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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晚报红娘工作室”成立了，
办公地点设在株洲日报社B座301。

新的一年，晚报红娘除了做常规
的线上线下活动外，还将提供一对一
VIP 服务，根据单身人士的择偶需
求，为其匹配相亲对象。

红娘工作室三位工作人员分别
是戴老师、姗姗和瑶瑶。

戴老师，80后，红娘工作室负责人。

姗姗，80后，是一位开朗、漂亮的
红娘小姐姐。

瑶瑶，90 后，从韩国留学回株工
作的时尚小姐姐。瑶瑶与男友正是
在晚报红娘的一场活动中相识的。
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同时，瑶瑶也加入
了红娘团队，希望更多的单身朋友像
她一样早日找到自己的心仪对象。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萍）

油菜花海美了
酒埠江镇醉了
这两天，攸县酒埠江镇一张张油菜

花海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火速“蹿红”。
酒埠江镇社田油菜花海种植户

说，今年种植范围扩大了，盛开时的美
景令人心醉。如果用无人机拍摄，更
能发现与众不同的美。

即将成婚的小罗说，他在等待艳
阳天，带着新娘去当地拍摄婚纱照，照
片一定很美。

花海的美景也吸引了一些美术工
作者前去写生。若您得空，不妨带着
家人，去感受这份金黄的浪漫。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驰 通
讯员 陈轶峰 摄影报道）

组建专门团队，打造权威、可靠、高效的公益相亲平台

以爱之名，“晚报红娘”全新起航
春 季 万 物 生

发，晚报红娘也在
此 刻 全 新 起 航 。
在奔向幸福的途
中，我们会牵住每
一双渴望幸福的
手，只要你是单身
人士，渴望爱情，希
望走进婚姻殿堂，
请与我们联系。

从“单身情歌”到“晚报红娘”
去年为2000余人提供婚介服务

为给单身朋友搭建交友、展示自
我的平台，2004 年《株洲晚报》开辟
了“单身情歌”专版。

2016 年，晚报红娘公众号开通，
红娘品牌从只在报纸上呈现发展为
报纸、微信、社区平台、线下活动多元
发展的新媒体品牌。

2019年，晚报红娘有了专职婚恋
师，除了展示单身人士资料外、我们
还举行线上线下活动。晚报红娘也
建立了内容完善、渠道多元的交友空
间，一站式实现青年交友、情感交流、
学习需求。

2020 年是晚报红娘飞速发展的
一年。虽然有疫情影响，但晚报红娘
另辟蹊径，开启“云相亲”活动，2 月
至4月举行了10场，参与人数累计有

600 余人。5 月，晚报红娘与团市委
联合主办“青春恋爱季·相遇在云端”
活动，线上报名600余人。全市分区
组建5个微信群，连续一周不间断开
展线上交友互动，收到400余位单身
朋友 1600 余次心动申请。线上了
解，线下互动，5 月 23 日，100 余名互
选及优质嘉宾相约酒仙湖，浪漫奔
现。

2020年，晚报红娘为2000余人提
供了婚介服务。其中100人以上大型
线下活动3场，50人以上中型线下活
动 2 场，10 人以上精品线下活动 16
场。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晚报
红娘与株洲各领域、企事业单位青年
团体建立了紧密联系，打造了一个权
威、可靠、高效的公益相亲平台。

团队服务，全新起航
今年新增一对一VIP服务

▲红娘戴老师微信

▲红娘姗姗微信

▲红娘瑶瑶微信

▶ 2020 年
“梦中的婚礼”相
亲活动（资料图）

株洲晚报融
媒体记者 吴琦 摄

我市召开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新闻发布会

“开门整顿”，及时解
决群众诉求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
玺）3 月 10 日，我市召开全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会议
通报了此次教育整顿的基本内容、目标
任务、工作措施等情况。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何建红介绍，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主要针对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法院、
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全
体在编在职干警，通过学习教育、查纠
整改和总结提升三个环节，推动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努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以达
到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
顽瘴痼疾和弘扬英模精神的目标任务。

与往年政法系统教育整顿不同的
是，此次教育整顿提出了“开门整顿”的
要求。据悉，“开门整顿”是全国政法队
伍教育领导小组提出的明确要求，主要
通过召开民意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
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充分
保证群众参与的权利，及时解决群众诉
求，帮助和监督我市完成好这次教育整
顿任务。在教育整顿过程中，我市还将
采取走访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社
会调查，倾听和了解群众对教育整顿的
意见和建议。

会上，何建红代表全市政法系统就
做好教育整顿工作作出公开承诺，会议
还公布了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三指
导组进驻我市期间受理群众举报问题
线索渠道。值班电话：0731-28685616；
邮政信箱：湖南省株洲市 A215 邮政专
用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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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菌莫乱吃 小心中毒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蓉 通讯
员 赵必成）春天来了，又到了各种野生蘑菇茂
盛的季节。湘江风光带边上、公园里、乡间路
边，时见各种形色鲜亮的“山珍美味”，不少市
民纷纷采摘。3月11日，市市场监管局通过本
报向市民“喊话”，切记莫贪嘴尝鲜，那些野生
蘑菇很可能是“毒蘑菇”。

毒蘑菇生长广泛，与食用菇没有明显区
别，仅凭肉眼难以鉴别，千万不要迷信于靠外
形、颜色、气味、汁液等传统经验方法识别毒蘑
菇，即使是真菌专家也难以仅靠其外形特征就
能分辨，鉴别是否毒蘑菇需要进行动物试验、
化学分析、形态比较等。

市市场监督局食品流通管理科科长赵必
成表示，每年此时，都会有市民因吃野生蘑菇
而中毒。去年这个时候，渌口区一周内便发生
5起野生蘑菇中毒事件。中毒者均为在自家菜
地边或树林里采摘蘑菇，食用后均出现恶心、
呕吐现象。

为防患于未然，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已
对各大市场进行了排查，严禁野生蘑菇上市销
售。“市民做到不采、不买、不卖、不食野生蘑
菇，是预防野生蘑菇中毒的最有效办法。”赵必
成提醒大市民，食用毒蘑菇中毒后，往往病情
凶险，病死率高，且没有特效疗法。一旦进食
野生蘑菇，出现不适症状应，食用者要立即催
吐，并立即到县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

患糖尿病还管不住嘴
20岁女孩抽出“牛奶血”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
员 吴敏）身患糖尿病多年却管不住嘴，近日，
20岁女孩琳琳差点丢了命。更让人惊讶的是，医
生从琳琳体内抽出的血竟是乳白色的“牛奶血”。

琳琳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平日里依靠注射
胰岛素控制血糖。一周前，她因为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等症状被家人送到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入院时，患者的意识不清、呼吸急促、躁
动不安，心率达到150次/分钟，血糖过高，属于
明显的酸中毒。”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谭钰
珍介绍，检查时，他们从琳琳体内抽出的血竟
是“牛奶血”，像猪油一样呈乳白色。经检测，
琳琳当时的血脂指数是正常人的15倍。随后，
她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急性胰腺炎、
高脂血症。

由于严重的酸中毒可能会导致琳琳出现
心跳停止，急诊ICU的医护人员一边为她进行
气管插管、补液等措施，一边联系血库调取
2000毫升血浆用于血浆置换。经过24小时的
奋力抢救，琳琳终于转危为安。

琳琳为何会抽出“牛奶血”？经过询问，医
生得知她平时喜欢吃大鱼大肉和一些油炸食
品，且不爱运动。

“牛奶血的发生很大程度与患者的饮食和
生活习惯相关。它对人体的危害很大，可以阻
塞血管，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谭钰珍建议，市
民要保持食物多样性，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避免摄入高热量、高油脂食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晚上 12 点，小区业主群里还在争论 22 栋
的麻将馆扰民问题，对该栋麻将馆的存在，
业主们意见很大。”3月11日，天元区美的城
小区有居民向本报记者求助，希望该小区
住房改麻将馆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

该小区所属的佳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介绍，美的城小区22栋三套住房均改成了麻
将馆，每套住房放有麻将桌5张左右。将住
房改成经营性场所，完全是业主个人行为，没
有到居委会进行登记。

“对经营麻将馆没有相关明文规定，我
们只能进行劝导。”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该栋麻将馆已经营很长一段
时间，被居民投诉后，民警、居委会工作人

员、网格员、物业人员均上门与麻将馆经营
者进行沟通，但效果甚微。问题反映到嵩
山路街道办后，工作人员回复称，下一步，
住建、公安、市场监督、生态环境等部门将
对麻将馆扰民现象进行联合整治，加强对
居民区麻将馆的监管。

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周
灿辉介绍，将住房改为麻将馆、棋牌室、茶
馆等经营性用房，应当在经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同意后办理营业执照。办理营业执照
后，还需要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如果麻将馆存在噪音扰民问题，可向生态
环境部门投诉，由其予以调查处理。如果
麻将馆存在赌博问题，可举报给公安机关
进行调查处理。

▲住房改成麻将馆，民警、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调解 受访者供图

非医学专业的服装店主迷上中医学

这个公证让她拜师也能考医师资格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通讯员 刘丹妮）“已经学了2年，兴趣仍然
不减。”3月11日，在芦淞区经营服装店的苏
美翠，工作之余拿出医学教材在店内学

习。上周，她和一名退休老医生在市国信
公证处办理了《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
公证。自公证之日起，她连续跟师学习满3
年，就有机会圆从医梦。

女店主迷上中医学，被老医生收为徒弟

苏美翠今年 36 岁，早年从浏阳嫁到炎
陵，现在芦淞区从事服装销售。

2018 年夏天，苏美翠的公公病了。在
求医问药过程中，苏美翠认识了在药房坐
诊的丁姓退休医生，并对丁医生通过把脉
诊断病情的方式产生浓厚兴趣。之后，苏
美翠陪其公公到过丁医生处多次求诊，对
于医学方面的疑问，丁医生总耐心解答。
丁医生见苏美翠对医学感兴趣，还推荐其
看相关医学书籍。

丁医生每周会到药房坐诊一天。在接

下来的大半年内，苏美翠成了丁医生坐诊
时的常客。她常搬个凳子坐在旁边，观看
丁医生给患者诊断病情。

2019年3月，苏美翠向丁医生说出从医
的想法，但丁医生没有表态。

苏美翠为大专学历，所学专业为应用
电子技术。请求学医碰壁后，她仍坚持在
丁医生坐诊时到场。这样过了约3个月，丁
医生找到苏美翠，表示愿意收其为徒，传授
其医学知识。

“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公证助力中医传承

办理公证后，苏美翠表示会跟丁医生
好好学医，尽最大努力通过医师资格考核，
当上一名执业医师，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中
医爱好者也能通过师承关系，传承传统医
学。

市国信公证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
医学是指中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学。根据

《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
考核考试办法》及《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
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多年传统
医学临床实践医术确有专长、不具备医学

专业学历的人员，办理《传统医学师承关系
合同书》公证，并在当地卫生部门备案，自
公证之日起连续跟师学习满3年，可获得参
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资格。

根据公证办理要求，师承人员的指导
老师需要有技术职称证书（副主任医师及
以上级别），如果技术职称还未达到副主任
医师级别，需提交临床和教学工作证明，证
明其从事中医或民族医临床工作 15 年以
上。

3套住宅改成麻将馆 小区居民很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