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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通讯员武丹萍
实习生朱恩举

“您还记得我吗？我给您筛查几次了？”7月，又是一年潮热
的梅雨季，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高店乡邓湾村村民邓继瑞的家
中来了一批熟悉的客人。81岁的邓继瑞颤颤巍巍地抬起手，缓
慢比出了3根手指。

“对，第三年了。”坐在屋门口台阶上向老人问话的是武汉
科技大学脑科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曾燕教授。这是她第三
年为邓继瑞做认知筛查。

今年是曾燕团队连续前往大悟山区开展老年人阿尔茨海
默病（AD）免费筛查的第九年。自2016年起，曾燕带领团队师
生开展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筛查，目前已将武汉市10000
余名、大悟县 5000 余名 65 岁以上老人纳入湖北老年记忆队
列。这也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社区队
列。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数据显示，阿尔茨海默病目前影响
着全球约5500万人，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983万人。《阿尔
茨海默病源性轻度认知障碍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显示，我
国农村老人患病率远高于城市老人。

“目前，尚无特效疗法能阻止或逆转阿尔茨海默病的病情
进展，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病可以预
防。”曾燕说。

专门去学方言

曾燕是极注重效率的人。7月15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曾燕
的办公室见到她时，有关今年前往大悟开展老年人阿尔茨海默
病筛查的诸多实验数据已在她的案头。

7 月 6 日晚，曾燕团队从大悟返汉，结束了 7 天的随访行
程。那一周，曾燕带领团队80多位师生和大悟县的村干部、村
医一起，完成了46个村1632位老人的阿尔茨海默病筛查。

曾燕介绍，今年的筛查共12个模块，涉及1000多个指标，
包括全套的神经心理评估，外周器官功能评估，生活方式、慢病
等危险因素评估，血压、血糖、脑氧饱和度以及肺功能等体检，
血液标志物检测等。

这相当于把可以进行阿尔茨海默病筛查的记忆门诊搬到
了村民家门口。

白天筛查工作以做量表为主。每到一村，团队就地借来桌
椅摆在不同位置，按体检类别搭建起简易的体检“流水线”。量
表上的问题多且细，面对不识字且听力严重衰退的老人，他们
就将量表上的问题换成老人容易理解的通俗表达，然后趴在耳
边大声喊话，直到老人点头表示理解。因此，平均每位老人的
体检时间都要1个小时。

晚上，团队回到位于大悟县中医医院的驻地继续工作。量
表组整理白天填写的各项量表信息，核对数据，评判问卷填写
质量，血样组则在大悟县中医医院的检验科实验室分装、冰冻
当日血样，避免样本因高温变质。

23岁的刘璐是武汉科技大学基础医学专业研一学生。去年
的研究生复试前，她就了解到曾燕团队所做的这个课题，读研
后，她主动提出想加入这个课题组。“进入这个课题组有严格的
要求，需要面试。”刘璐说，他们会观看录制好的与老人对话的
示范视频，观看视频后会进行与老年人模拟对话的实战考核。

除了专业领域培训，曾燕还设置了方言培训课。做量表需
要与当地老人进行大量沟通，团队里的许多师生此前都听不懂
大悟方言，这会影响问卷质量。于是她特意找来生源地为大悟
的学生来给团队成员做语言培训，甚至还录制方言音频，便于日常
学习。

从质疑到期待

即便没有这项课题，曾燕对阿尔茨海默病也不陌生。
2011 年，她结束了 4 年博士后研究员的工作回国。在美

国，她的研究方向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家中多位亲人相继患有
阿尔茨海默病，让她对这一病症更有直观感受。

回国入职武汉科技大学的头几年，曾燕一直在思考自己未
来的研究方向。

曾燕说，那时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防控方案及疾病研
究，国外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前列，但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基
于西方国家人口数据所得，“中国幅员辽阔、民族文化多元，与
西方国家相比，种族、遗传、危险因素和生活饮食习惯等方面存
在巨大差异，因此需要建立覆盖全国多地域、涵盖城市与农村、
符合国际标准、高质量、可共享的中国多中心阿尔茨海默病临
床前期社区队列”。

在学院和同行的联络帮助下，曾燕最终选择了大悟县中医
医院作为合作方，将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所有村庄纳入筛查范围。

2016年启动筛查时，受限于资金和人力状况，团队只对200
多位65岁以上老人进行了筛查，那时的筛查指标只有几十项。

“第一次去接触这些村民，告诉他们我们要做这项筛查，很
多人是不理解的。”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刘丹是最早加入
曾燕团队的教师之一，她说，启动筛查前团队还对村民们开了
动员大会，但收到的质疑依然很多，村民们问得最多的就是“做
这个（筛查）有什么用，又不给药”。

此前，村里出现过打着体检幌子骗人的事，老人们担心被
骗，便对体检人员有排斥。这需要团队和村医承担更多解释和
沟通工作。

但也有村民一次不落地参与了9年来的所有筛查。78岁
的刘翠珍是大悟县城关镇双河村人，刘丹对她印象深刻，今年
筛查时，老人更是冒着雨来参加。筛查的其中一项是在白纸上
画一个表盘并标注数字，老人每次都画得很好，检查完，还对他
们连声道谢。

每一次筛查，成员们更多时候是被老人们的淳朴感染。刘
璐说：“有的老人特别可爱。我在一个村子里给一位老奶奶做量
表时，她看我热得衣服湿了，就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做量表。”

9年不间断的筛查，当地老人对曾燕的团队从最初的质疑
逐渐变成了期待。就在今年筛查工作启动前，曾燕收到了一位
老人的来电，老人曾学过中医。电话里他小心翼翼地询问：“曾
老师，今年你们什么时候来？”

筛查中的倾诉

曾燕曾目睹亲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直至离世的过程。她最
难过的不是完全痴呆后老人如孩童般的行为，而是老人在仅剩

的清醒瞬间里，知道自己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失智和死亡。
筛查时，曾燕碰到了一位已经痴呆并卧床的老人。近3年，

她每次去这位老人的家中，老人都维持着同一个姿势。知道老
人家境不太好，曾燕能做的只有带些礼品，送去一些慰问金。

“农村老人的患病率远高于城市老人，这些年的跟踪数据
印证了这一点。”曾燕说，农村老人沉默而孤独，文化水平低、经
济收入有限、居住分散、饮食结构单一、生活习惯欠佳，这些都
成为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

今年加入筛查团队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闫隽团队也
有这样的观察。闫隽说，和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极少使用
智能手机，文化水平较低也导致读书看报困难，多数时候只能
被动接收电视里的信息。居住分散也导致邻里交流减少，更少
的媒介刺激和社交隔离状态，都会成为患病诱因。

湖北老年记忆队列希望通过对人群进行随访和纵向观察，
评估疾病发生并考察其与各项因素的关系。尽早开展早期筛
查、多元干预以及社会介入等是预防和减缓农村老人阿尔茨海
默病发病的关键。

27岁的大悟县高店乡永年村村支书王泽河，今年是他第二
次参与筛查时的现场秩序维护工作。这位学习汉语言文学的
年轻人几年前通过选调生考试来到大悟。他说，他所在的永年
村户籍人口有2000多人，但常住人口仅500人，和绝大多数乡
村一样，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

在他看来，曾燕团队的到来，不仅是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筛
查，也是对老人身体的全面检查。他说：“许多老人子女不在身
旁，他们也没有体检意识，有些老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慢性病，
一旦身体出现突发状况，我们村干部也着急。”

王泽河说，几个月后，村民们的体检结果会通过大悟县中
医医院再送至各村村医手中，村医会对指标异常的村民给出就
医提醒。

还有不少老人会把做量表的过程当成一次倾诉。曾燕说，
有时问及老人最近有没有失眠或是心情有没有不好时，有些老
人会泪流满面，其中有对离世亲人的思念，有对生活的无奈。
在曾燕看来，宣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预防。

目前，湖北老年记忆队列依托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
脑研究”重大项目课题，通过纵向追踪研究，已发现识别阿尔茨
海默病风险早期指标等，取得了多项成果。

曾燕认为，科学研究不是只存在于实验室里、论文中，“更
重要的是要为大众的健康服务”。

■长江日报记者李慧紫 通讯员沈雪梅

7 月 18 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三届大
会分论坛——健康城市市长论坛上，武汉市代表作了以“缔造
健康武汉 共享美好生活”为题的演讲，用 6 个故事讲述了武
汉市在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
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等方面的实践，探讨超大城市健康建
设的未来。

据了解，2023年，武汉市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等主要
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居全国前列。

跑步7年见证105公里东湖绿道蝶变

今年6月25日，东湖绿道三期贯通，标志着绿道串珠成圆，
不少武汉市民在东湖绿道跑步7年，见证了105公里绿道的美
丽蝶变。近年来，武汉累计建成公园超1000座、绿道超2000公
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5平方米，形成了“城市公园绿地5分
钟休闲圈”。武汉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

“十四五”以来，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升，提前完
成了国家2030年规划目标，这和武汉市持续推进健康科普分不
开。2020年8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同济医院教授陈孝平领衔

的健康科普工作室在武汉挂牌，这是全国首家面向市民的院士健
康科普工作室。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陈孝平院士工作室打造的

《院士开讲：全民健康课》，累计受众超3亿人次，涌现出“中小学健
康第一课”“健康大家谈”“我是医生”等一批广受市民欢迎的健康
教育品牌栏目，健康科普成为健康武汉的一张闪亮名片。

“家门口”就医服务提档升级

去年以来，法国退休外交官姬先生到我市六角亭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接受针灸、艾灸、拔罐等治疗60余次，他的眼疲劳、
坐骨神经痛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如今，像姬先生一样拿着翻
译器“打飞的”到武汉“看中医”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武汉中
医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龙牡壮骨颗粒、马应龙八宝眼膏等

“名药”驰名中外，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技艺等“名方”享誉四
方，九州通、人福医药等“名企”实力雄厚。在传承汉派中医上，
武汉市全力打造全国中医药服务高地、成果转化高地、健康产
业高地和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

近几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落地武汉，总投
资485亿元的125个补短板项目已基本建成投用，一道现代化
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已经形成。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我国首批紧
密型医联体试点医院。自2009年以来，五医院“上牵”武汉同

济医院，定期接受专科建设指导，“下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
态开展巡回坐诊，构建了“1+2+N”的医联体布局，实现居民就
诊“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

去年武汉生命健康产业规模突破4800亿元

今年4月，第六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在汉开幕，千余家知
名企业参会参展，签约合作项目97个，总金额1578亿元，在海
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自2019年以来，健博会累计开展会议论
坛300余场，吸引来自36个国家的近百万人参展参会，投资规
模近4000亿元。

健博会是武汉市健康产业的关键一环。近年来，武汉市提
出突破性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等五大优势产业。围绕这一任务，
武汉市整合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产业基地全链条各节点，推动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流通、生物农业和健康服务五大领域
协同发展，形成了光谷生物城“一城”、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一
园”，以及汉阳大健康产业发展区、环同济协和国家医疗服务
区、武汉长江新城国际医学创新区“三区”新格局。去年，全市
生命健康产业规模突破4800亿元、市场主体突破3800家，诞生
了联影、迈瑞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5G 远程超
声、质子治疗等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科技成果。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文汉 实习生贾雯）7月6日，位
于东湖高新区九峰街道德馨里社区89岁高龄的胡老先
生收到社区干部陆霖转交来的拐杖。拄着“爱心拐杖”在
房间来回走了几步，他激动地说：“一件小事，没有想到胡
洁还放在心上”。

胡洁，中建三局铁投公司路桥公司鄂东区域负责人，
2021年2月，她与武汉东湖高新区九峰街道对接，组织了
点亮“微心愿”活动。

在这个活动中，她对接九峰街道德馨里社区，每逢节
假日就会为困难户送去生活必需品和节日祝福。今年端
午节，她为3户家庭送去了米、油、粽子等物资。交谈中，
胡老先生说他的拐杖是 4 个角，有点绊腿，用起来不方
便。细心的胡洁默默记下此事。后来她跟多个商家联
系，反复挑选，最后花 188 元购买一根“全碳式”单角拐
杖，快递给社区干部，转交给胡老先生。

自2014年起，胡洁便积极投身公益，坚持探索实践“公
益事业追随工程建设”的模式。2015年，在中建三局东北基
地，胡洁结识了抚顺第25任雷锋班班长毕万昌，他们和任
菲等9位志愿伙伴一起组建了“东北的星”微信群，通过每月
打款的方式，帮扶江西九江武宁县9名贫困学生。

“我们将志愿服务和爱心活动贯穿到工程建设的每
一个角落。”2016年，胡洁在长春国际马拉松活动中结识
了坐轮椅的马拉松选手于乐乐。得知其愿望是用双手跑
遍全中国，胡洁当即承诺：“只要有我和同事们的建设项
目在，一定尽力帮助你。”后来，于乐乐先后两次来湖北参
加比赛，都是胡洁和她的同事提供全程服务。

今年春节，胡洁又积极参与武汉市妇联和黄冈市妇联
联合举办的“共筑幸福家”“爱心妈妈”结对帮扶留守儿童
公益活动，为黄冈30个留守儿童家庭筹集3万元慰问金。

11年来，胡洁发起、参与志愿活动500多次，足迹覆
盖8省14市，定点定向帮扶妇女儿童近千人，筹资修建致
富路惠及万人。因实实在在帮困难群众解决问题，胡洁
被评为湖北好人、武汉市道德模范。

长江日报讯（记者秦璟 通讯员王文
慧 孙天润）7月18日中午12时，在武昌
区保利广场写字楼上班的李帜乘电梯来
到位于45楼的免费楼宇托管班，接到刚
下课的女儿李悦嘉后，他准备带女儿去
楼宇里的白领食堂吃午饭。

“一栋楼把孩子托管、吃饭的问题都解
决了，特别方便。等会儿吃完了她还可以
回托管教室午休。托管班的上下课时间跟
我们上下班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有专
门的老师带，我们能安心工作。”李帜说。

在保利广场的楼宇食堂里，不时能看
见挂着临时证件的托管班学员随家长一
起到楼宇食堂用餐。家长叶静已经是第
二次给孩子报名参加楼宇托管了，她说，
孩子每天跟着大人早起来楼里的托管班
上课，“要是没有食堂，中午可能就要把他
送回家做饭或者点外卖，那就比较麻烦”。

“这栋楼的托管时间正是按楼内白领
上下班时间规划的，可以保障孩子们白天
不出楼栋。工作时间把孩子放在托管班
里学习课外知识，午休时间跟家长一起在
食堂吃饭，干净卫生又很安全，很受家长
欢迎。”中南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今年7
月8日是这个写字楼第三次开班，报名人
数比去年第一次开班增加了一倍。

托管班教室门口的课程作息表显
示，托管班每天上午8时开始签到，中午
11时40分至下午2时30分午休，下午5
时30分放学，与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基本
一致。桌子上放着孩子们的画，还有一
些儿童文学作品。

托管班班主任胡青青说，本周的课
程是教孩子们认识节气，课程结束后等
待家长下班的时间里，她和助教们会引
导孩子们自由规划时间，可以帮助孩子
养成和维持好的生活习惯。

武昌区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楼
宇托管班由楼宇物业或楼宇所在街道提供负责人和安保
员，聘请有教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员担任教师，配有大学生
助教，整合社会各类资源开发职业体验、科普教育等丰富
多彩的托管课程。2024年暑假，武昌区继续在全区分两
阶段设立楼宇托管室 15 间，计划提供托管学位不少于
330个，服务7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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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道德模范胡洁：

工程建设到哪公益就做到哪

院士领衔成立工作室普及“全民健康课”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前实现国家目标

李帜（左）带着女儿一起吃饭。
长江日报记者秦璟 摄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

志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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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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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燕为永年村老人做认知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