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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1234 体育足球·广告

顺达口腔正畸团队的每一位医生都秉持着“患
者至上”的理念，从初诊到矫治结束，全程为患者提
供细致入微的服务。无论是复杂的病例，还是简单
的矫正需求，他们都会耐心倾听患者的需求，量身定
制矫治方案，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顺达口腔正畸团队用实力与匠心，为无数患者
带去了自信的笑容。他们不仅是技术的引领者，更
是医者仁心的践行者。如果您正在寻找值得信赖
的正畸专家，不妨走进顺达口腔，感受他们的专业
与温度。

大部分人都不想错过春节大餐，但
享受过后，口腔疾病暴发的概率是平时
的好几倍。

春节假期大吃大喝、饮食辛辣刺激
可能刺激口腔黏膜导致溃疡发生；牙龈
炎和牙周炎则多与口腔清洁不彻底有

关。因此，应加强口腔清洁，使用牙线、
牙缝刷等工具将牙缝清理干净，并定期
到正规门诊医院洗牙。

此外，牙齿敏感也是假期后常见的
口腔问题，多由吃过多酸、甜、冷、热食物
引起。此时，应避免用牙齿直接啃咬过

硬食物，减少牙齿刺激，并使用脱敏牙膏
进行护理。

吃喝玩乐，作息不规律，容易使牙齿
处于“高能预警”状态。但只要做到及时
口腔检查，早发现早处理，就能让口腔在
新的一年更加健康。

墙里开花墙外香
——烟台顺达口腔纪实

打通乡村校园足球发展瓶颈打通乡村校园足球发展瓶颈
重庆市石柱县三河镇三河小

学是一所地道的乡村小学，这里近
800名学生中六成以上是留守儿
童。2013年以来，该校将足球作为
办学特色，大力发展校园足球，
2015年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数年间，三河小学女
子足球队多次在全市、全国校园足
球比赛中获得冠军，首批20名女足
队员中，19名队员通过足球特长，
陆续考上同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
等高校。

三河小学校园足球是乡村学
校校园足球发展的生动缩影。自
2015年国家公布《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革推进校
园足球发展以来，如三河小学，各
地校园足球翻开新篇章，探索出不
少发展经验。但近期，记者采访了
解到，部分乡村学校校园足球正面
临发展瓶颈。

“一双巧手在方寸口腔内灵动，满腔热忱在颗颗牙
齿间倾注。”这是对正畸医生辛勤付出与精湛技艺的赞
美。在医生的手中，复杂的牙齿畸形得以重塑，化作一
个个精美的杰作，为患者带来自信与笑容。

在烟台，有这样一支低调却实力非凡的团队——顺
达口腔正畸团队。他们的强大，不仅体现在荣誉上，更
体现在技术的卓越与团队的深厚底蕴上。

顺达口腔正畸团队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正畸病
例大赛中屡获殊荣，特等奖、一等奖、优秀奖等荣誉
不胜枚举。在传动矫治病例比赛中，全国30强顺
达口腔独占8席；带状弓比赛中，全国15强顺达口
腔占据5席。两次比赛，顺达口腔更是斩获两个一
等奖和一个特等奖，实力强悍。

这些荣誉的背后，是顺达口腔团队对技术的追
求和对患者的用心。无论是复杂的牙齿畸形，还是
罕见的矫治难题，顺达口腔的医生们总能以精湛的
技艺和创新的思维，为患者量身定制最佳方案，让
牙齿在巧手中焕发新生。

传动矫治技术荣获202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这是全国口腔矫治领域的殊荣。该技术以健康
为导向，不仅能让牙齿排列整齐，还能最大程度保
护牙齿和牙周组织的健康，减少矫治过程中的不适
感。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为正
畸领域的风向标。

顺达口腔的戚仁才院长是首批被聘的全国传
授教官。随后，正畸科的王琛主任、孙符铭副主任、
李蔷薇医师也相继被聘为教官。这样的教官团队
规模，在全国尤其是民营口腔领域实属罕见。在全
国授课中，他们展示的矫治病例难度之高，效果之
好，令许多大专院校的硕博、导师都赞叹不已。

尽管顺达口腔正畸团队在全国口腔正畸界赫
赫有名，但在烟台本地却鲜为人知。他们几乎不做
广告，大街小巷极少见到对他们的宣传。然而，正
是这种低调务实的作风，让他们的实力更加耀眼。
许多患者慕名而来，才发现“正牙高手”就在身边。

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正牙高手无处
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顺达口
腔正畸团队用实力与匠心诠释着“医者仁心”的
真谛。他们不仅是烟台的骄傲，更是全国口腔正
畸领域的匠人。

小心“假期口腔综合征”！

要为孩子成才搭桥

三河小学校园内的一块非标准足球
场上，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进行足球训
练。学校足球展览馆的一面荣誉墙上，
挂满了该校女子足球队近年来获得的各
种荣誉。

“2013年起，学校经历了三任校长，
但我们始终一以贯之发展校园足球，让
三河小学足球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
国。”三河小学校长马建伟说，三任校长
从硬件、师资、管理等方面不断完善校园
足球，如今学校构建了3至6年级4个校
园足球梯队，每个梯队吸纳16名左右高
水平队员，梯队成绩稳居全市前三。“搞
校园足球要有一腔热血，还需要切实支
持，10多年来学校得到教育部门和社会
各界支持，共筹集资金100多万元，将校
园足球延续下来。”三河小学原副校长秦
大华说。

近年来，三河小学以足球为底色，撬
动全学科发展。“学校将废弃的足球做成
花盆，让学生动手种花；开展足球主题征
文写作，让学生领悟足球精神；结合射门
传球等讲授几何知识等，将小足球融入
大教育。”马建伟说。

“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离不开家庭的
支持。”三河小学副校长刘开学说，三河
小学六成以上为留守儿童，为赢得学生
家长支持，学校努力打通了学生成才通
道，以足球特长生的身份给重庆多所重
点中学输送学员，其中不少学员考上双
一流大学、进入职业球队。学校通过强
化宣传引导、树立正面典型，逐步让学生
和家长建立了信心，如今进入学校足球
队，已成为不少孩子、家长的梦想。

三“不”成校园足球壮大瓶颈

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当前包括三河小学在内
的乡村学校的足球成绩稳中有升，但持续推进校园
足球也面临不少困扰和阻碍。

资金不连续，发展足球力不从心。一位乡村学
校的足球教练说：“每次外出参加比赛，在省吃俭用
的情况下，费用至少要数万元，即使赢得比赛奖金，
也不足以覆盖交通、食宿支出。没钱支持，球踢得
再好也只能在山里踢。孩子没有表现机会，球踢得
再好也没有出路。”关于校园足球的资金，西部一位
学校校长表示，虽然教育部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
一定经费支持，但由于同类学校众多，各地分配情
况各异，一些学校分到的经费并不多，加之近些年，
地方财政吃紧，对学校的支持力度也不如从前。学
校办足球的资金，大部分要靠自筹，而对于乡村学
校而言，筹集社会资金能力较弱，缺乏稳定资金来
源，一旦资金断链，校园足球发展会面临很大困境。

师资不稳定，训练随时面临“无师可用”。记者
在一所乡村学校采访时，学校的一名足球教练员因
刚刚丧子请假，学校非常担心该教练后期不能继续
带队而耽误学生训练。“近年来，因为工资低、地方
偏远，高水平专业教练不愿意来，学校足球队频繁
更换教练，更多教练是以志愿服务方式任教。”该校
校长说，目前学校只有两名专业足球教练和两名体
育老师，而体育老师是转岗教师，只能开展基础足
球教学，很难顶上来训练竞赛，学校对此很头疼。

体制不顺畅，缺乏比赛和奖励。以赛代练是提
升校园足球队综合水平的重要方式，但记者采访了
解到，在部分地区，足球比赛机制还不够畅通。“学
生参加了足协组织的竞技系列比赛，当年就不允许
再参加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校园足球联赛，学校足
球队一年只能踢不到20场比赛。”西部某乡村小学
负责人说，由于缺乏比赛项目，学校只能“闭门造
车”，让不同梯队的学生组队踢，但相互之间水平差
距太大，训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厚植校园足球土壤

多名受访教育工作者表示，
真正让校园足球持续向好发展，
仍需强保障、补短板、通堵点。

——强化资金保障，加大对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扶持力度。
建议相关主管部门持续对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给予
一定资金支持，同时完善、畅通
退出机制，防范部分学校“浑水
摸鱼”；鼓励、引导民间慈善项目
向校园足球倾斜，撬动社会资金
支持青少年足球发展；探索将校
园足球发展纳入地方政府预算，
配套专项资金。同时，适度提高
比赛奖金额度，让部分优秀校园
球队实现“以球养球”。

——探索教练入编，招人看
教练证不看教师证。当前，一些
学校聘请的足球教练员均由学
校自筹资金发放工资，对学校来
说，不是长久之计。建议探索教
练入编机制，将教练证而非教师
证作为入编条件，鼓励专业足球
队员退役后从事教练行业，稳定
足球教练队伍，提升校园足球执
教水平。

——打通体制障碍，增加比
赛数量、奖金额度。建议进一步
打通相关体制障碍，将足协比赛
和校园足球比赛活动统一规划、
优化整合，增加比赛数量、提升
比赛质量，真正实现全国校园足
球一盘棋，防范校园足球发展

“青黄不接”。 据半月谈

荣誉加身，实力彰显

患者至上，匠心传承

低调务实，口碑远扬

技术领先，团队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