，觉着这就能嗑
瓜子了！ ”

“当然能！ ”一旁的护士笑着打
趣说，“不过也得悠着点儿。 三五天
后，多硬的骨头都能啃。 ”

从那以后，王守田老人成了刘
志勇新技术的义务宣传者，逢人就
说 ，凡亲戚朋友牙口不好 ，他都极
力鼓励人家来找刘志勇看病。 一传
十 ，十传百 ，刘志勇技术与日精进
的同时 ，名声也不胫而走 ，不仅在
豫北地区越来越响亮，还传到黄河
对岸 ，吸引来东明 、阳谷等地的患
者。

深情守护 不离不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刘志勇第
一时间参与疫情防控，义不容辞递
交“请战书”。 “越是特殊时期，”他
说，“患者越需要我们。 ”

2020 年除夕夜，紫外线灯在刘
志勇的护目镜上投下冷蓝的光影。
车祸导致颌骨粉碎的周小宇躺在

轮椅上， 因脑部受伤影响到智力，
他疯狂踢打，咬碎的器械碎片划破
了护士的手。 他母亲气得不行，要
拿扫把打他， 刘志勇忙劝阻她说：
“孩子够不幸了 ， 我们多点耐心
吧。 ”

刘志勇蹲在轮椅前，轻抚着孩
子颤抖的手说 ：“咱玩个游戏好不
好？ ”他定制防咬伤开口器，用玩具
车引导患者张口，将种植手术分解
成 37 次短时治疗。 孩子不领情，一
有机会就对抗治疗，冲着刘志勇吐
唾沫，甚至破口大骂。 治病救人变
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换个人恐怕
早就放弃了，但刘志勇挺住了。 奇
迹出现在第 128 天，当周小宇一口
咬掉大半拉苹果，苹果的芬芳和酸
甜唤醒了味蕾和记忆，他“哇”的一
声哭了，他的母亲也泪如雨下。 此
前曾有人断言，她这个孩子没指望
了，只能终身鼻饲。

候诊区墙上，周小宇母亲写来
的感谢信被阳光镀成金色 ：“孩子
把咬下的苹果递给我时，我听见了
命运的回响。 ”

也是在疫情期间 ，78 岁的祝
贵云因脑梗后遗症瘫痪在床 ，全
口牙齿龋坏疼痛 ， 滴水难进 ，打
电话向刘志勇求救 。 老人家住六
楼 ， 刘志勇背着 30 多斤重的消
毒箱和器械包爬上去 。 一进门 ，
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 ，老人
发出痛苦的呻吟 。 检查发现 ，老
人多颗牙齿已深度感染 ，必须拔
除 ，但简陋的居家环境根本达不
到无菌手术要求 。

“先控制炎症， 等条件允许了
我们再拔牙。 ”接下来的两周，刘志
勇每天下班后都会带着消毒设备

上门 ，为老人冲洗 、上药 ，缓解病
痛。 半个月后，在与患者家属充分
沟通并做好应急预案后，刘志勇决
定在老人家中实施拔牙手术。 他用
紫外线灯对房间进行三次消毒，自
制了简易无菌操作台，全程半蹲着
完成操作。 拔除最后一颗患牙后，
已是深夜一点多了，他坐在床边观
察创面渗血情况， 直到确认安全，
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 。 疫情三
年，这样的加班出诊、深夜回家，不

顾个人安危治病救人， 对他如家常
便饭。

技术革新 行稳致远

技术革新永不停步 。 2023 年
秋， 濮阳首台口腔种植机器人落户
三院。

手术室内，机械臂如春蚕吐丝，
在导航系统指引下精准植入种植

体， 误差仅 0.1 毫米———相当于头

发丝的百分之一。 这项高精尖技术
不仅让 237 位疑难患者重获好牙，
更让基层医生眼界大开，纷纷惊叹：
原来种牙可以像 “GPS 导航 ”一样
精准。

“要送医下乡，” 刘志勇说，“让
好技术带着露珠扎根。 ”

移动诊疗车让优质资源和技术

惠及民生， 刘志勇团队带着仿麦穗
形态多孔种植体走进广大农村，沿
黄河大堤播撒希望。 这台设备的螺
纹仿照麦芒弧度设计， 孔隙率适配
受黄河水质影响的骨密度， 能根据
滩区群众的骨质特点自动调整植入

角度，有多高精尖，就有多接地气，
既降低了治疗费用， 又增强了种植
成功率 ， 已累计服务农村患者超
8000 人次。

在台前县打渔陈镇 ，菜农赵
大强啃着黄瓜复诊的画面让人

动容 。 “上午机器人种牙，”他乐呵
呵地说，“下午就能啃瓜 。 刘大夫
的高科技 ， 给咱庄稼人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福气！ ”

作为市政协委员、 农工党三院
支部主委，刘志勇积极建言献策，像
雕琢种植体般打磨提案。 从机动三
轮管理到医保与基层医疗互动，从
三级医院建设到传染病防控， 他提
交的每一份提案都聚焦民生痛点，
多次获市政协表彰。

作为濮阳医学高 等 专 科 学

校特聘讲师 ，刘志勇把课堂搬到
手术室 。 在各县区基层医生参加
的培训班上 ，刘志勇用核桃模拟
颌骨 ， 以筷子演示种植体角度 ，
生动形象 ，深入浅出 ： “种牙就像
往核桃缝里栽树 ， 得看缝的走
向 ，得使巧的力道 ！ 角度偏 1 度 ，
就像犁地歪了垄 ，苗长不直 。 ”近
5 年 ，他累计培训基层医生 47 期
共计 2100 多人次 ， 不少学员回
到乡镇卫生院后 ，首次开展了复
杂牙根拔除术 。

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
博不能致其得。 从油条的酥脆到香
肠的咸香， 从苹果的酸甜到黄瓜的
清爽，刘志勇用 26 年时光，让无数
人重新咬碎生活的苦涩， 嚼出日子
的香甜。 26 年来，刘志勇先后多次
被评为濮阳市 “最美医生”“医德标
兵”，农工党河南省优秀党员、先进
个人，发表论文 10 多篇，拥有专利
3 项，参与教材医学论著编撰 2 部。
“我珍视这些沉甸甸的荣誉，” 刘志
勇说，“倍受鞭策和鼓舞。 但我更喜
欢看见牙痛患者重新绽放的笑容，
那是我心头最珍贵的勋章！ ”

（文中部分患者为化名）

致 读 者

名家零距离

幸 福 生 活 从“ 齿 ”开 始
——— 记濮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主任医师刘志勇

本报讯 （记者 刘文华 通讯员 陈怡雪
高清） 5 月 19 日，阳光和煦，草木葱茏，由
市卫生健康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
监督所）联合 7 所医疗机构举办的 2025 年
全民营养周暨“5·20”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
在市城区龙城广场正式启动。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疾
病预防控制局专职局长岳云飞介绍，5 月
17 日 ~23 日是第 11 届全民营养周 ，5 月
20 日是第 36 届中国学生营养日。 今年全
民营养周的活动主题是“吃动平衡 健康体
重 全民行动”， 学生营养日的活动主题是
“吃动平衡 身心健康”。 两大活动形成政策
呼应，共同指向“吃动平衡”，可见吃与动的
辩证平衡，已成为破解居民膳食失衡、运动
不足这一健康困局的核心路径。

活动现场，来自疾病防控、临床医疗、
营养学、 运动健康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跨专业服务团队， 设置 “老年三高饮食指
导”“学生三餐营养角”“职场人群微运动教
学”等特色专区，将抽象的“吃动平衡”理念
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场景。通过健康体检、
膳食询问、BMI 计算、腰围测量、血压测量
等多维健康检测， 团队为参与活动的市民
建立基础健康档案，并结合体脂指数、体脂
率等数据，现场定制涵盖合理膳食、科学运
动、中医调理的健康管理方案。张女士在收
到定制食谱后说 ：“原来控盐不仅要少放
盐，而且要警惕酱油里的隐形钠啊！ ”

健康濮阳 ，营养先行 。 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任闫现营表示 ，下一步将聚
焦 “进校园 、进社区 、进基层 ”，以全民
营养周 、学生营养日为双引擎 ，通过场
景化科普 、精准化服务 ，推动吃动平衡
理念转化为生活实践 ，构筑全民健康新
图景 。

健康常识

● 黑色壁纸对眼睛更友好

不少人认为， 草原色的绿色壁纸能防
近视。

其实 ， 从 眼 健 康 的 角 度 来 说 ，黑
色 的 手 机 壁 纸 对 眼 睛 更 有 利 ， 因
为 其 可 以 减 少 屏 幕 的 反 光 。 虽 然

绿 色 壁 纸 被 认 为 对 眼 睛 较 为 舒

适 ， 但 近 视 形 成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看

手 机 时 间 过 长 、近 距 离 用 眼 过 久 ，这
和 壁 纸 颜 色 的 关 系 并 不 十 分 明 显 ，
更 换 壁 纸 并 不 能 减 缓 近 视的发生与

发展 。近视的防控关键在于用眼习惯的
改善 ，如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定 时
休息眼睛 ， 保持正确的坐姿 ， 增加户
外活动时间等 。

● 好好刷牙能保护心脏

《欧洲临床研究杂志》 的一项研究表
明，与经常刷牙的人相比，很少或从不刷牙
的人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 12%， 脑卒
中、脑出血和肺心病风险分别增加 8%、18%
和 22%。

俗话说，牙口好，身体棒。 规律而科学
的刷牙，有助于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建议
一天至少刷牙 2 次，早晚各一次，每次不少
于 3 分钟，每次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每半年
去看一次牙科， 让专业医生通过口腔检查
判断口腔及牙龈情况， 以及是否需要洗牙
等治疗。 如果在刷牙或咬东西时容易牙龈
出血， 或是晨起唾液中带血， 就要提高警
惕，尽快到牙科就诊。 据《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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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志勇在工作中。

图为 2025 年全民营养周暨“5·20”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现场。 陈怡雪 高清 摄

濮阳市启动 2025年全民营养周
暨“5·20”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

五月的龙城广场涌动着别样的活力：
营养医师在义诊台前为市民规划膳食方

案， 疾控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 “五彩餐
盘”搭配，银发族跟着健身教练练习融入八
段锦元素的健步操———这场由市卫生健康

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等
医疗卫生机构联合举办的全民营养周暨

“5·20”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恰似一面镜
子，映照出“吃动平衡 健康体重”理念在濮
阳落地的生动图景， 更折射出新时代健康
中国建设的基层智慧。

当 5 月 17 日至 23 日第 11 届“全民营
养周” 与 5 月 20 日第 36 届中国学生营养
日“相遇”，全民总动员的号角在龙都大地
吹响。 濮阳的实践印证：健康中国的密码，
不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中， 而在百姓的柴
米油盐里；不在运动场的奖牌榜上，而在城
市街巷的烟火气中。 从龙城广场义诊的咨
询台到学校食堂的智能营养秤， 从社区健
身角的智能体测仪到老年大学的膳食公开

课，这座黄河岸边的古城，正用“食育+体
育”的双桨，划动着全民健康的航船。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 平衡是生活的智
慧。当餐盘学会与脚步对话，当膳食指南融
入晨昏作息，健康便成为可触摸的日常。健
康中国，需在动与静的平衡中破题。都市写
字楼里，咖啡配汉堡的“效率午餐”成为打
工人的常态；校园课桌前，孩子们埋头作业
却挤不出半小时跳绳奔跑。 世界卫生组织
研究表明， 全球过早死亡
案例中， 近 1/4 与不健康
饮食和缺乏运动相关。 当
久坐少动与营养失衡悄然

透支一代人的健康， 我们亟须找回祖先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命节律，在《黄帝内
经》“五谷为养” 的古老智慧与大数据精准
营养的现代科技间，架起通向健康的桥梁。

学生营养日的特殊意义， 在于为健康
中国埋下长远伏笔。 数据显示， 我国 6 至
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 19%，近
视、脊柱侧弯等“成长的烦恼”背后，是营养
知识欠缺与运动空间压缩的双重困境。 食
堂餐盘里的“隐形盐”终会沉淀为医疗账单
上的数字， 体育课让位的每一分钟都在透
支民族未来的体能储备。而今，我市着力改
善学校食堂就餐环境， 落实相关负责人陪
餐制度，推行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让学生
奏响成长节拍、跑出青春活力，成效初显。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的餐盘盛着民族的未
来，少年的脚步丈量着国家的底气。这些播
撒在沃土上的种子， 终将长成撑起国人体
魄的栋梁之材。

从“吃得饱”到“吃得科学”，中国正以
系统思维重塑健康生态 。 当健身步道成
为城市新动脉，当老年食堂的营养标签比
价格标签更受关注 ，这便是文明进阶的
生动注脚 。

吃出健康， 吃出五千年文明的生存智
慧； 动向未来， 动出新时代中国的昂扬姿
态。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濮阳正用
“营养+运动”的双重笔触，书写着属于全民
健康的时代答卷。

吃 出 健 康 动 向 未 来
刘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