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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传胜）为进
一步推广疝与腹壁外科的新理
论、新知识、新技术，有力推动我
市疝与腹壁外科事业发展，8月
27日，市医学会疝与腹壁外科学
组一届四次学术年会暨市第四
届疝外科高峰论坛在焦煤中央
医院门诊综合大楼会议室举
行。焦煤中央医院副院长李景
光到会祝贺并致辞。大会由市
医学会疝与腹壁外科学组组长、
焦煤中央医院普外二区副主任
王晓明主持。

这是一场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学术会议。会上，中国医师
协会外科医师分会疝与腹壁外
科医师委员会候任主委、中华医

学会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科
学组副组长、大中华腔镜疝外科
学院院长、上海瑞金医院李健文
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
会疝与腹壁外科青年学组组长、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王明刚教
授分别通过线上视频方式向大
会致辞并进行了学术交流。此
外，河南省人民医院张辉教授、
洛阳中心医院雷霆教授、郑州中
心医院高磊教授等6位省内知名
疝外科专家受邀出席，并在大会
上进行了精彩的学术讲座和手
术演示，获得参会人员的一致好
评。

会上，安排了5台疝病手术
直播。通过大屏幕，参会者如同

身临手术室现场，对所开展的每
一台手术进行全程观摩。

大家分别就疝外科领域的
热点难点问题、手术技巧方面以
及DIP背景下疝外科的发展与

应对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规范和提高了我市疝外科医
生的理论与技术水平，极大地推
动了我市疝外科事业的发展，最
终让广大老百姓受益。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8月
27日，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
委员会第三届四次会议在焦煤
中央医院五楼会议室成功举
行。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单磊、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泌尿外科一病区主任张会
清、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
任杨铁军受邀出席，并与我市

泌尿外科专家共同研讨泌尿外
科前沿技术。焦煤中央医院副
院长崔自刚到会祝贺并致辞，
会议由市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焦煤中央医院泌尿
外科主任赵永体主持。

会上，单磊、张会清、杨铁
军分别作了《转移性前列腺癌
临床治疗选择及最新研究进

展》《泌外有新、镜益求精——
一次性电子内窥镜的应用》
《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经
验分享》专题报告。

我市泌尿外科青年医师
分别就各自准备的课题与参
会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这是
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与创
新。来自该院泌尿外科的董

山峰与参会人员分享交流了
一次性电子输尿管软镜的应
用体会。

此次会议，学术氛围浓
厚，思维火花碰撞，促进了学
术交流，增进了各级医院泌尿
外科专业人员的交流了解，有
力地推动了我市泌尿外科领
域的创新和发展。

一场秋雨一层寒。昨日，
到市中医院肺肾糖尿病科采
访，与该科主任张春雷聊天
时，不知不觉就聊到了秋天养
生的话题。张春雷说，秋天养
生，要注意贴秋膘、除秋燥、解
秋乏、防悲秋几个方面。

说到贴秋膘，张春雷解释，
夏季高温，许多人都“害夏”，食
欲减退、无精打采。秋天天气
逐渐凉爽，胃口也好了。所以，
从养生的角度来说，需要适当
地增加营养，不但将夏季丢失
的养分补回来，还要积蓄一些

能量来应对冬天的消耗，这就
是所谓的贴秋膘。不过，贴秋
膘也不能盲目，需要根据实际
身体状况，以免虚不受补或进
补过量。另外，贴秋瞟要循序
渐进，夏季人们常进冷食，脾胃
功能下降，如果一入秋就大量
进补肉食，会加重肠胃负担，导
致消化功能紊乱，容易出现厌
食、腹泻等症状。因此，秋天进
补先补充一些有营养、易消化
的食物，给肠胃一个调整适应
期；要多吃“甘酸”，少食“辛
辣”。

提到除秋燥，张春雷说，要
想除秋燥就要注意滋阴润
肺。秋季虽然天气凉爽，但空
气干燥，这时容易导致人体津
液损失严重，造成肺火虚旺。
而人的肺脏喜润恶燥，被称为

“娇脏”。因此，秋天要多吃滋
阴养肺的食物，以抵挡秋天肃
杀之气给肺部带来的伤害，比
如梨、葡萄、莲藕、百合、石榴、
萝卜、芹菜等，能够起到滋润
肺脏、降燥解渴的作用。另
外，一些手脚冰凉，容易腹泻、
腹痛，脾胃虚弱的人群，需要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理。
对于秋乏，张春雷表示，

人们日常讲的“春困秋乏”是
有一定医学道理的。漫长的
夏季，人体在高温中消耗比较
大，到了秋天，温度适宜，人们
感觉十分清爽，往往需要通过
睡眠来补充体力，这其实也是
一种人体的自我修复。但是，
如果这种自我修复时间太长
或者状态明显，对于上班一族
来说，就影响较大。因此，如
果想解秋乏，需要通过早睡早
起、配合午休的方式来弥补精

力不足，并且还要进行适度的
有氧运动来缓解身心两方面
的疲惫。

谈到防悲秋，张春雷说，
中医认为，秋内应于肺，肺在
志为悲，悲则气消，肺气虚而
导致机体对不良刺激的耐受
度下降，容易产生悲秋情绪。
所以，悲秋情绪的产生，既有
生理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
的。要想不去悲秋，除了按照
上面说的适时调理身体外，还
要多进行户外活动、登高望
远、开怀畅笑。

日前，一位年轻的糖尿病
患者致电本报热线，询问他为
什么年纪轻轻就患糖尿病，这
病不是应该是中老年人患的
吗？是不是他平时吃糖太多
了？对此，记者走访了市人民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王艳
霞。她说，近年来，糖尿病年轻
化的趋势越发明显。

王艳霞强调，糖尿病是由
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引起的一
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临床综合
征，是一种代谢性疾病，特征是
血糖高。很多人都会觉得，患
糖尿病就是因为吃糖太多，其
实这种说法不科学，因为此糖
非彼糖。糖也叫碳水化合物，
多糖（大米、面粉、土豆等）、双
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等）、单

糖（葡萄糖和果糖）都属于糖。
人体50%以上的能量是糖类物
质提供的，糖还参与人体多种
重要的生命活动，对调节人体
的生理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总而言之，人们的身体一
天都离不开糖。其中，单糖和
双糖属于“简单糖”，食用后能
快速被人体吸收，使血糖显著
升高；多糖会先在肠道消化分
解为葡萄糖，再缓慢吸收入
血。也就是说，不止是甜食，米
饭、面点、水果、奶制品等食物
都会造成血糖升高。当然，患
糖尿病与是否吃这些糖类食物
太多无太大的关系，患糖尿病
是因为人体内的胰岛素分泌不
足或作用缺陷导致的。

王艳霞说，虽然糖尿病有

不同类型，但Ⅱ型糖尿病是患
病人数最多的一种，占整体患
者的 90%以上。无论男女老
少，都容易成为Ⅱ型糖尿病的
下一个目标，特别是有糖尿病
家族史的人群，超重人群或腹
型肥胖人群，有爱吃甜食、爱喝
含糖饮料、经常久坐、缺乏运动
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都是
易患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的
典型症状可以概括为“三多一
少”，即多饮、多食、多尿、体重
减少。除了“三多一少”外，早
期的糖尿病患者往往还会出现
皮肤干燥瘙痒、肢体麻木、经常
疲倦乏力、伤口愈合慢等症状，
当经常出现上述一两种症状
时，就要去体检，测一下血糖，
排除或确诊糖尿病。

王艳霞提醒，想要预防糖
尿病，人们要注意早期筛查和
提前预防：一是健康饮食。日
常生活中，多选择新鲜的全谷
物、水果、蔬菜，尽量少吃高热
量、高糖、高脂、低膳食纤维的食
物以及各种包装、加工食品。
二是适量运动。长期血糖过高
的人群最好每天都保持一定的
活动量，即便每天坚持步行20
分钟，对控制血糖有好处。三
是控制体重。体质指数应控制
在18.5kg/m2~23.9kg/m2之间，
男性腰围要小于90cm，女性腰
围要小于85cm。四是定期体
检。普通人群，建议每年进行
一次空腹血糖检查，而糖尿病
高危人群，则需要每半年检查
一次。

市医学会疝与腹壁外科学组一届四次学术年会
暨第四届疝外科高峰论坛举行

贴秋膘 除秋燥 解秋乏 防悲秋
本报记者 孙阎河

年轻人也要预防糖尿病
本报记者 孙阎河

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四次会议举行

会 议 现
场。

本 报 记
者 朱 传 胜
摄

以融媒体赋能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可期
——访河南工人日报社社长李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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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省报协组织的年会，不仅是事
关全省报业系统转型升级的一次重要会
议，更是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
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的一次生动体现。”8月26日，
前来参加2022年河南报协融媒体年会

暨河南报业融媒榜发布座谈会的河南工
人日报社社长李建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把政治标准和方向导向作为关键
词，这让我很看好河南报业融媒榜的发
布，相信对促进全省报业系统融媒发展、
转型升级会是一次新的契机。”李建成表
示，今后，全省报业系统的融媒体发展将
会凝聚一个有力的拳头和一根有威力的
金箍棒，形成横扫四方之势，取得更好、
更高质量的发展。

“我心里的焦作是山水名城和文化
名城，云台山风景秀丽，青天河美不胜

收，韩愈、李商隐等名人荟萃，焦作温
县陈家沟村还是中国太极拳的发源
地，这些专属名片都赋予了焦作一种
特别的灵气，让我觉得焦作很是可
爱。”曾是《周口日报》资深记者和领军
人物的李建成，多年前来过焦作采访，
曾近距离感受过焦作的山水，对于焦
作的特有名片——太极拳，他更是直
言受益匪浅。

“太极拳蕴含丰富的哲理，对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是一种有益
促进，让你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达到修身
养性的目的。”李建成表示，这些年，焦

作在弘扬太极文化、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升了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焦作日报》是李建成经常关注的几
家地市级党报之一。“近些年，《焦作日
报》作为焦作市主流媒体，在疫情防控、
重大活动等方面起到的正面舆论引导作
用十分突出，真正做到了不偏向、不犹
豫、不动摇。”李建成称，相信《焦作日报》
今后的融媒体发展之路一定会越走越
宽。
本报记者 贾定兴/文 贾 蓝/图

扛牢党媒使命，加快媒体融合步伐。
8月26日下午，前来参加2022年河南报
协融媒体年会暨河南报业融媒榜发布座
谈会的河南日报全媒体编辑部主任屈
芳，介绍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河南日
报》不断探索多元化呈现方式、让宣传报

道更加出彩的做法。
“媒体融合，内容为本；融合发展，

内容为王。今年年初以来，《河南日报》
超前策划、周密组织、积极创新、精准发
力，集结全报社优势资源，全方位、多层
次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的重要指
示精神取得的非凡成就，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屈芳
说。

有效传播让正能量拥有大流量。河
南日报社党委高度重视焦裕禄同志诞辰

这项重大主题报道，如长篇通讯《兰考赶
考》，对兰考脱贫5周年来在新的赶考之
路上不懈奋斗、交出的亮丽答卷进行深
入报道；微信公众号文章《焦裕禄：热爱
生活的年轻人》探寻焦裕禄工作、生活中
的点滴瞬间，拉二胡、打中锋、编快板等
细节带领读者走近“不一样”的焦裕禄，
阅读量10万+；世界读书日，“好时节再
读焦裕禄”线下活动顺利开展；随着桐花
进入盛花期，推出《焦桐花开》视频，通过
镜头直观展现桐花背后的深意，流量、评
价颇为可观……

“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大趋势，挺进
主战场，当好主力军。经过多年深耕与
优化升级，据人民网研究院发布的《全
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显示，《河南
日报》客户端下载量突破1亿次，党媒
党端影响力持续扩大。《河南日报》将继
续讲好黄河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
河南故事，推进媒体融合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
昂。”屈芳说。
本报记者 朱晓琳/文 万 千/图

从“一纸风行”到“链接一切”，从“采
缤纷事”到“数字创新”，从《大河报》到大
河报·豫视频，从报纸转向“融媒强阵”。
8月26日下午，前来参加2022年河南报
协融媒体年会暨河南报业融媒榜发布座
谈会的大河报平台运营部总监卜雅雯，
通过介绍《大河报》的转型发展，交流了

自己对融媒创新的想法。
“大河报·豫视频不单单是一张报

纸，也不仅仅是一个视频 APP，而是
以影响力传播为核心，以豫视频为媒
体融合抓手，打造垂类产品（矩阵），
孵化 MCN 机构，对标国内头部传媒
企业，建设一个以互联网技术为底层
逻辑的政务、商务资源整合平台。”卜
雅雯说。

“我们的传播理念是以产品为导
向、以平台影响力为目标、以运营为抓
手，生产传播端相互赋能，移动视频化
优先。”卜雅雯称，“大河报·豫视频进行

了重塑性改革，快速构建起互联网思
维、平台思维、产品思维和用户思维，调
架构、调产品、调渠道、调方式，用创新
理念扩大内容影响力，用垂类产品深入
到社会生产过程中，积极推进‘新闻+政
务商务服务’的运营模式，联动政府和
产业资源，走出了一条媒体融合转型的
新路子。”

“我认为融媒体创新需要的是正能
量流量，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用户思维、
坚持技术驱动、坚持开放合作。未来，我
们将继续沿着移动化、视频化、产品化、
数字化的方向前进，继续提升新时代主

流媒体的社会服务能力。”卜雅雯说。目
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粉丝超过1000万
人的3个账号都在《大河报》，加上《大河
报》其他100多个账号，传播矩阵粉丝超
过1亿人。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焦作，但我早
就听闻焦作的云台山音乐节，焦作是全
国文明城市，我看到了一个干净漂亮又
很年轻、有活力的焦作。希望我们的思
想碰撞，能共同发现媒体未来发展的新
机会。”卜雅雯说。
本报记者 朱晓琳/文 万 千/图

“焦作融媒体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特别是《焦作日报》短视频传播速度快、
推送力度大，县区融媒体中心建设创新
发展，微信公众号托管运营成效显著，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8月27日上午，郑州
报业集团郑州晚报负责人、正观新闻总
编辑李韬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焦作融媒

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说起焦作印象，李韬深深地感受到

这座城市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人才
辈出。这里曾经涌现出许多伟大人物，
像郭熙、李唐都是宋代山水画坛上举足
轻重的大家。焦作也是“竹林七贤”的聚
集地，“魏晋风度”流传至今，对当代人崇
尚自然、回归自然具有一定启发。李韬
表示，郑州报业集团将组团赴焦参观学习，
寻找合作机会，共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
展。

多年来，郑州报业集团凭借在报业

创新、媒体融合和产业转型上的战略性
尝试，在媒体融合发展中作出了有益实
践。该集团坚持实施“一个战略”，做强
以党报为龙头的全媒体宣传矩阵，做大
以融媒为旗帜的智媒体传播平台，做活
以内容为核心的高效能IP产品，做优以
文创为支撑的多元化产业链条，构建了
新型传播生态；传播主体已由“两报一
网”发展为以“正观新闻”为代表的旗舰
传播平台，以“郑州发布”为代表的百余
个移动新媒体矩阵，催生了“冬呱视频”

“冬呱直播”“黄河评论”等新锐媒体融合

产品品牌，推动全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
展和融合发展，提升集团媒体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如今，郑州报业集团的媒体融合已
走过了初期探索的1.0阶段和平台建设
的2.0阶段，正在规划建设移动优先、人
机并重、流程再造、功能完善的3.0阶段
融媒体指挥中心，将融入新的AR、AI、
元宇宙等技术，乘势而进，顺势而为，推
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本报记者 徐金华/文 蒋 鑫/图

2022年河南报协融媒体年会暨河南报业融媒榜发布座谈会特刊

当好主力军“融”出新精彩
——访河南日报全媒体编辑部主任屈芳

屈屈 芳芳

以“融”为媒 互通互学
——访郑州报业集团郑州晚报负责人、正观新闻总编辑李韬

李李 韬韬

李建成李建成

思想碰撞 “豫”见未来
——访大河报平台运营部总监卜雅雯

卜雅雯卜雅雯

大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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