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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民生之基
——中国推进地方病防治谱写新篇章

据新华社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启动蒙医药专利池计划，让蒙医药专
利技术转移转化交易更加有“序”。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个专门为蒙医药
产业和专利技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的专利运营池。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

服务中心了解到，蒙医药专利池计划
将多个不同领域蒙医药专利权人的
多项专利成果集中起来，形成联盟。
联盟成员之间的专利产品可以互相
授权使用，也可以集中授权给第三方
使用，改变了以往蒙医药生产企业开
发新产品需要向不同领域的专利权

人分别请求许可的局面。
据了解，蒙医药专利池将全面对接

全国蒙医药研究机构、高校、企业以及民
间从业人员，广泛征集蒙医药专利入池，
整理、盘活和优化高质量蒙医药技术专
利，并全程对池内的技术专利进行知识
产权保护的专业指导。 ■勿日汗

据新华社 为了打赢防治地方
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数十年来，
我国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将地方病防
治与扶贫工作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环境措施相结合，地方病流行趋势
得到有效控制，危害大幅降低，全国
94.2%的县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
克山病、大骨节病等重点地方病基
本消除。

防治成果明显
因为小时候患有大骨节病，陕西

省永寿县甘井镇东旦村村民俎秋娃
曾经只能趴在地上“走路”。

3000万人被地方性氟中毒困扰，
3500万人因缺碘而罹患甲状腺肿大
……曾几何时，碘缺乏病、地方性氟
中毒、血吸虫病等多个地方病在一些
地区流行，全国不同程度地遭受地方
病危害。

国家在 1955 年、1960 年先后成
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中
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2015 年，
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防治重大疾病
工作部。

随着一张覆盖全国的民生保障
网越扎越牢，地方病防治越来越被提
上重要议事日程。

近年来，国家将地方病防治工作
与扶贫工作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
境措施相结合，国务院持续出台多个
防治规划，通过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加大投入，健全完善防治网络，大力
落实综合防治措施，大多数地区的地
方病危害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

一组亮眼的数据，见证了地方病
防治的扎实步伐——

我国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
地区的所有县改炉改灶率为98.4%，
93.6%的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地区实
施了降氟改水工程；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砷中毒地区
全部完成改炉改灶工作，查明的饮水
型地方性砷中毒地区全部完成改水；

95.4%的大骨节病病区村达到消
除标准，94.2%的克山病病区县达到
控制标准。

在消除碘缺乏病方面，我国更是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
94.2%的县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
在全球采取食盐加碘措施的 128 个
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领先水平，建立了
完整的碘缺乏病监测系统，2018年以
区县为单位实现人群碘营养监测全
覆盖；水源性高碘地区有90.8%的县
非碘盐食用率在90%以上。

因地制宜拔“穷根”
地方病具有地域性，重病区基本

分布在贫困、偏远农村，往往越贫困，
病情越重，形成“因贫致病、因病返
贫”的恶性循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
全国原 832 个贫困县中，831 个县有
碘缺乏病，584个县有其他地方病，有
的县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地方病。
做好地方病防治工作，成为实施健康
扶贫、精准扶贫的关键举措。

大骨节病在陕西省流行较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原
主任殷培璞生前曾带领团队克服困
难、长期扎根病区，对大骨节病病因
及防治手段进行深入研究。

“按照殷培璞教授‘吃杂、改水、
讲卫生’的综合防治方法，现在30岁
以下的人群中已经没有大骨节病人
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教授、国家
卫健委微量元素与地方病研究重点
实验室主任郭雄说。目前，陕西省62
个大骨节病区县，临床均未检出新发
病例，病区病情处于稳定状态，全部

达到国家消除标准。
通过“截骨术”，俎秋娃站了起

来，还学了一门钉鞋手艺自食其力。
受益于地方病防治与健康扶贫，不少
病区群众摆脱了多年的疾病困扰，重
拾生活的希望。

防治需久久为功
由于导致我国地方病发生的自

然、地理环境条件难以根本改变，专
家指出，必须建立可持续防治地方病
机制；避免病情反弹需久久为功。

防治地方病，国家在行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成立

了全国地方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
及国家大骨节病和氟骨症治疗专家
组，以保障今后地方病各项工作顺利
实施；

《“十三五”全国地方病防治规
划》正在继续推进。根据规划，到
2020年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保持基
本消除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砷）中
毒危害，保持基本消除大骨节病和克
山病状态，有效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
（砷）中毒、水源性高碘和饮茶型地氟
病危害。

推 进 专 项 防 治 攻 坚 ，各 地 在
行动——

黑龙江省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
攻坚行动已于 9 月启动，致力于到
2020年实现大骨节病、克山病全部病
区县达到消除的目标；巩固95%以上
的县消除碘缺乏危害成果，人群碘营
养总体保持适宜水平。

安徽贫困地区重点传染病、地
方病综合防控三年攻坚行动已经启
动，力争用 3 年时间，全面完成贫困
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标
准化建设；对基层医务人员实行县
招县管乡用，加强贫困地区人才综
合培养。 ■田晓航 陈聪 鲍晓菁

今年 8 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
到 2023 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
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
省份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到
2030 年，实现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
率明显下降、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
提升，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
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
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
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面对现阶段青少年儿童视力问
题的严峻形势，社会、学校、家长都普
遍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但对于
青少年儿童视力问题的本质、影响因
素、如何防治等却知之甚少。为此，
记者采访了致力于改善青少年儿童
视力健康的专业人士杨凯瑜。

孩子看不清，近视还是
弱视？

杨凯瑜先讲了一个故事：宝宝和
贝贝都是7岁，在学校视力检查的时
候都是只能看到0.5，他们是不是近
视了呢？经过医院散瞳检查，医生做
出准确判断，宝宝属于真性近视，贝
贝属于弱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散瞳验光的时候，宝宝配戴眼镜后的
矫正视力可以达到 7 岁儿童的标准
视力1.0，属于近视。但是贝贝配戴
眼镜后矫正视力仍然是0.5，达不到7
岁孩子的标准视力，属于弱视。

杨凯瑜说，上面讲的故事，是生
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很多家长都会
误判是近视，甚至有的家长因为不想
让孩子过早戴眼镜，根本就不带孩子
到医院进行医学验光。耽误弱视孩
子的治疗，埋下后悔的种子。

杨凯瑜介绍，目前国内外的医疗
技术显示，弱视儿童难以通过手术或
者药物的方式实现痊愈，最有效的方
法就是进行视觉训练，鼓励孩子多用
眼，促进视力发育。儿童弱视训练的
最佳时机是3-6岁，年龄越大效果越
差，超过12岁很难痊愈，对于弱视儿
童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早发现、早
干预，父母必须凭借耐心和爱心，与
修复时间赛跑。

究竟是真性近视还是
假性近视？

杨凯瑜认为，定期给孩子进行医
学验光，建立视力档案，应该成为家
长帮助孩子科学爱眼的必修工作。
而生活中很多家长，平时疏忽，没有
观察到孩子眯眼、皱眉、歪头看等不
良习惯，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就匆
匆忙忙配镜，白白浪费让孩子消除假
性近视、实现视力恢复的宝贵时光。

其实，青少年和儿童在最初看不
清楚的时间段，通常是视疲劳和假性
近视，眼球本身并没有发生器质性变

化，如果家长能及时发现，多带孩子
进行阳光户外活动，比如通过放风筝
进行极目远眺，视力很快就可以恢复
到正常水平。一旦错过这个最佳恢
复期，那么眼球就会发生器质性变
化，成为真性近视，通常来说，眼轴每
增长 1 毫米，对应的近视度数就是
300度左右。

孩子近视后，医生通常会建议及
时配戴眼镜。有些家长认为戴了眼
镜就会万事大吉，殊不知眼镜只是矫
正工具，不是治疗手段；有些家长抗
拒配戴眼镜，担心戴镜度数会越来越
深。杨凯瑜说：“其实家长一定要理
性面对孩子的视力下滑。积极采取
措施防控近视的意义和目的就是防
止青少年儿童成为高度近视、超高度
近视。因为高度近视后，如果遇到剧
烈运动等因素的刺激，很容易诱发视
网膜脱落等可怕后果，严重影响孩子
的学习、生活、就业。”

遗传和环境是导致近
视的两大因素

我国是近视人口第一大国，医学
界普遍认为近视是在环境因素和遗
传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基因
就是重要的遗传因素，研究认为高度
近视眼的双亲家庭，下一代近视的发
病率较高。环境因素则是在多方因
素叠加的作用下产生的。近视眼的
发生和发展与近距离用眼的关系非
常密切。青少年和儿童的眼球正处
在生长发育阶段，导致近视发生的环
境因素包括：用眼距离过近、用眼时
间过长、照明光线过强或过弱、在行
驶的车辆上或走路时看书、躺着看
书、睡眠不足、课桌不符合要求、写字
姿势不正确、营养不良等等。

杨凯瑜认为，通过对遗传和环境
因素的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为什么农村孩子的近视率要远低于
城市中的孩子。“我认为第一点是因
为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太多，空旷度不
够，很容易阻挡孩子极目远眺的视
线；第二个就是光污染，因为很多大
楼立面的玻璃会反光，不利于视力健
康；第三点是现在城市中孩子们接触
电子产品的频率要比农村的孩子更
多；第四点是城市人口对儿童课外素
质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要高于农村
人口，很多素质教育会导致儿童和青
少年提前用眼，过早大量的用眼，对
眼睛的发育产生很大的消耗，从而容
易诱发提前近视。”

杨凯瑜指出，认识到遗传因素和
环境因素的意义在于，对于近视度数
在300度以上的家长来说，更加要在
日常生活中呵护和关爱孩子的眼睛，
帮他们创造良好的用眼环境，帮助他
们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争取通过
后天的努力，让孩子不近视、晚近视，
或者控制好近视的严重程度。

■杨瑷竹

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

据新华社 冬季到来，幼儿咳嗽变
异性哮喘又进入多发期。专家提醒，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哮喘中的一种特殊
类型，多见于幼儿，容易被误认为是支
气管炎等疾病，需引起家长重视。

最近，重庆6岁大的豆豆因持续
咳嗽被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检查，家长反映，孩子咳嗽基本是干
咳，吃了几种止咳药效果也不明显。
后经医院检查，孩子患上了咳嗽变异
性哮喘，需正规治疗才能缓解症状。

儿童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医师
闫莉介绍，咳嗽变异性哮喘以慢性气
道炎症为主要表现，冬季是这种疾病

的多发季节。
“咳嗽变异性哮喘多见于有过敏

体质的儿童，空气污染、被动吸烟、环
境寒冷、化学刺激等也是引起咳嗽变
异性哮喘的危险因素。”闫莉说。

如何预防孩子发生咳嗽变异性
哮喘？闫莉建议，一是积极查找过敏
原，进行过敏原测验，一旦明确病因，
立即避免接触过敏原，进行脱敏治
疗。二是不要接触宠物及花草，避免
孩子抱着毛绒质地的玩具入睡。三
是经常打扫房屋，清理垃圾，被褥常
晾晒。四是气温变化时注意及时增
减衣物，预防感冒。 ■李松

冬季幼儿咳嗽变异性哮喘多发

内蒙古启动蒙医药专利池计划

中国书法文化史上的“另一半”

近三十年以来，我国的书法事业
蓬勃发展。其最为突出的表现，一是
书法创作队伍不断扩大，从群众基础
到展览规模、入选入展人数都是其他
艺术门类所无法比拟的；二是书法教

育与研究队伍的建立，使得书法艺术
成为真正的一门“学问”。在新的学
科分类中，“书法学”是“艺术学”下的
二级学科。“书法学”领域不断涌现出
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为这个“新”专业

添砖加瓦。《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
史》就是这个背景下的重要著作。

作为“另一半”的女性的书法，在
我国古代典籍中的记录可谓鲜矣。
清代厉樊榭所著《玉台书史》，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辑录女性书家的
著作，虽时代跨越上古到清代数千年
之久，范围包括宫廷、闺秀、姬侍、名
妓、释道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女性，但
收录的女性书家也不过二百一十三
人，其载录虽详有出处，但文字多是
寥寥，亦多有附会，而其中名媛书家
竟有一百零四人，占整部书的一半。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古代女性书法做
学术整理与研究，收集资料之难可想
而知。

从体例与内容来看，《中国古代
女性书法文化史》虽是多人合著，但
经纬分明，力避简单的资料汇集之
弊。自魏晋南北朝到清代，著者都尽
可能把蒐集的女性书法相关史料做
分析。尤其是书中关于女性书法文
化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泛
泛的蜻蜓点水式研究。比较来看，其
中的唐代、明代、清代做得更为细致，
讨论亦更为充分，这或许与资料较多
有关系。而先秦两汉，因女性书法史
料缺乏不能深入讨论。另外第五章
的元代，也是因为国祚短暂，加之汉
人不受重视等因素，除赵孟頫的夫人
管道昇和大长公主有详述外，其余书
家皆是一笔带过。

本著最为可圈可点者，则是充分
利用新近考古资料，全面拓展了古代
女性书家与书法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近三十年来，受现代西方学术影

响，借助图像学、图像志等方法与手
段，对考古文物所蕴含的人类文化
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诸多因素进
行综合考察，方兴未艾，极大推进了
学术发展。也正如先贤王国维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
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本书多见这
样值得称道的地方。如关于唐代的
宫廷女性书法，作者以1974年出土于
陕西蒲城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
志》为例，截取墓志里的书法单字与
传世名家书法一一进行比较，无疑增
加了结论的信服度，从而也证明了唐
代“以书取士”的影响与历史功绩，亦
可从侧面证明唐代书法之盛。又如，
书中所录的元代管道昇、明末清初的
柳如是、蔡玉卿，清中后叶的曹贞秀、
张纶英等，也都是用相关的书法作品
来以图证史。

总之，本书立足于“女性与书法”
这个主题，以朝代为经，以人物为纬，
辑以史料，叙论结合，考证详实，图文
并茂，资料丰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
比较全面的中国古代女性与书法文
化的画卷，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具开山之功。诚然，著书不易，该书也
颇多地方可以增补改进。例如，新中
国成立以来，墓志出土甚夥，其中载录
女性与书法的相关资料亦不少见。该
书中似乎只关注到魏晋南北朝及唐五
代，资料除赵超先生《魏晋南北朝墓志
汇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编》
外，其他新出版的资料多未见使用，而
宋元明清墓志资料更未涉及，实在是
有点遗憾。 （来源：新华读书）

《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
常春 杨勇
上海书画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一个孤苦的小女孩
如何凭借读书的力量，度过生命中
艰难的时期。在弹奏手风琴的养
父的帮助下，小女孩学会了阅读，
她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难以抗拒
的东西——书。她忍不住开始偷
书，在战乱的德国努力地生存着，
并不可思议地帮助了周围同样承
受苦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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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你，陪伴你》
作者：孙俪
出版社：磨铁图书

《偷书贼》
作者：马库斯·苏萨克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遇见你，陪伴你》是一本关
于爱与陪伴的书。这本书收录
了百张孙俪和动物之间的温馨
画面、13 个领养动物家庭和“毛
孩子”的动人故事，并随书附赠
了贴心的宠物饲养小贴士，让每
一个喜欢小动物的人都能获得
更好的方法去照顾陪伴在身边
的“毛孩子”。

《唐诗课》
程千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跟随程千帆先生读懂唐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
诗课》，是著名文史学者程千帆先生
11篇论述古典诗歌文章的合集，所论
对象以唐诗为主。

欣赏、品鉴古典诗词的方式是否
单一，或许跟读者个人的素质、兴趣
等因素有关，但我们若从社会现象的
层面上去谈这个问题，其实不必去细
究一个人是如何欣赏一首诗的。只
要研究一下出版者所能提供的图书
种类就可以了解，因为这正是人们日
常接受、欣赏诗词所凭借的主要资
源。大体而言，这方面的图书基本可
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诗词选本，二是
诗词鉴赏辞典，而前者是主流。

诗词选本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唐朝有唐人选唐诗，宋朝有宋人
选宋诗，等等，十分丰富。古代的诗
词选本主要是为了宣扬某种文学思
想，或者以之为范本，揣摩写作技巧，
当然它同时也有供读者品鉴的功能，
但是这一功能的地位并不突出。时
至近现代，品鉴功能跃然居于首位，
成为众多诗词选本的主体功能。20
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做好古典文学
普及工作，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
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中
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可谓一举奠
定了诗词选本作为普及读物的主要
形式，至今莫替。

诗词选本虽然能够作为品鉴的
读本，但其实这是一种比较被动的诗

词阐释模式，因为它主要解决的问题
是历史背景和语言问题，提供的是这
方面的知识，而把知识转化为审美则
需要读者自己去完成。阅读古典诗
词，我们是需要拿自己已有的经历、
情感去接引、体验诗中的情感和意义
的。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一个经历
并不丰富的人来说，读诗可能会酿
成一种很糟糕的体验。所以，高明
的读者固然可以越读越丰富，但经
验并不丰富的读者则可能越读越枯
燥，更有甚者则是那些反客为主，以
我为主，把自己的感想完全投射到
诗里的读法。

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经写过
一篇谈读书经验的文章，他说读书最
坏的习惯是“把著者拉到自己的习心
成见中来，以自己的习心成见作坐
标，而加以进退予夺，于是读来读去，
读的只是自己的习心成见”。这个道
理对那些把诗词欣赏变为一己思想
情感之注脚的人同样有警醒作用。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从知识到审美，这
个转化过程的效率如何，注释者是毫
无办法掌控的，读者在这个过程中能
够进益多少，那要看他所具备的条件
和发挥能力的状态了。

如此看来，诗词选本其实是不容
易读好的，或许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
不足，诗词鉴赏的文章继之而起。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唐诗鉴赏辞典》

《宋词鉴赏辞典》等书蔚然而起，风行
一时，近期又再度回热。诗词鉴赏文
章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知识到审美的转化，在是什么的基
础上，继续回答好不好以及为什么
好。不过，就目前的鉴赏文s章而言，
还存在分析模式单一的弊病。这些
文章普遍以诗歌背景与诗歌情感之
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容，而对诗歌的
艺术手法以及何以有魅力的阐释则
轻描淡写，显得力度不够，对这个问
题的开掘需要研究者具备在深远的
历史脉络中对诗歌艺术作深刻的比
较、揭示的能力，前辈学者也有尝
试，钱锺书先生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

的学者。
钱锺书先生的《论通感》揭示的

是古典文学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修辞
手法。另外，他编《宋诗选注》，谈选
取标准时提出“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
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
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
（《宋诗选注·序》），其实就是着眼于
艺术演进的角度来说的，含有一种比
较的历史眼光。此外，还有《谈艺录》

《管锥编》，也都很注重艺术心理和艺
术技巧的剖析。总体来说，他对古典
文学艺术中审美因素嬗递的论述，往
往穷源溯流，纵横古今，同时兼举西
方文学中的相同类例，必要做到穷形
尽相的程度。《唐诗课》的作者程千帆
先生也是一位成果卓著的古典文学
研究大家，在古典诗歌研究方法上也
有非常重要的开拓。

程先生对古典诗歌的解读气场
宏大，读之令人心思壮阔。他写文章
很注意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
问题来讨论，同时也很注重分析方法
的提炼。所以，他的文章既精彩又有
丰富的启示性。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了将文
艺学与文献学紧密结合，让考证与批
评相辅相成的治学观点。这一思想
不仅大大超越了当今诗选和鉴赏辞
典等书所体现的方法意识，对专业的
文史学者研究精深的学术问题也具
有宏观的指导意义，甚至对相邻学科
也不无借鉴的价值。

程先生现有论著主要是他自己
或由他指导的弟子编定的，这些书似
乎都有比较明显的学术定位，与普通
读者的阅读预期有一定的距离，并且
有些文章是用文言写作的，不易读
懂。但先生的有些文章则是问题好、
方法好，写得也很清通，就算是没有
雄厚文史基础的人也能读懂，只是各
篇比较分散，不曾有意识地根据普通
读者的需求汇聚成书。有鉴于此，我
们觉得把这些清通易读文章选出来，
编辑在一起，对一般读者来说，是一
个很好的便利。 （来源：新华读书）

《身边的科学大合集》含 3 册
图书，带领小朋友们分别探索生
活中常见物品的制作奥秘，畅游
用微米和纳米丈量的世界，到我
们平时用眼睛看不到的地下世界
中探险。

《身边的科学大合集》
作者：小石新八 荒贺贤二
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