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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 通讯

员 倪晶莹）近日，歌手李玟因罹

患抑郁症而轻生离世，这一消息

传出后令众多网友震惊、不解。

因为在大家印象中，李玟一向阳

光、乐观、爱笑，不该是会患上抑

郁症的人。对此，医生表示，“抑

郁症”是一种常见心理疾病，主要

特征为持续情绪低落、对平时喜

爱的事物失去兴趣或动力、自我

评价低、有消极言行等，不能简单

以人的表现、个性判断，爱笑的人

并非不会患抑郁症。

厦门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杨武

双介绍，大部分的人对抑郁症存

在刻板印象，觉得患者都是闷闷

不乐的人，阳光、爱笑的人不会得

抑郁症。但实际上，抑郁症有其

诊断标准，也有自己的发生、发展

规律，并不是每个抑郁的人都会

展现出悲观的状态。其实，有部

分抑郁症患者得的是“微笑抑郁

症”，即给外人展现出其乐观、开

朗的一面，以掩盖其患上抑郁症

的事实。这类患者往往难以及时

得到外界的帮助，更容易陷入孤

立无援的境地。杨武双还表示，

抑郁症发病有年龄上的特点，常

见于青壮年和老年两个人群。在

性别方面也有所倾向，女性发病

率高于男性。

那么，抑郁症可以治疗吗？

医生表示，抑郁症并非“不治之

症”，通过寻求专业的帮助和及

时、定期的干预和治疗，这个疾病

是可以被治愈的。和大部分疾病

一样，抑郁症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最好是在刚刚出现抑郁情绪的时

候，就及时寻求心理干预，从而避

免抑郁症进一步发展。目前，抑

郁症治疗包括中药、西药、心理和

物理等多种方式。抑郁症用药的

普遍规律是从低剂量开始，逐渐

加量，最后达到目标剂量并维持，

连续用药治疗时间可达到两年甚

至更长。不过，尽管治疗过程很

漫长，但真正达到治愈的患者，完

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过上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

抑郁症不可怕 及时干预可治愈

晨报讯（记者 黄伊娜 通讯

员陈苹）近日，厦门市残联、市卫

健委联合发布通知，新增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厦门

市儿童医院）为厦门市人工耳蜗

项目定点医院，承担厦门市听障

儿童救助对象的筛查、植入手

术、开机调试等任务。

据悉，根据现行的《厦门市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厦门

市户籍的听力障碍儿童在厦门

市定点医院自费植入人工耳蜗

的，可申请一次性最高补助8万

元的人工耳蜗购置费及手术费

用。此前，厦门共有厦门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厦门长庚医院3家人工耳

蜗项目定点医院。

记者了解到，厦门市儿童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听力筛查诊治

中心厦门分中心，常年开设听力

筛查和听力障碍专科门诊，可开

展儿童听力诊断各类检测项目，

为0-18岁儿童青少年提供听力

治疗和康复干预。厦门市儿童医

院常规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目前累计已完成手术超过50例。

厦门市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吴晓慧提醒，

家长要注意孩子的听力状况，如

果发现孩子有听力问题，要及时

带孩子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听

力损失会影响孩子的言语功能发

育，人工耳蜗则是治疗重度感音

神经性耳聋的唯一有效手段。经

过听力诊断、听力学评估，同时结

合影像学和儿童生长智力发育评

估，如果确诊听力损失超过80分

贝以上，且是永久性的、不可恢复

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损失、有明

确的手术指征，就应该进行人工

耳蜗植入手术。人工耳蜗的植

入，原则上是越早植入效果越好，

以避免错过孩子语言发育的“黄

金期”。

人工耳蜗植入新增定点医院

晨报讯（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小呜）近日，厦门大学附属厦门

眼科中心2020级住院医师专硕

规培班正式结业，来自厦门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的住培学员顺利

通过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考核。

据悉，作为福建省首批国

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厦门眼科中心始终秉持“医

教研”三位一体均衡发展的理

念，以培养临床诊疗能力为核

心，不断强化软硬件配置，深入

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

作。自2010年至今，基地招生

容量扩大至41人，是福建

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

模较大的眼科专业基地，

已累计成功培养了百余

名合格的住院医师。

此外，厦门大学附属

厦门眼科中心总院长黎晓

新教授每周三主持多学科疑

难病例讨论会，国际眼科科学

院院士赵堪兴教授每周四现场

指导小儿斜弱视疑难病例讨论

会，汇聚全国优质专家，共同就

疑难眼病进行远程会诊及学术

交流。这些深度的研讨交流、优

质医疗资源及先进知识的共

享，也帮助规培成员不断提升

临床诊治能力。

遗失声明
厦门市翔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不慎遗失福建省厦门市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三联平

推 ），票 据 号 码 00068135-

00068150，注 册 号 码 ：闽 财

（2015）票字第36号，声明作废。

●厦门市金玉峰工贸有限公司遗失

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4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50206769285586F，现声明作废。

●厦门一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证，车号：闽DE5168黄，

证号：350201226249，声明作废。

公 告
厦门市集垅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本委已立案受理张保生诉你

司的劳动仲裁申请。你司作为被

申请人，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厦翔劳人仲案字

[2023]第879号被申请人参加仲

裁活动通知、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书副本、证据副本、开庭通知。限

你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到本委领取上述仲裁文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

年8月21日下午3时30分在翔安

投资大厦七楼仲裁庭一（711）开

庭审理上述案件，你司应准时到

庭；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厦门市翔安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认 船 公 告
2023年7月5日中国渔政厦

门市支队执法人员在厦门市翔

安大桥海域查获一艘泡沫船

舶。该船7.3米、宽1.8米，主机1

台。该船无标写船名号和标识

号。经我执法人员多方查找仍

无法与船主取得联系，现依法公

告送达认船公告。本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请船主于本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

午 9：00 前（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携带有关证明材料到中国

渔政厦门市支队直属一大队（地

址：厦门市欧厝新村 426-1，联

系电话：3737510）接受调查，逾

期将依法律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渔政厦门市支队

2023年7月７日

●遗失：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

马巷街道办事处桐梓社区村民朱

为甘所持厦门市集体土地使用权

证：厦集土证翔马巷字第013515

号、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厦

农房证翔马巷字第013515号保

管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民生洋伞（厦门）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7月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

50200612011691N，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王荣辉、母亲郭雅洁

之女王馨妍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旧证编号：V350294843，声明作废。

●厦门东诚优泰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郭奕宏，母亲罗建女，

孩子郭子安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码：D350272570，声明作废。

●厦门东朋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证，车号：闽DB5157，

证号：350201188159，声明作废。

●厦门万利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证，车号：闽D6737挂

黄，证号：350201239262，声明作废。

●厦门山璞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马绍伟、母亲黄日颖之

子马博衍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旧

证编号：U350335514，声明作废。

●遗失：蔡康武遗失蔡火生（蔡伙

生）位于同安县新店镇茂林村（四

至：东至水从，西至民仔，南至门

口，比至滴水）的建设用地批准书

申请表，厦门市翔安区村镇个人住

宅建设许可证，福建省农村村民住

宅用地与建设申请表，建设用地批

准书，声明作废。声明人：蔡康武

●厦门一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证，车号：闽DF0600黄，

证号：350201231888，声明作废。

●厦门一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证，车号：闽DE3181黄，

证号：35020123077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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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眼科中心：

扩大招生容量
强化眼科人才培养

↓厦门眼科中心积极开展

各项教学活动，全力助推住院

医师培训规范化、系统化。
厦门市儿童医院医生为儿童开展耳部检查。记者叶嘉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