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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是一种由心脏内部压力升高所

导致的致命疾病。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和伦敦

玛丽女王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磁共振成像

（MRI）扫描或可取代侵入式心脏检查，可靠

评估心脏内部压力，从而预测患者是否会发

展为心力衰竭。相关论文12日发表在《欧洲

心力衰竭杂志》上。

心脏MRI使用强磁场和无线电波扫描，

创建心脏详细图像。与X射线或CT扫描不

同，它不使用有害辐射。

此前研究已表明，心脏MRI技术可评估

心脏内部压力，并与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

相关联。然而，科学家尚不清楚压力水平能

否预测普通人的心力衰竭风险。

在新研究中，团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39000名英国生物银行参与者的心脏MRI数

据进行了分析，并估算了心脏内部压力。随

后，他们评估了每个参与者的风险因素以及

在未来6年中发生心力衰竭的可能性。

结果发现，在6年随访期间，MRI测量显

示心脏压力较高的参与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

险增加了5倍。

这项研究还确定了导致心脏压力升高进

而引发心力衰竭的关键风险因素。这些风险

因素包括年龄超过70岁、高血压、肥胖、酒精

摄入以及男性性别。通过结合这些因素，团

队开发了一个预测个体心力衰竭风险的模

型。这一进展有助于心力衰竭的预防、早期

发现和治疗，从而挽救更多生命。

（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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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医院作为传承
与创新中医药文化的主阵地，其思政工作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思政教育不仅是提升职工政
治素养、凝聚团队力量的重要手段，更是确保
医院发展方向正确、医疗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的
关键。通过思政教育，能够引导广大职工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职工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为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
坚实的精神支撑。本文结合多年来在六安市
中医院从事思政工作的实际，旨在探讨中医院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及其取得的
成效。通过分析当前中医院职工思想动态、思
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
的创新策略，包括文化融入、案例教学、网络平
台应用等，为中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思想基础。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成效研
究；文化融入；

一、研究背景
中医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与道德观念，是中医院思政工作的宝贵资
源。将中医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可通过开设
中医文化讲座、组织中医经典诵读、推广中医
养生理念等方式，使广大职工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自信与职业认同。同
时，鼓励职工将中医文化的精髓融入医疗服务
中，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促进医患和谐。随
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
医院作为传承与创新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状况直接影响到医疗
服务的质量和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
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和医疗行业的新挑战，加强
中医院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二、思政工作经历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我国的思想政
治教育面临诸多挑战，如社会价值观的多元
化、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等。为适应新的时代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亟需进行创新实践，并且
评估其成效。自本人入职六安市中医院以来，

我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致力于提升全院职工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
道德水平。多年来，我担任组织人事部的重要
职务，积极参与并主导了多项思政工作的规划
与实施。同时，通过定期组织学习会、座谈会、
专题讲座等活动，有效促进了医院思政氛围的
形成与发展，为医院的稳定和谐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思想保障。

三、教育成果与贡献
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本人注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不断创新教育方式与方法。通过实施
分层次、分类别的教育计划，针对不同岗位、不
同层次的职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政教
育。同时，积极引入中医文化元素，将中医文
化的精髓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增强了思政教育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全院
职工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为医院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四、理论学习与创新
本人深知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始终保持对

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方针政策的高度关注与
学习。通过参加各类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
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
注重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践，积极探索思
政教育的新思路新方法。例如，我提出“以文
化人，以情动人”的思政教育理念，强调在思政
教育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取得良好的
教育效果。作为组织人事部的一员，我积极策
划并组织多项思政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
了职工的业余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职
工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并且，通
过活动的举办，我也锻炼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
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五、职业道德与影响
在工作中，本人始终秉持高尚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我坚信“身
教重于言传”，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和带
动身边的同事和职工。在我的影响下，医院内
部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工作氛
围。同时，我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
担当。

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实践策略
一是开展职工思想动态分析。定期开展

职工思想动态分析，是精准实施思政教育的前
提。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多种
形式，了解职工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需
求与困惑，掌握其思想变化规律和趋势。针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应对措施，调整思政教
育内容与方法，确保思政教育贴近实际、贴近
职工的工作现状。

二是创新教育模式探索。为提升思政教
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中医院应积极探索创新
教育模式。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全院广大
职工的思想政治素养进行全面评估。除了传
统的考试评价外，还可以引入自我评价、同伴
评价和社会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建立思政教育网络平台、
开发移动学习App等，实现思政教育资源的
共享与互动。同时，结合医院实际，开展案例
教学、角色扮演、模拟演练等多样化的教学活
动，使职工在参与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
感悟中成长。

三是开展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面对医
疗行业的高压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医院应
重视职工的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建立健全
心理援助机制，为职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帮
助其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同时，加强人文关
怀，关注职工的生活状况和个人成长，及时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营造温馨和谐的工作氛围。

四是加强职业道德与医德建设。职业道
德与医德是中医院职工必备的基本素质。通
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职
业观念，坚守职业道德底线。同时，强化医德
建设，弘扬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的职业精神，激
励职工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服务患者、
奉献社会。

七、实践案例与成效展示
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思政教育实践案

例，如“中医文化月”“医德医风标兵评选”等
活动，详细介绍其组织实施过程、亮点特色及
取得的成效。通过案例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为其他中医院开展思政工作提供借鉴与参
考。同时，通过展示成效，增强职工的成就感
和归属感，激发其参与思政教育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八、科研论文与获奖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本人还注重科研论文

的撰写与发表。近年来，我围绕思政工作这一
主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并成功发表在国内
外知名期刊上。这些论文不仅展现了我的学
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更为医院思政工作的创新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展望未来，本人将继续深化对思政教育工
作的认识与研究，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
综合素质。具体而言，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努力:一是加强理论学习与创新实践的结
合，不断探索思政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二是
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交流，共同
推动医院思政工作的全面发展；三是注重青年
职工的培养与引导工作，为医院的长远发展培
养更多优秀的思政人才；四是积极参与科研活
动与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和影响力。同时我也将积极响应医院的号召
与要求，为实现医院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愿景贡
献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结论：综上所述，中医院思政工作是推动
医院全面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保
障。通过理论探讨与实践检验，验证了中医院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未来的工作应进一步优化创新策略，加强长效
机制建设，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成果持续发挥作
用。同时，应关注新技术、新平台的应用，不断
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未来，中医院应继续深化思政教育改革
创新，强化思政引领作用。一方面，要紧密结
合医院实际和职工需求，不断创新思政教育
内容与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中医文化的
深度融合，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思政教育体
系。同时，注重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的结合，
营造健康向上的医院文化氛围。通过不懈努
力，使中医院思政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职工，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
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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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与成效研究
安徽省六安市中医院 王程琛

暑假期间，亳州市中医院邀请青少年儿童走进中医院，体验中药材称重和熏蒸、

拔罐等中医传统疗法，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传统文化魅力。

通讯员刘勤利 魏姗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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