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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疾病致残 共享健康生活

重庆 群策群力共同谱写残疾预防工作新篇章

专家建议》

近年来，我市以推进实施残疾预防
五大行动为抓手，贯彻落实《重庆市残疾
预防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推动残疾预防事业高质量发展。

开展残疾预防知识普及行动。完善
残疾预防科普知识资源库，面向重点人
群开展针对性宣传教育，普及残疾预防、
出生缺陷防治、遗传和发育、疾病、伤害
致残防控等科学知识，创新开展“残疾预
防 青春同行”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
控。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做好产前筛查、
诊断。加强儿童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
全市所有区县提供婚检服务，妇幼保健机
构提供婚前医学检查，已在全市范围内普
遍开展新生儿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
功能减低症、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
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筛查。目
前，全市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
率达96.15%，产前筛查率达94.72%，新
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达99.48%。

开展疾病致残防控。加强慢性病致
残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疾病防治、
传染病及地方病致残防控，建立“三联
动”工作机制，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和疑似职业病诊断。目前，全市免疫规
划、非免疫规划分别接种疫苗395.3万剂
次、550.7万剂次，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已达97.6%，控制和消除重大
地方病的区县已实现全覆盖；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率已达90%以上。

开展伤害致残防控。加强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监督管理、道路交通和运输
安全管理、儿童伤害和老年人跌倒致残

防控，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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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康复服务质量
提升。加强康复医疗服务，保障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加强长期照护服
务，提升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等举措，持
续推广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推进
修订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办法，提升区
县残联、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康复机构服
务水平。截至7月31日，全市已为17.5
万名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2.7万
名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救助
残疾儿童1.07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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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5日是全国第八个残疾预防日。本次残疾预防活动主题是“预防疾病致残，共享健康生活”。
近年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年）》，及时出台《重庆市残疾预防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相关责任部

门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开展监测评估，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在全市广泛深入开展，残疾预防取得较好成效。截至目前，《行动计划》确定
的25项指标任务，重庆已完成19项。

今年残疾预防日，川渝两地还将共同举办第八次“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签署《川渝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协同发展协议》，举行爱心助残
捐赠仪式，启动助残康复·爱星工程，进一步增强川渝全民残疾预防意识，共同推动两地残疾预防及残疾人康复事业协同发展。

“明年是残疾预防行动实施方案的收官之年，我们将与相关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确保明年我市残疾预防工作完美收官。”市残联
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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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疾病防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

强，现在人们对健康概念的认识，不是单指
生理上的健康，心理及精神的健康同等重
要。

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工作压力、学业压力、经济压力的增加，越来
越多的人心理问题突出，推进社会心理服务
和精神疾病防治工作更加紧迫。

近日，市精神卫生中心组织专家走进秀
山县精神卫生中心开展义诊活动，短短一上
午的时间便为几十名群众进行了现场问诊。

“一提到精神疾病，市民都会有一种恐惧
的情绪，但事实上，精神疾病是可治可防的。”

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蒋国庆表示，事实上，
部分精神疾病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够不上精
神疾病的，在精神病学中被称为早期综合症，
这个时候就开始早期去干预去预防，后面疾
病的发展的转归严重程度就会减轻很多。同
时，确诊精神疾病后应积极地进行治疗，采用
科学的治疗方式，按照医嘱服药控制症状，最
终实现回归社会。

例如，蒋国庆曾诊治过一位十多年的精
神疾病患者，前期在药物治疗下患者症状得
到很好控制，能正常地生产生活，但不听医
嘱自主停药后，该患者出现了复发症状，后
续治疗相较前期来说困难许多。也有患者

多年来一直谨遵医嘱，乐观面对病情，疾病
控制得非常好，顺利实现了升学、成家、立
业。

重视心理健康，开展精神疾病防治，近年
来，重庆市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鼓励引导三级服务体系平台为重点人群
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同时，开展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服务管理专项行动，基本摸清重庆市
精神障碍患者底数；联合多部门、多学科联
合调研精神卫生工作，有序推进精神卫生条
例立法。截至2023年底，我市在册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达4.61%，社区康复率
达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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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传染病及地方病致残防控

地方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
地方性、区域性疾病。重庆市是全国地方病
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的地方病包
括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和克山病。

居住在巫山县的村民徐先生，便是因为
长期使用高氟煤作为燃料，在地方病三年攻
坚行动实施期间，被确诊其为氟骨症患者。

据徐先生自述，十几年前，其左膝关节
便开始出现疼痛，阴雨天疼痛加重。现在，
左膝关节屈曲畸形明显，伴行走活动困难，

严重影响生活。2023年，在专项资金的支
持下，徐先生入院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目
前，术后效果明显，疼痛明显减轻，能实现独
立行走。

据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地方性
氟中毒包括燃煤污染型和饮水型两种类型，
病区分布于重庆18个区（县），其中燃煤型氟
中毒分布在彭水县、黔江区、巫山县、奉节县
等13个区县。地方性氟中毒给病区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同时

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市重点地方病控制和消除率达

到100%，所有区县保持碘缺乏病消除状态，
13个燃煤型氟中毒病区县全部达到消除标
准，6个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县全部达到控制
标准，9个克山病区县全部达到消除标准。

而在麻风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预防方
面，我市正积极谋划“社会·渝悦·疫智防控”应
用，涵盖传染病监测、预警、处置全流程核心业
务应用场景，并持续提供高质量疫苗接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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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预防 青春同行”为残疾预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为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增强残疾预

防意识和能力，助力维护、促进全民健
康。今年，市残联联合团市委创新推出

“残疾预防 青春同行”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

开展残疾预防宣传创意作品征集活
动。面向全市大学生征集残疾预防主题
创意作品，收到微视频类作品111个，书
画类作品 183 幅，文创产品类作品 148
件，宣传了残疾预防相关政策、法规和核
心知识，展示了重庆推进残疾预防工作
取得的积极进展。

开展残疾预防知识普及活动。遴选

一批在心理健康、交通安全、艾滋病防
治、健康生活、运动康复、消防安全等领
域的专家，在12所市内高校分别开展一
场有关残疾预防知识的专题培训。

开展残疾预防宣传作品展示活动。
围绕残疾预防知识，面向高校播放视频、
展示图片等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海报
1000张，制作、分发残疾预防宣传主题消
暑扇、布袋、折页1.2万份。

活动的开展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
残疾预防事业发展良好氛围，青年学生
的积极参与正为重庆残疾预防事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疾病致残预防核心知识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少油、少盐、少糖。

●坚持有氧运动，注重吃动平衡，避免超重与肥胖。

●不吸烟少喝酒，远离二手烟。

●关注血压、血糖、血脂变化，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定期体检，及早发现疾病，及时就诊，规范治疗。

●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及时接种疫苗，预防传染性疾病。

●保持心情愉悦，有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人员帮助。

●爱护视力、保护听力，避免视力和听力损伤。

●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环境污染损害健康。

重庆市疾控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
控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周爽

我市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协作，以“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的策略，持续巩固强化各项措施，推进地
方病防治。

■碘缺乏病防治：继续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原则，实施以食
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控策略。

■地方性氟中毒防治：加强改炉改灶
综合防控措施的后期管理，引导群众正确
使用改良炉灶并主动做好维修维护，鼓励
群众使用清洁能源。

■克山病防治：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提倡膳食多样化，在防寒、防烟、防潮等方
面改善居住条件。

■健康教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地方病防治知识
和技能，增强群众特别是重点人群防病意
识和能力，提升健康防病素养。

重庆市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 赖维云
及时发现脑卒中早期症状极其重要，

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远离脑
卒中，从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每个人都是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快速识别脑卒中，“中风 120”口诀可
以帮助大家：

■“1”指看一张脸，是否会出现面部

不对称，口角歪斜；
■“2”指观察两只胳膊，双臂平举，单

侧无力不能抬；
■“0”指聆听语言，是否出现口齿不

清，说话不明白。
脑卒中预防可从如下方面进行：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保持良好情绪——

平时应保持愉悦放松的精神状态。

■积极调理饮食——建议可坚持低
脂低糖饮食，合理控制食盐摄入量。

■规律的有氧运动——在日常生活
当中需要做到劳逸结合，减少静坐。

■控制自身病理因素——对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脂原发性疾病进行控制。

■坚持定期检查——脑卒中可防可
治，早期筛查很重要。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蒋国庆
精神疾病是可治可防的，应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实现早期康复。

精神疾病预防可从如下方面进行：
■加强心理咨询，改善生活环境。
■积极防治精神病及脑部外伤和其

他脑病。
■及早治疗常见的精神病，防止病情

发展。

五大行动助力残疾预防工作 循序渐进推进慢性病致残防控

残疾预防涉及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与每个人的一生都息息相关。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再加上居民抽烟、过度饮酒、久
坐、熬夜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慢
性病逐渐地走进了我们的生
活。

例如高血压、脑卒中
可导致偏瘫，糖尿病可导
致视力残疾和截肢，帕
金森病可导致身体运动
障碍，还有老年性痴呆
等疾病可导致智力下
降等。其中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已
成为致残疾病的主要因
素之一。

脑卒中，俗称“中风”，
是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突然堵

塞或破裂所导致的一种急性脑

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
高和死亡率高及经济负担高的特点。沙坪坝
区残疾人康复之家试点单位之一的新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便结合了传统中医经络理论和
现代综合性康复医疗技术，通过电针、艾灸以
及肌力训练等多种疗法，为脑卒中患者提供
全面而专业的康复服务。

市民杨勇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因脑
梗导致肢体功能障碍，并伴言语障碍，杨勇
在某“三甲”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出院后转至
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住院部开展了
长达42天的治疗。

“四十天前的我还瘫痪在床，基本生活无
法自理，现在的我能够独立行走，生活也能自
理，感谢沙坪坝区残联提供的康复训练项目，
让我拥有面对新生活的勇气。”杨勇表示。

及时电话问询、及时上门服务筛查，新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靠前服务，避免患者拖延
失去康复最佳时机，主动帮助像杨勇一样的
脑卒中患者通过康复治疗重拾生活信心。

“脑卒中患者最佳时间是在发病后3个月
以内，应用各种治疗手段尽可能减少脑卒中
后遗症，通过系统的康复治疗，将进一步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帮助患者重返社会。”市人口
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赖维云表示。

“在我国，脑卒中是成人致死、致残的首
位病因，尽管脑卒中经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
专属，但近年来，许多患有慢性病、有不良生
活习惯的年轻人也步入了脑卒中高危人群的
行列。”赖维云表示。

事实上，一直以来，我市积极加强脑卒中
等慢性病致残防控，在群众身边打造更便捷、
举步可及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倡导积极健
康的生活方式，充分发挥体育健身在主动健
康干预、慢性病防治、康复中的作用，营造起
全民运动的良好氛围。

截至2023年底，重庆市高血压患者基层
规范管理服务率已达62%；2型糖尿病患者基
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已达62%。慢性病致残防
控主要指标皆取得显著成效。

链接》

科普》

沙坪坝区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脑沙坪坝区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脑
卒中患者提供从急性期治疗到恢复期康复卒中患者提供从急性期治疗到恢复期康复
的全方位服务的全方位服务

团市委联合市残联在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12所高校开展“残疾预防·青春
同行”——残疾预防知识培训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