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 约 美 好 乐 享 生 活

07~08
2024年11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 吴笑文
组版 阮 进 校对 刘 军

市场星报电子版
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

安徽省养老协会 指导

安徽省出台意见推动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出台意见推动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到到20272027年基本形成业态丰富年基本形成业态丰富、、布局合理布局合理、、优势彰显的康养产业体系优势彰显的康养产业体系

牙疼是牙疼是““上火上火”？”？不不！！
可能是牙可能是牙齿发出的齿发出的““求救信号求救信号””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牙疼不是病，疼起来

要人命，疼到脸肿，疼到吃不下饭……这是不是你

牙疼时的真实写照？不少人此时会觉得自己是上

火了，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合肥市二院和平路院

区口腔科主任熊际文提醒，这可能是牙齿发出的

“求救信号”。

所谓“上火”，是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此时

机体免疫力下降，体质变差，牙齿问题症状就会显

示出来或症状较前加重。在临床上很多病人把牙

疼归结为上火。

熊继文介绍，上火只是诱因，并不是导致牙齿

疼痛的直接原因。如果没有牙体组织病变，没有

牙周组织病变，智齿没有阻生，即便是上火，也不

会出现持续性牙疼。常见的牙疼类型如下：

龋病俗称“蛀牙”“虫牙”，症状表现：冷热酸甜敏

感，冷热一过性痛，咀嚼时食物进入牙洞后疼痛。

治疗方式：早期无龋洞，局部涂氟、含氟牙

膏。浅龋：去除龋坏物质并充填。中龋/深龋：去

除腐坏物质、保护牙髓、垫底充填。

牙髓炎症状表现：急性：自发性、阵发性、放射

性痛，冷热加剧不能定位，夜间疼痛加重。慢性:

可有长期牙痛史，多可定位患牙，受冷热刺激增

痛，有咬物疼痛。

治疗方式：开髓减压，根管治疗，充填。

根尖周炎症状表现：咬合痛，不敢用患牙咀

嚼，但有时出现紧咬后疼痛缓解的症状；叩痛严

重，有可定位的自发性跳痛，牙龈及面部肿胀疼

痛，有时可伴有淋巴结肿痛及全身症状。特别注

意：慢性期时有一典型症状是牙龈处反复起包，急

性期时有一个典型症状是“热痛冷缓解”，即口内

需含冷水后疼痛可缓解。

治疗方式：开髓，根管治疗，牙冠修复。

牙周炎症状表现：牙龈肿胀、发红、易出血、触

痛，牙龈退缩，牙周袋深，病变严重时可导致牙齿

松动或脱落。

治疗方式：洁治，刮治。

智齿冠周炎症状表现：早期智齿区轻微胀痛，

可自行缓解，随着反复发作，症状逐渐加重，不敢咀

嚼、吞咽疼痛，张口受限，面部肿胀，自发性跳痛，有

时可伴有淋巴结疼痛，发热、头痛等全身症状。

治疗方式:局部冲洗，消炎，必要时拔牙。

熊际文提醒，牙齿重在保健，保持口腔清洁，

养成早晚刷牙、使用牙线、饭后漱口的好习惯。刷

牙时“水平颤动拂刷”。减少高糖、高盐、刺激性食

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等高维生素食物，有助

于维护口腔卫生。“牙齿疾病好似一颗烂苹果，无

自我修复功能，随时间推移，只会越来越严重。牙

疼发作，止痛不等于治愈，应及时到正规口腔科就

诊，明确病因，准确诊断，对症治疗。”

建设400家以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意见》中提到，要丰富孕产、避暑、休养、创作等全

龄全家旅居康养服务，吸引多代人共同来皖旅居康养，

规划建设一批具有特色康养功能的数字游民基地。

同时，丰富“研学康养”，面向老中青幼文艺体验和

知识需求，挖掘农耕、中医、红色等文化中的康养理念和

元素，活化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突出知识含量和可及

性，创新感受自然人文、领悟生命真谛的研学体验。规

划建设100条研学康养特色线路。以综合医院、中医院

为重点，推进康养学科建设和设施更新。开发代际亲情

社区，建设400家以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鼓励

融合康复医院、慢病疗养机构、护理院、养老院功能，建

设医养结合康养联合体。

培育100个康养制造专精特新企业
《意见》指出，加快先进康养装备制造，研制趋势分

析、智能预警、智能诊疗等健康管理系统，影像诊断、体

征监测、微整形等医疗器械，导盲、助行、护理等康养机

器人。支持建设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康养机器人产业

园、高端医疗装备应用示范基地。培育100个康养制造

专精特新企业。

推动皖产药食同源中药材、药酒同源保健酒等产品

生产，打造一批区域公共品牌。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空间计算、多模传感等技术，创新元宇宙康养体验。

打造100个星级康养村、疗愈村
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推进安徽药膳体系

化研发，推出固本抗老、增肌强身、瘦身美体等品牌膳食

产品。

建立安徽特色种质资源库，选育富微量元素、益健

康长寿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农田硒、锌等元

素丰度。完善区域性预冷烘干、储藏保鲜、鲜切包装、冷

链物流等初加工设施。强化健康食药材原料安全监

管。创新“农旅康养食住”融合体验。打造100个星级

康养村、疗愈村，培育1000家精品康养民宿。

支持创新成果在康养场景率先应用
加强中医药康养理论和技术创新。实施新安方药、

华佗药方“千方百剂”工

程，遴选1000首名方、创

制100个名剂。支持老字

号、学术流派、传

统独特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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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

药大学等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康养科技创新。支持

建设康养创新平台，开展精准传感、基因医学、具身智

能、脑机融合、智能决策等技术攻关。

加强医院康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推动组建

长三角康复技术创新联盟。推进通用智能、量子科技、

生命与健康、先进材料等领域前沿技术在康养场景落地

转化。支持垂直大模型在康养产品研发、方案设计等方

面的创新应用。支持康养企业入驻孵化器等平台。

打造大黄山综合康养基地
据悉，《意见》称打造大黄山综合康养基地，强化沪

皖共建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窗口示范，支持宣城市全

力导入上海优质康养资源，在空间塑造、产业集聚、数据

驱动上发挥先导作用。面向全球市场，支持黄山、安庆、

池州市各规划建设1个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国际化综合

康养基地。支持亳州市与大黄山地区互动，建设中医药

康养人才基地和大健康产品创新制造基地。

支持沪皖共建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康养

数据库和智算平台。以综合基地为核心、主题部落为枢

纽、乡村驿站为节点，逐步构建全省康养产业智算平台。

鼓励康养项目探索新型融资渠道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支持头部企业、新型研发机

构等创新合作方式、整合高端资源，建设康养大数据平

台和创新孵化平台，探索高效的康养产业投资运营体

系。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支持开展康养服务业

态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一批与公立医院联动、与权威

机构合作的高端康复医院。支持医药、农业、环保、文

旅、地产等企业布局康养业务。

支持开发医养贷、康养贷等信贷产品，创设康养债

券、保险、基金、融资租赁、信托等金融工具，支持保险公

司创新康养运营模式。

鼓励已建成地产综合体项目转型发展康养产业
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支持各市对康养产业重大项

目用地“一事一议”。鼓励已建成地产综合体项目转型

发展康养产业，在办理宗地分割时给予支持。积极创新

盘活存量资源新模式，利用闲置商业、工业、仓储、学校

等存量场所改建康养服务设施。

此外，壮大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康养学科专业建设，

探索建立高校康养实习实践基地。支持养老规划师、心

灵疗愈师等职业规范发展。

加大中央预算内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
对康养项目的支持

依托沪皖共建长三角（广德）康养基地专班，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推进统筹协调和政策集成。加大中央预算

内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对康养项目的支持，支持符

合条件的康养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大病

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跨区域异地结算。各市人民

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集中资源推进康养产业规划和项

目建设。

日前，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指出，到2027年，安徽省基本形成业态丰富、布局合理、优势彰显的康养产业体系，规

上企业产值突破4000亿元，年均增长10%以上，规上企业数量达到4000家。到2030年，规上企

业产值达到5500亿元，打造一批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国际化综合康养基地，形成若干引领全国的行业

标准，康养产业竞争力、影响力、品牌力明显提升，成为全省经济增长新动能。 记者 祁琳 章沁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