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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推进世博高新
医院团建工作，不断增强青年职
工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按
照医院党总支部署要求，10月20
日，共青团淄博世博高新医院委
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团员代
表大会召开。

淄博高新区团工委书记魏
学超，淄博高新区卫生健康行业
党委副书记、卫生健康事业中心
党组成员、副主任庄斌，淄博高
新区卫生健康行业党委委员、中
共淄博世博高新医院总支部委
员会书记、世博高新医院董事长
兼院长阎敬武等领导及淄博世

博高新医院团委团员代表共百
余人参加会议。

“共青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
青年组织，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
和纽带。”魏学超表示，今天，淄
博世博高新医院站在培养青年
人才、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和高度成立共青团组织，希望
淄博世博高新医院团委今后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团
章的各项规定，充分发挥团结、
教育青年的核心作用，努力为医
院高水平发展和青年建功成才
贡献青春力量。

阎敬武在会上结合医院工作

实际，对今后工作提出要求，要坚
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领世博
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堡垒，做有
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世博青
年；要找准位置，成为党与青年的
贴心人，将青年队伍打造成党的
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以青春
力量助力世博高质量发展；要奋
勇上进，成为世博文化建设的主
力军，为实现“百年世博 健康永
远”的远景目标不懈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淄博
世博高新医院委员会第一届委
员会委员3名，淄博世博高新医
院团委书记宋冬梅当选为团委

书记。随后，宋冬梅从坚持做好
党的助手、加强共青团员的科室
联合、丰富青年的精神文化需
求、增强共青团组织的吸引力四
方面作出发言。

2022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也是世博高新医院正
式开诊五周年。团员青年是世
博高新医院员工队伍的主体，多
年来，世博高新医院的团员青年
在社会公益活动、医院管理和发
展以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生力军和突击
队作用，多次受到政府表彰和群
众赞扬。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
开启新征程。淄博世博高新医
院团委的成立和第一届团委委
员会的产生，进一步激发了全院
青年职工、青年团员干事创业的
热情，作为医院建设和发展的生
力军，他们将立足本职、埋头苦
干，时刻弘扬“团结 务实 拼搏
奉献”的世博精神，以更加积极

的姿态投身到卫生健康事业中
来，为医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
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翟咏雪 通讯员 于
雪松

淄博高新区团工委书记魏学超（右），淄博高新区卫生健康行业党委副书记、
卫生健康事业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庄斌为淄博世博高新医院团委揭牌。

淄博高新区卫生健康行业党委委员、中共淄博世博高新医院总支部委员会书
记、世博高新医院董事长兼院长阎敬武讲话。

近日，北京医院心内科的专
家就根据临床诊疗经验，总结了
公众对于血压的10个常见误区，
快来一起学习吧。

误区：
没有症状就说明血压正常

无论身体是否耐受、是否出
现比较明显的症状，高血压对健
康的损害都是毋庸置疑的。多
年临床研究发现，长期高血压危
害心、脑、肾，是冠心病、脑血管
病等重症的高危因素。如果放
任高血压不管不顾，那么发病也
只是早晚的问题。

误区：
多量几次血压心中更有数

一般来说，我们刚发现血压高
或调整降压药的时候，头一两周
可以每天选择固定的时间测量，
每次测两三遍，然后取平均值；以

后可以每周测一天，尽量选择早
晨。像有些人早、中、晚、睡前都要
测量一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误区：
测血压正常就没有高血压

这句话听起来是没有问题
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漏
洞”。正常人白天的血压比晚上
的要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杓
型血压”，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反
其道行之——— 夜间血压比白天
血压高，如果仅仅在白天量血
压，那么就可能导致误诊，这时
候我们建议用24小时动态血压
监测，才能更好地评估。

误区：老年人血压应当高一点

从年龄角度分析，“老年人”
确实属于特殊人群，但是高血压
的诊断标准并未特别设定。“按
年龄段血压递增”的说法早就废

除了，老年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与普通成年人没什么两样。除
非老年人的身体非常虚弱或有
其他疾病影响，出于提防脑供血
不足的考量，才会适当放宽，这
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误区：药不见效就该马上换

药到病除是每一位患者的
心愿，有些病或许可以做到，但
高血压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且受诸多因素影响。多
年临床经验告诉我们，降压也需
要平稳、缓慢地进行，很少一吃
药马上就见效，4至8周内逐步让
血压达标才是常态。

误区：降压药吃多了会上瘾

降压药不是毒品，没有“成瘾
性”！降压药是帮助降血压的，如
果我们仅仅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或
者控制了引发血压升高的确切原

因，换言之不用降压药血压也能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那就可以不
用或停用降压药。但是，绝大多
数的患者需要长期服药降压，而
且只要遵医嘱合理用药，降压药
可以一直吃。

误区：降压效果不好就加量

很多降压不力的高血压患
者，宁肯加大剂量也不愿意增加
用药种类。实际上仅仅加大用
药剂量，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副
作用。而增加药物种类——— 联合
用药，不仅降压效果更好，也很好
地保护了心脑肾等重要脏器。

误区：保健品也是一种降压药

不少老年人对保健品情有独
钟，总觉得保健品效果好、副作用
少。当然，有些保健品在降压、稳
定血压方面确实有一定的辅助作
用，但是保健品毕竟不是药品，

无法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盲目
使用保健品代替降压药会延误
高血压的治疗，部分保健品甚至
会造成肝肾等器官的损害。

误区：吃药管用生活可以放松

常说“病从口入”，很多高血压
恰恰是吃出来的，高盐饮食就是
罪魁祸首。对于高血压患者来
说，吃药和积极改善生活习惯必
须“两手抓”，清淡饮食、早睡早起、
适当运动、情绪稳定等均要保持。

误区：血压高吃药低了就停

高血压的治疗需要连续吃
药，即使调理一段时间后血压达
标了，也不能擅自停药，因为停
药后血压很容易反弹。临床上
特别忌讳降压药“吃一吃停一
停”，这样做会导致血压忽高忽
低不平稳，其危害并不亚于持续
的高血压。 本报综合

高血压的十个误区 总有一款忽悠了你

凝聚青春力量 彰显使命担当
共青团淄博世博高新医院委员会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