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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5岁的田田从高处跌落下来,导致
右小腿胫骨骨折,家长带他最终在市中医伤科医
院，通过中医正骨疗法治疗骨折,得以痊愈。

“小儿骨科基于中医传统正骨底蕴，通过传
统的‘张氏’正骨手法结合自制伤药外敷加小夹
板固定，使绝大部分创伤患者在不动手术的情况
下恢复健康。”彭真灵主任介绍，这种治疗方式减
轻了患者痛苦，恢复效果也更好，医疗负担也会
相应减少，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

小儿骨科位于住院楼五楼，目前开放病床21
张。科室拥有一支临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打
造了一套系统、规范的儿童骨与关节疾病诊疗和
康复体系，在儿童四肢骨折的中医传统正骨和微
创手术治疗、肢体畸形矫正等方面具有专业水
平，并在儿童常见骨病、创伤后遗症的诊治方面
有着丰富经验。

（文/白夭夭 通讯员 毕亚炜 图/尚客君）

中医传统正骨，让伤痛愈合更轻松

我市首家小儿骨科正式开科
中医疗法致力儿童骨科疾病精准治疗

宝宝关节脱位、手臂骨折，孩子出现脊柱侧弯、
O型腿……到底是找儿科还是骨科？由于儿童骨骼
生理区别于成人的特殊性，很多家长在就医时都会
遇到这种困惑。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亚专科细化是必然
趋势。为使骨科患者得到精准、专业的治疗，市中医
伤科医院骨伤科依托雄厚的学科力量，下设了正骨
科、髋关节科、脊柱科、膝关节科、肩肘科、胫踝科、手
足科、运动医学科等科室。

近日，我市首家小儿骨科又在该院正式开科，对
我市乃至周边地区儿童骨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不久前，10岁的小唐（化名）
在游乐场玩耍时不慎摔倒，左肘
部立即肿痛，动弹不得，家长怀疑
骨折了，急忙就近送往一家医院
骨科就诊。经医生检查、拍片后，
确诊为左肱骨髁上粉碎性骨折，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小唐父母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慕名找到市中医伤科医院，由
专攻小儿骨科方向的彭真灵主任
接诊了患儿。作为湖湘张氏正骨
流派（株洲）第八代传承人，彭真
灵从事中医骨科专业20年，研究
方向为中医传统正骨技巧与儿童
骨科疾病的诊治，擅长以手法正
骨、小夹板外固定及中药辨证论
治骨伤科疾病。

针对孩子骨折的特点，彭真
灵对小唐先是进行基本复位，等

伤情稍有稳定后，再进行精细复
位，外敷中药，并以传统小夹板外
固定，这样既不用开刀，也避免了
手术内固定对局部骨骺的损伤。

正骨复位术后，在医护的精
心治疗与照护下，小唐的左肘不
再疼痛，左肱骨髁上骨折已经正
常复位，固定良好。出院后待 1
个月左右的休养和锻炼后，即可
康复。

“儿童骨折和成人骨折有着
很大的不同，所以治疗方案上自
然也不尽相同。”彭真灵主任介
绍，儿童骨折通常是外力损伤所
致，由于儿童存在生长发育潜能，
骨折具有愈合快、塑形能力强的
特点，所以我们要用化繁为简，尽
量以简单有效的办法来治疗，少
去触动和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

“涉及到骨骺的损伤，往往会影响
骨骼生长发育，甚至对孩子造成
灾难性的后果，这类损伤需要更
精准的治疗与康复”。

彭真灵主任介绍，基于医院
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人才骨干，小
儿骨科目前已熟练开展了儿童骨
关节损伤、儿童先天性手足畸形
矫正与修复、儿童创伤后遗症的
治疗、各种先天性肢体畸形的早
期矫治、各种儿童肢体少见病及
疑难杂症治疗等专业的疾病诊治
工作。

“如果发现家中的宝宝肢体
有异常，就要及时求医，越早治
疗，疗效越好”。彭真灵提醒，除
了儿童骨折创伤需要积极诊治
外，一些先天性儿童肢体发育畸
形，也应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术业有专攻，专注骨骼创伤和骨病、畸形治疗 ▲彭真灵主任正在给患者看诊

▲小儿骨科科室合影

尽管夺冠之路并不顺利，但
决赛一开始，“Hz 战队”便表现
出了他们的强势：思路清晰、配
合默契，决赛第一局仅用 10 分
钟即以压倒性优势拿下对手。

“比赛信息是朋友告诉我
的，加上株洲和宜春离得又近，
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了。”队
长邬锦涛介绍，包括他自己在内
的 5 名队员，都来自江西宜春，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株洲。

“还没来得及逛逛这座城

市，但在汽车博览园，我们看到
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赛车，还
体验了一把卡丁车比赛，大家都
觉得很酷炫！”邬锦涛认为，赛车
和电竞，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株
洲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比其他
地方的电子竞技赛事，更有吸引
力。

据了解，本次参赛的 60 支
战队中，除了夺冠的“Hz战队”，
还有几支战队分别来自黑龙江、
江苏、河南等地。

汽博园内“王者”集结

电子竞技：株洲下一个新业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明 通讯员/廖彦婷）6月27日下
午，株洲汽车博览园发布中心，
我市首次举办的大型电子竞技
赛事——株洲汽车博览园王者
荣耀争霸赛落下帷幕，来自江西
的“Hz 战队”，最终在 60 支参赛

战队中杀出重围，问鼎冠军。
“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我

们的目标，是在‘车生活、车文
化、车运动’之外，将电子竞技产
业，培育成株洲下一个新业态。”
株洲高科汽车园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白良说。

全新尝试
效果超出预期

对于株洲汽车博览园来说，跨
界组织这样的比赛，是一次全新的
尝试。“但从效果上来看，完全超出
了预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引进电
子竞技新业态的决心。”周白良说。

在他看来，汽车与电竞，在受
众群体上高度契合，主要面对的都
是中年和青少年群体，发展前景可
观。

“就这场活动来说，我们在宣
发推广、赛事组织等方面，投入都
较为有限，但它起到的效果，比传
统的一些活动要更好。”周白良介
绍，这场赛事虽然只有400余名选
手参加，但因为电子竞技与网络的
天然联系，株洲汽车博览园吸引到
的关注，至少以十万计。

广泛的社会关注，自然会放大
品牌的知名度，这也是株洲汽车博
览园目前最为需要的。

此外，株洲便利的交通区位，
株洲汽车博览园现有的场馆、场
地，也为我市举办大型电子竞技赛
事，引进和发展电子竞技产业，创
造了较好的基础优势。

“电子竞技不是打游戏，它已
经进入了亚运会，在北京、广州、上
海、杭州、成都等地，也已经成为一
个新业态。”周白良介绍，接下来，
株洲汽车博览园还将策划组织系
列电子竞技赛事，为引进和打造电
子竞技新业态，积累更多经验。

冠军是“江西老表”

企业开办 一窗通办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周亮）6月24日，芦淞
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一站通专
窗”6个窗口正式开通，标志着在芦淞
区开办企业进入“一”时代：一窗通办、
一日办结。

企业开办“一窗通办”（即一站通）
是株洲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
落实“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的重要举
措，将涉及企业开办各个环节的市场
监管、公安、税务、银行、人社、住房公
积金等六部门审批事项整合，让企业
线下只进一次门，就能办成一件事。
企业开办必须环节办事流程压缩到1
个工作日以内，除银行开户外全流程
压缩在1.5个工作日以内，大大降低了
企业开办的时间和精力。

即日起，通过芦淞区政务服务中
心“一窗通办”窗口，企业只需提交一
次材料即可完成申请，通过后台流转、
信息共享等方式，由窗口将相关信息
分别推送至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进
行后台审批，真正实现统一收件、后台
流转、统一出件的一站式服务。同时
在政务中心显著位置设置自助服务
区，由专人对企业开办全过程提供导
办、帮办服务。

▲赛事前三名战队在颁奖台上捧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翔 摄

“家访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家校沟通渠道。”天元区白鹤
小学校长何亩文认为，如今是信
息化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在一定
程度上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
漠，教育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对
于目前白鹤小学正在开展的全
员大家访，何亩文坦言最开始是

有担忧的：“不知道家长是不是
会欢迎，也不知道孩子们是不是
会喜欢。”但随着家访工作的推
进，她惊喜地发现，绝大部分家
庭非常欢迎老师上门家访，“很
多家长都向我们反馈，说开展家
访很有必要。”

在何亩文看来，这种零距离

的家校沟通，不仅能让老师直观
感受到不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
关心和重视程度，也进一步拉近
了师生间的心理距离。“通过这
份摸底了解，学校对孩子的家庭
环境，性格情绪等方面更加了
解，有利于开展更体贴的帮助和
关怀。”

信息时代
老师上门家访还有必要吗？

策划/赖杰琦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罗玉珍

家住天元区的市民朱女士日前在学校开家长会时，收到老师即将对全班同学开展家访的消息，这让她
有些惊讶：“孩子已经上四年级了，这还是老师第一次来家访。”

随着时代发展，QQ，微信等各类社交软件层出不穷，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便利、频繁，在此
情况下，老师上门家访还有必要吗？家长对于老师家访有何看法？

陈先生的孩子今年已经 15
岁了，老师上门家访的次数，一只
手就能数得过来。“我很希望老师
多来家访，双方可以深入聊一聊，
家长可以更了解孩子在校的情
况，老师也可以从家庭更加深入
地了解孩子。”陈先生坦言，孩子
上学这些年，一般情况下都是自
己主动去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
或是孩子在学校遇到了一些问

题，老师也会主动叫他去学校沟
通，“大部分的时候心情都比较忐
忑，担心孩子哪里没做好。”

市民王女士对于老师上门家
访，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二宝上
幼儿园时，老师来过一次，让我们
有点措手不及。”王女士介绍，那
一次老师中午临时通知晚上要过
来家访，她和老公只能放下手头
的工作，一个赶回家打扫卫生，一

个赶紧去买水果，我们还讨论了
好久要不要订餐、要不要给老师
准备礼品，总之生活节奏完全被
打乱，而老师的走访也不过二十
来分钟，蜻蜓点水式的，能了解到
的信息有限。

她觉得，信息时代，家长和老
师完全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方
式沟通，不一定非要见面。

张老师有着近30年的教龄，
目前在芦淞区某小学教数学，同
时也是班主任。“在我刚上班的时
候，家访是每个老师都要开展的
一项基本工作。”张老师回忆说，
自己一般会将家访工作按教学时
间进行分配，确保每学期能把每

个学生家都走一趟，“那时的家访
大都没有太多明确的目标，一般
就是和家长聊聊孩子在学校的情
况，同时对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
摸底。”

张老师说，到 2000 年后，上
门家访的氛围开始逐渐消失，“老

师偶尔会对一些过于调皮，或是
学习出了状况或家里发生变故的
学生进行家访，但整体来说，次数
已经不多了。”再后来，随着信息
沟通越来越便捷，虽然老师和家
长的交流并未减少，但登门家访
的次数则屈指可数。

您家最近有老师来家访吗？还记得自己儿时，老师来家访时的情景吗？您对老师家访有什么看
法？欢迎拨打0731-22593776与我们分享。

家长 加强家校沟通十分重要

老师 家访曾是一项基本工作

校长 有效拉进师生心理距离

互动话题

帅姣是云龙示范区白合小学
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今
年 5 月开始，她的日常工作行程
里多了一项内容——家访。周二
下午 5 点半，结束了一天的课内
工作后，帅姣匆匆赶到学校食堂
用餐，因为晚上还有一轮家访要
进行。

当天家访的对象，是云田乡
某社区的倪同学家。因为学生家
门前的村路较窄，帅姣驾驶的车
辆只能停在马路边，再和一起来
家访的任课老师步行到倪同学
家，此时已经是晚上 7 点了。“两
位老师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来
吃一点？”到达倪同学家时，他家
正在吃饭，倪妈妈热情地邀请帅
姣和同事一起共进晚餐，帅姣表
示早已吃过了。接下来，家访就
以“拉家常”的形式正式开始了。

倪妈妈介绍，目前自己在附
近打零工，为的就是方便照顾孩
子，“我们做父母的没读什么书，
也没办法给孩子辅导作业，学习
上的事情都是靠她自己。”帅姣赶

紧告诉倪妈妈，倪同学很懂事，作
业都是自己独立完成，而且很多
时候在学校就做完作业了。随后
的话题，围绕着孩子在学校生活
情况和学习情况以及孩子在家的
学习、生活情况展开。不知不觉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帅姣的家
访也结束了。

“每次家访，都有收获。”帅姣

说，班上有 53 个学生，对老师来
说，每个学生只是五十三分之一，
而对于家庭来说，每个孩子都是百
分之百。作为老师，只有给予每个
学生百分之百的关爱，才能赢得家
长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班上还剩几个学生家
没有走访到，“我会抓紧时间，在
学期结束前全部家访一次。”

帅老师家访记
罗玉珍

▲帅姣在倪同学家家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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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爱说感叹句的豆豆
小夕

昨天傍晚带豆豆去湘江风光带散
步，应他要求，带他走到枫溪大桥上。
当时，天空布满了绯红的晚霞，湘江两
岸灯光璀璨。“桥上的风景真美啊！”4
岁的小人儿一脸认真地感叹道。

回想起来，豆豆这个小家伙还挺
爱说感叹句的呢。姐姐做了点心，他
会特别捧场地来一句：“哇，姐姐做的
蛋糕真好吃！”爸爸买了心仪的玩具，
他的“彩虹屁”也会适时出现：“爸爸最
好了，我最喜欢爸爸！”

如果岁月一直如此静好，自然是
皆大欢喜，然而现实常常也会很“骨
感”。每当大人给豆豆“立规矩”的时
候，他就会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小嘴一
撅，蹦出一句：“你好过分呀！”每当出
门玩耍或是散步太久，他不想走路了
就会蹲在路边，一脸委屈地来一句“我
好累啊！”而到了要洗澡时，他则会笑
嘻嘻地边跑边对妈妈说：“你来抓我
呀！”“抓不到我吧！”面对这样的“淘气
包”，妈妈只能提醒自己：娃是自己亲
生的，多看看他的优点。

家有萌娃

萌娃征集令

你家宝贝有没有超级萌的瞬间？
是不是说过令人捧腹大笑的“名言”？
与其在朋友圈里疯狂晒娃，不如让更
多人来欣赏娃儿的萌趣时刻吧！赶快
拿起相机或手机，拍下自家萌娃卖萌
撒娇或是搞怪有趣的一瞬间，发送到
zzrbsg@163.com ，我们将在“家有萌
娃”栏目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