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处求医问药，疾病却始终无法确诊；

身患多种疾病，却难寻全面系统的诊疗方案；

来到门诊就诊，却发现“科不对病”“单科问诊不够

用”，“换科问诊”又耽误了诊疗时间……

针对患者这些就医困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通过

建立疑难罕见病诊治中心，将“多学科联合诊疗(MDT)”

模式前移，推出“一站式”门诊综合服务，不断提升服务

多样性，逐步实现罕见病患者早发现、早诊断、能治疗、

能管理的目标，让罕见病患者

诊治不再“罕见”。

近年来，我省在罕见病诊

治领域积极探索、科学规划、提

前布局，成为全国第三个成立

罕见病质控中心的省份，开创

了东北地区的先河。

作为吉林省罕见病质控中

心牵头单位，吉大一院早在

2018年即成为中国罕见病联

盟成员单位，在2019年获批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省

级牵头医院，2022年底成立疑难罕见病诊治中心，正式

开设疑难罕见病门诊。

自开诊以来，疑难罕见病门诊已累计接诊近400名

患者，并已成功组织5次不少于10个临床科室参加的

大型门诊MDT，极大缩短了患者的确诊时间、节约了患

者的就医成本、提高了专家资源的利用率、也提升了单

次门诊服务的工作效率。

根据中国罕见病联盟《2020中国罕见病综合社会

调研》结果，一位罕见病患者的平均确诊时间为4.26

年；《2022年中国罕见病临床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提示，

应全面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那么，如何兼顾疑难罕

见病诊疗的“质”与“速”？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的MDT诊

疗新模式在吉大一院疑难罕见病门诊应运而生。

吉大一院现有58个MDT协作组，具备扎实的工作

基础、规范的操作流程和丰富的诊疗经验，常规为急诊

患者和住院患者开展疑难病例会诊工作。然而，社会

上的疑难罕见病患者与医院后方的MDT医疗资源之间

却存在着最根本的就诊程序隔离。对此，吉大一院将

“MDT模式”前移至门诊“窗口”，让患者以最短的时间、

最少的成本享受到更高效、更专业的“组团式”“一站

式”门诊服务。

医院选派来自神经内科、内分泌代谢科、肿瘤科、

血液科、心血管内科、风湿免疫科等13个临床科室的多

位资深专家组成疑难罕见病门诊MDT团队。出诊专家

负责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首次诊断，并开启适宜的

诊治流程。如患者病情复杂，难以定论或需要多学科

联合诊治，出诊专家便会立即将会诊需求提请疑难罕

见病MDT团队,团队则会召开线下病例研讨会，集多学

科合力为患者明确病因、制定方案，真正实现诊疗模式

从“病人围着医生转”向“专家围着病人转”转变。

为给疑难罕见病患者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吉大

一院将广泛借鉴国家罕见病质控中心、各兄弟医疗机

构的先进经验，切实承担起区域内罕见病诊疗发展的

主体责任。随着病例积累和经

验完善，计划建立覆盖吉林省、

辐射东北三省的罕见病患者综

合服务中心。

据悉，该门诊将创新引入

医务社工加入疑难罕见病管理

团队，为患者打造“院前-院中-

院后”的全流程个案管理模

式。医务社工将在院前协助患

者了解疑难罕见病诊疗资源，

帮助患者精准就医；在院后对离院患者进行定期随访

和持续性跟踪，了解患者后续康复及社会融入情况，为

罕见病患者提供社交、教育等多方面综合服务。

此外，为进一步深化服务，吉大一院疑难罕见病诊

治中心将以门诊、住院患者的病例信息为依托，广泛开

展罕见病临床科研，推广罕见病新项目、新理论、新方

法，推动新型技术和诊疗方案下沉。同时推动罕见病

相关医保政策落地，提升药物供应能力，持续将疑难罕

见病诊疗福利落到实处、做到细处。

全力诊治罕见病
——吉大一院疑难罕见病诊治中心记事

本报记者 毕雪

本报讯（记者张鹤 实

习生王鹭）为充分展现近年

来学校以国家和地方重大

战略需求为导向，产出的一

系列标志性科研成果及创

新驱动下师生共研共创的

良好局面，日前，吉林农业

大学在崇智广场举办“子衿

节”系列活动——师生科技

成果及精品社团展。学校

主要领导、百余名校友以及

千余名学生共同参观了展

览。

此次展览通过媒介宣

发、路演讲解、体验互动等

多种形式，集中展示了师生

科技创新成果、科技成果转

化和社会服务成效及学生

精品社团文化。在师生科

技成果展区，共展出来自16

个学院的百余项优秀科技

成果，包括农作物、食药用

菌、粮食深加工、中药材、畜

牧兽医、园林、农业信息化

等 10 余个领域科技成果。

在精品社团展区，共有6大

类51个社团参与展出，学生社团各出奇招，竞相展

现本社团特色文化及优秀建设成果。

吉林农业大学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

教师人才培养能力，提高师生科技创新能力，加速学

校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学校社会服务成效，持续探索

“分类培养、精准施教”的社团育人模式，为学生们搭

建更多锻炼、交流、展示的平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

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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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添怡）为进一步普及

心血管健康知识，宣传保护心血管的健

康理念，连日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

管内科专家们走进吉林财经大学、长春

市多个市直机关单位开展健康义诊和科

普讲座活动。

在各单位活动现场，聚满了前来就

诊咨询的老师、机关干部职工。“您平常

有哪些不舒服的症状？”“您这血压有点

偏高，平时在用降压药物吗？”吉大二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刘斌教授耐心解答就诊

职工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等心

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困惑。许多咨询

人员还带了相关病历本和检查报告前来

问询，刘斌详细了解分析病因，及时反馈

并指导其用药、饮食作息、运动方式等问

题。

“很多患者对高血压的认识不足，

等到发现时有些脏器已经受到损害。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健康知识普及活

动，增强人们对心血管病的防治意识

和自我管理意识，促进大家对心血管

疾病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视。”

刘斌说。

义诊的同时，刘斌还根据各单位实

际需求，开展以《心血管疾病的治疗进

展——介入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为主题的讲座。刘斌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帮助职工正确认识各类心血管疾

病，并介绍了目前的治疗新技术，让大

家受益匪浅。

多年来，刘斌带领团队专注健康科

普公益事业，深入松原、白城等基层地

区，走进各企事业单位，结合人们实际需

求，针对心血管疾病不定期开展义诊服

务、手术指导、健康咨询等活动。

守护健康从“心”开始

本期专家

张德军：医学博士，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耳科主

治医师，现主攻方向为耳显微和侧颅底外科、遗传

性耳聋的基础研究，尤其对于耳科常见疾病的诊

治、慢性中耳炎的外科治疗、人工耳蜗植入及耳聋

的遗传咨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持 续 关持 续 关
注本栏目注本栏目，，请请
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
可获取更多可获取更多
内容内容。。

省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掏耳朵是很多人的习惯之举，也有人喜欢去外面找掏耳师傅
掏耳朵，觉得掏耳朵十分舒服。但也有人说，耳朵根本不需要
掏。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本期《求证》栏目我们邀请专
家为大家答疑解惑。

正常人不需要掏耳朵

张德军：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不需要掏耳

朵 ，因为人体的外耳道有一定的自洁功能。也

就是说 ，在我们说话、咀嚼的时候 ，耳屎 ，也称

“耵聍”，会随着下颌的运动 ，借助耳道里面的

汗毛进行推动 ，悄悄地从耳道里排出来。而且

耳道内的耵聍有一定的杀菌功能 ，可以保护我

们的耳朵。

掏耳不当危害多

张德军：频繁掏耳会引起外耳道皮肤损伤导致外

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的发生，还会诱发霉菌感染，甚至

还可以引起外耳道肿瘤的发生。

采用尖锐的工具掏耳朵或在不安全的环境下掏耳

朵，很容易刺伤耳膜，导致鼓膜穿孔，甚至听骨链的损

伤。同时，频繁地掏耳朵会破坏耳道的自洁功能，导致

耳道干燥或过度清洁。

如果在游泳或洗头时耳内不小心进水，要及时把

水清除，可以用粗细合适的医用棉签轻轻蘸出来，否则

会影响听力或者继发耳道的感染。

如有瘙痒请这样做

张德军：如果耳朵出现瘙痒症状，最安全可靠的方

法是选用粗细合适的医用棉签，蘸上适当的75%酒精等

药物，轻轻插入外耳道。记住不可插入过深，在外耳道

内瘙痒处轻轻转动即可。由于棉签软，不会导致外耳

道皮肤损伤，又可以清理出外耳道里的脏东西，而棉签

上的酒精有止痒、杀菌的作用。切忌用指甲、发卡或牙

签等尖锐工具挖耳。

什么情况需到医院掏耳

张德军：如果耵聍分泌过多的人，可以半个月到一

个月掏一次耳朵，建议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理。

对于湿性耵聍和干性耵聍造成的外耳道栓塞，处理

时也是有区别的。对于湿性耵聍，由于它与外耳道皮肤

嵌顿不是很紧密，我们可以直接用耵聍钩、负压吸引器

等工具取出。而对于干性耵聍，如果直接取的话会造成

病人的剧烈疼痛、损伤外耳道的风险，一般用耵聍水浸

泡外耳道2-3天，然后再将耵聍取出就很容易了。

掏耳不当危害多
本报记者 张添怡

本报讯（耿毅乾 记者李开宇）

近年来，长春师范大学党委不断提

高政治站位，将人才工作作为学校

的中心工作，从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等多个维度，统筹做好

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构建党委领

导、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人才工作

格局，制定学校师资队伍和人才队

伍发展规划，形成学校中长期人才

队伍建设总体思路和战略布局，保

证了人才队伍建设的连续性、科学

性。

为了吸引人才，学校从学科建

设、专业建设和教学、科研需求出

发，制定了中长期人才队伍建设规

划，不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

度。同时，用好人才政策，提高人才

待遇，在访学进修、攻读学位、学术

交流等方面给予人才大力支持和充

分保障，不断优化对青年教师的激

励机制；提高人才服务质量，对特殊

人才采用一事一议的办法协商确定

待遇；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招聘，提高人才引进效率。近

三年来，学校引进博士100余人，现

有省级人才190人。

为了最大限度留住人才，学校

不断深化人才评价改革，着力破除

“五唯”顽瘴痼疾，健全以创新能力、

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

体系，实现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

的转变，同时畅通人才晋升渠道，制

定出台了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职称评

聘政策，充分发挥职称评聘制度的

导向作用。对优秀人才的经费、工

作条件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

引导教师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深化政策服务改革，减轻教学科研

人员负担，提高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引进人才 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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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公主岭市南崴子

村稻渔科技小院实验田里，阵阵

稻香扑鼻而来，肥美的螃蟹欢快

地游走在田埂间，丰收景象尽收

眼底……

和龙市八家子镇桑黄科技

小院种植大棚内，整整齐齐的菌

段上长着凹凸不平的“金耳朵”，

工人们正采摘、打包、装箱，一派

繁忙景象……

近年来，省科协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积极发挥

枢纽平台作用，深化科技人才资

源和产业紧密对接，大力推动科

技小院建设。截至目前，经中国

农技协批复，我省已建成科技小

院50个，市（州）覆盖率为100%，

县（市、区）域覆盖率为55%。

建设科技小院 赋
能乡村振兴

科技小院作为建立在农村

生产一线，集农业科技创新、示

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基

层科技服务平台，受到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2021 年和

2023年“科技小院”建设工作分

别被写入省委一号文件中。

近年来，省科协坚持问题导

向、深入调查研究，在中国科协、

中国农技协等单位指导下，积极

推进科技小院发展建设，广泛组

织全省各级科协、高校 (科研院

所) 科协、省农技协及其会员单

位，紧紧围绕区域农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等需

求，精准对接农业科技专家团

队，开展科技小院创建工作。

在建设过程中，省科协找准

自身角色定位，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联合相关部门，第一时

间成立了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

吉林省分联盟，并在全省范围内

组织号召各地开展小院申报工

作；组织高校专家带队走家入

户，汇总情况、剖析我省各地农

业生产问题。在认真总结科技

小院模式后，省科协与农业部门

和教学、科研单位一起，支持乡

村建设科技小院，结合打造“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大力推广新技术新模

式，更好引领乡村振兴、带动共同富裕。

与此同时，在科普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全省科技小院举办科普培训活动

600余场次，培训学员5万余人，联系服务农技协406次，成立科技志愿服务

队24个。

一个个科研团队甘愿俯身乡土“自找苦吃”，将黑土地插上科技的秧苗，

让田野成为授业的课堂、作物成为生动的教材，教书与育人、理论与实践、科

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就这样被“种”进一片片充满生机的田野。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激活乡村振兴引擎

桦甸桦牛科技小院的“饲养员”正在打扫牛槽，准备撒料。谷物类饲料

含水量不超过14%，大豆及饼粕类、麦麸含水量不超过13%，棉籽饼、菜籽饼、

向日葵饼、鱼粉、骨粉等含水量不超过12%……根据科学标准，“饲养员”迅

速配料，将饲料放入TMR自动搅拌之后运往牛舍。这里的“饲养员”还有另

一个身份——吉林农业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刘子维就是其中之一。

“饲料加工、配制、储存、运输，对牛进行定期防疫驱虫，整理档案、建档，

这些事得亲力亲为。白天和技术人员做饲养管理，晚上写调研报告，虽然辛

苦，但对我们来说，时时刻刻都在成长。”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畜

牧专业学生刘子维说。

吃过早饭，刘子维跟着老师去农户家里做牛疾病防治讲解。一进门，就

赶上农户正在把刚出生的犊牛倒立，控羊水。“这是错的，正常生产的犊牛产

出前不会用口鼻呼吸，不存在吸入羊水的问题，只要清理口鼻内的黏液就

行。”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桦甸桦

牛科技小院负责人吕文发教授向农户解释。

吕文发多年来一直坚守科教一线。他告诉记者，只有走到农业生产一

线，才能真正将产学研结合起来，我们把教学课堂搬到牛舍里，目的就是通

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科技、创新、人才紧密结合，真正将师生所掌握的

技术，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

目前，桦牛科技小院通过科技大讲堂、建立科技长廊、发放明白纸等形

式开展系统培训，累计培训养殖大户和科技特派员等70余人，一批农技推

广骨干人才脱颖而出，有力满足了当地肉牛产业对人才队伍的需求。

“科技小院科研团队长期扎根农村一线，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

用开展科技服务，既培养农业高层次人才又研究解决了农业生产技术问

题。同时，有效连接起了科研人员直接联系农民的便捷桥梁，成为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省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业提质增效 农民增产增收

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现如今，科技小院在吉林遍地开花。

“保护吉林黑土，养出大虾大蟹”，这是吉林农业大学王秋举老师致力实

现的目标。几年来，她带领团队在一线生产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建立

了具有吉林特色的“双边沟+分箱式插秧”稻田养殖虾蟹模式，目前已在全省

推广近10万亩。

王秋举带领科技小院学生依托公主岭稻渔农技协和蓝谷水产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积极开展线上技术培训工作，共举办线上培训班33场，培训农

业技术人才约1500人次，养殖户近3000人次，小院师生线上答疑及电话辅

导等超过80小时。

紧扣地方产业，以当地农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为

导向，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是吉林科技小院最鲜明的特色。

通榆谷物科技小院通过“大学+农资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贫困户”

多方合作模式，开展科研、示范推广和社会服务工作。推广的核心技术主要

包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盐碱地改良技术、秸秆覆盖还田

技术、玉米和谷子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等，技术覆盖13个村，辐射面积累计超

过100万亩。

和龙桑黄科技小院是全国唯一以桑黄为产业兴农的科技小院。通过零

距离对接、零时差指导、零门槛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技术推

广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研发出桑黄茶、固体饮料、压片糖果等十余种

新产品，辐射带动和龙市6个乡镇，规模化栽培面积达2000亩，大棚2000余

栋、600余万段，实现直接产值2亿元。桑黄种植已扩展到延边州9镇22村，

成为延边州四大特色产业之一。

目前，我省科技小院已覆盖玉米、水稻、杂粮、肉牛、肉羊、黑猪、梅花鹿、

白鹅、蛋鸡、蚯蚓、稻渔、桑黄、人参、小浆果、甜百合、果菜、木耳、智能农机等

产业类别，在省科协和各有关高校的指导下，科技小院正广泛开展科技创

新、科技推广服务，助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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