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诊疗时间：

不久前，50多岁的罗先生（化名）因
腰椎间盘突出，无法直起腰身，针灸理
疗科对其诊断后，以中药硬膏火疗对其
进行治疗，约一个小时后，罗先生病症
就得到有效缓解，能自行坐立走动。

作为一个非手术治疗科室，针灸理
疗科精于内病外治之手段。该科室医
师具备深厚的中医基础、扎实的专业技
术理论、熟练的操作技能和丰富的临床
经验，可熟练应用浮针、火针、拨针、小
针刀、拔罐、磁热疗法、中药熏蒸、电针、
推拿等治疗手段，治疗颈肩腰腿痛、头

痛、失眠、痛经、慢性咳嗽、便秘、泌尿系
结石等西医难治性疾病，并开展了以中
医特色疗法为主的针灸、穴位贴敷，治
疗常见多发的慢性内科疾病，也成为其
他科室病症治疗的有力辅助。

一直以来，针灸理疗科不断引进、
创新特色疗法，突出中医药特色，发挥
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点，发挥传
统中医药“治已病防未病”的优势，为广
大患者解除疾病的痛苦。

（文/白夭夭 通讯员 杜方江 图/
尚客君）

发挥中医优势，守护人民健康

市中医伤科医院针灸理疗科：
传承千年医学古蕴，“内病外治”疗效好

“三伏贴、三伏灸”特色疗法火爆预约中

7月11日起，全国进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这一阶
段，人体腠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是最有利于治疗疾病、调理气
血、平衡阴阳的时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冬病夏治”。

近年来，中医理论中的“三伏贴”日渐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市
中医伤科医院针灸理疗科，作为湖南省特色专科，集医疗、预防、
保健、康复、临床教学于一体，擅长将中医特色与现代诊疗技术相
结合服务于临床，在株洲地区享有盛誉。在这个特殊时节，该科
室三伏灸这种中医特色疗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体验。

三伏天做“三伏灸”“冬病夏治”正当时

浓郁的中药味、袅袅升起的轻烟
……自开放以来，市中医伤科针灸理
疗室的艾灸室可谓“一床难求”，不少
人不得不提前几日预约排队。

刚生完小孩半年的市民张女士，
常常感到手脚冰凉，该科室医生对其
进行体质辨识后以任脉灸进行治疗，
仅一次治疗，张女士的症状就得到很
大改善。

“我们会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病
症，推荐适合的调理方式”。该科室
主治医师金炯孝介绍，作为中医传统
治疗方法，三伏灸对风湿骨关节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妇科系统疾病及
男性系统疾病、还有一些并无系统疾
病却又气短乏力的亚健康患者，都具
有很好的疗效。目前科室有长蛇灸、
任脉灸、脐灸、脾肾阳灸、雀喙灸、砭
石烫熨、中药硬膏火疗、刮痧、三伏贴
等诸多疗法，适应于不同病症。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三伏
灸”的保健治疗效果，针灸理疗科将
运用开穴、闭穴这种中医独特、行之
有效的疗法，帮助患者打开经络的大
门，激发经气，最终达到良好的效果。

金医生介绍，“开穴通经疗法”治
疗各类疾病，特别是一些全身性疾
病，或难以确定病变部位的疑难病
症，可收到包括“闭穴”疗法在内的其
它治疗方法难以企及的疗效；该疗法
还能增强人体免疫力，消除疲劳、延
缓衰老、使人精力充沛，“‘三伏灸’也
需要辨证施治，比如糖尿病控制不
佳、高血压不稳定，以及严重心肺功
能不全的患者不适合艾灸；施灸后养
护得当，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为让更多市民享受到“三伏灸”
的利好，金医生表示，活动期间，凡在
科室任做一次三伏灸的患者，皆可获
赠一个疗程的三伏贴。

头 伏：7月11日-7月20日
中 伏：7月21日-7月30日
加强贴：7月31日-8月9日
末 伏：8月10日-8月19日

（注：三年为一大疗程）
诊疗地址：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门诊四楼针灸理疗科
诊疗电话：0731-28100931

▲针灸理疗科科室合照
▲患者正在接受

长蛇灸治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2003年，是株洲晚报牵手贫困
生的第二年，从当年7月18日开始至8
月 23 日助学见面会落幕，累计筹款 27
万元，资助大、中、小学贫困生175名。

昨天下午，记者在株洲日报社图书
室翻看这一年助学的篇篇报道时，仿佛
又见到那一幕幕助学的热情，仍然为之
深深感动。2003 年的 8 月 11 日，唐人
神产品助学大义卖，大家冒着酷暑，分
赴城市各区叫卖的声音犹在耳边回
荡。当天义卖，共得义卖款 2 万余元，
其中，株洲硬质合金集团团委发动职工
购买，一家筹得义卖款1.6万元。

2003 年金秋助学，主办单位有两
家，分别为团市委与株洲晚报。在团市
委的组织下，各级团组织对助学工作给
予了大力支持。而株洲晚报也为之付
出了人力和财力，花费资金 3 万余元。

记者驱车下乡采访，山路崎岖，采写了
大量新闻稿件。

●2003年，捐款4000元以上的单
位有：

唐人神集团，捐款现金50000元。
不愿透露姓名的无名人士捐款

30000元。
湘银房地产公司捐款20000元。
株洲书城捐款20000元。
天台山庄捐款5000元。
华煤南方水煤浆环保实业公司捐

款5060元。
荷塘国税分局捐款4300元。
工商银行株洲分行捐款4000元。
平安人寿株洲分公司捐款4000元。
株洲晚报全体记者捐款4000元。
另外，还有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

士各捐款4800元和4000元。

昨日中午下班，匆匆吃完
中饭，她就顶着烈日，骑着电
动车从工作单位芦淞区政府
赶到报社，30多分钟的烈日炙
烤 ，只 为 送 来 2000 元 助 学
款。这是晚报金秋助学活动
昨日启动后，收到的首笔现金
助学款。“少是少了点，我就是
想支持晚报的助学活动。”韩
无盐倒显得不好意思了。

她急着给服务对象送姜
汤，匆匆道别，我送她到报社
门口。看她捣鼓反光镜半天
也装不上，不禁心疼起来。这
辆电动车，每天带着她满城
跑。疫情后，她从以前的去火
车站送温暖，转为为特定对象
送姜汤。每天早晨在芦淞区
政府大厅送姜汤，中午骑着电
动车给几个重点“大肚腩”攻
克对象送，还要监督他们喝
完。“他们都知道喝了好，但是
难在坚持，不监督不行。”韩无

盐说，在她的监督下，有个坚
持了两年的“大肚腩”终于平
整了，她觉得很自豪。

从金秋助学到为特困群
众送年货，再到 365 天自购食
材为亚健康人群熬煮姜汤，韩
无盐没有算过细账，也从未吝
啬过。但对于自己换车和其他
需求，她永远是一句话：“够用
就可以了。”看着她远去的朴素
身影，我湿润了双眼。

经过前期周密筹备，晚报
金秋助学正式启动了。下周，
我们5路记者将深入县市区贫
困学生家中，进行实地走访和
调查，确保每一个名单，都真
实有效，每一笔捐助款，都送
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如果你
也和姜汤大姐一样热心公益，
想要为我们贫困学子大学之
路助力，可以拨打我们活动总
指挥、晚报志愿者联合会会长
郑炜青的电话：13873320022。

城事

A07

2021年07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李曙光
美编：陈春艳
校对：曹永亮

晚报收到今年金秋助学首笔现金助学款

姜汤大姐冒酷暑送来2000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爱心寄语：进入大学，要更多地参加志愿活动。个人小小
的能量，汇聚成海，能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关键力量。

●公益之路：说起姜汤大姐韩无盐，估计不少人都知道，她
在火车站为大家免费送姜汤，竟有13年之久。姜汤大姐连续4
年参与晚报金秋助学活动。在我的记忆里，晚报的公益活动，姜
汤大姐绝对第一个到场。

株洲晚报金秋助学回顾（二）

相关新闻

向“微信群”喊话
这些问题全解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正明）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学习教育全
过程，监督公职人员履职尽责，推动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
近日，一批涉及小区安全、社保购买、
环境污染的问题通过“幸福株洲”监督
与服务微信群反映后，迅速得到解决。

●问题一
小区外墙脱落存隐患

近日，天元区栗雨街道栗雨社区
居民反映湘水栗园小区 7 栋外墙水泥
块脱落，存在安全隐患。经了解，湘水
栗园小区 7 栋楼顶边混凝土结构开裂
导致水泥块掉落。

进展：社区工作人员将问题反映
给物业公司，并督促物业公司对问题
进行整改，目前已整改到位。

●问题二
村民无法购买社保

荷塘区桂花街道戴家岭村村民反
映，该村新屋湾组村民要求购买社保
却得不到落实。荷塘区人社局核实发
现该名村民为被征地农民，由于个人
原因，没有购买一次性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险。按照政策，目前早已超过购
买上述保险的规定时限。

进展：荷塘区人社局向反映人详
细解释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政
策。若今后新屋湾组再有被征收项
目，反映人即可享受社保政策。

●问题三
企业疑似排放有毒气体

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华垅社区居民
反映株洲三龙特种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疑似排放粉尘和有毒气体。

市生态环境局石峰分局及清水塘
街道应急办、华垅社区工作人员现场
查验了该公司相关证照，暂未发现问
题。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通过
昼夜监测，采集了三龙精密铸造公司
的废气、粉尘、噪音质量等环保数据，
相关指标均在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正常
范围内。

进展：社区网格员已在监督与服
务微信群内公布了调查结果。

●问题四
燃气泄漏存隐患

芦淞区建设街道学堂冲社区居民
反映人民路 10 栋附近疑似燃气泄漏，
煤气味很重，存在安全隐患。社区工
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并第一时间联
系新奥燃气公司。经检测，该处确实
存在燃气泄漏情况。

进展：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紧
急抢修，目前已消除隐患。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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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601冰棒是幸福的滋味
策划/谢中良 罗佳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威 伍靖雯

“卖冰棒喽，601的绿豆冰棒！”时至今日，“80后”小伙许京靓还能有模有样地
喊出记忆里的吆喝声。在他看来，那是炎炎夏日里没人舍得拒绝的一口清凉。

7月12日下午，我和许京靓一起沿着钻石路走到尽头，先入眼的是一个双
层停车场。哪怕反复确认，我也很难将眼前的场景与他口中曾誉满全城的601
冰棒厂联系起来。

寻找一支简单的冰棒，不曾想翻开了一段泛黄的甜蜜回忆。

▲601老冰棒厂附近保留的雪糕发放点。 记者/张威 摄

旧时冰棒厂热闹非凡

停车场附近，还有一家小超
市，门前的冰箱上贴着“株硬集团
雪糕发放点”的标识。大概由于
是上班时间，超市里没有顾客，老
板在里头休息，两位老人坐在附
近的树荫下聊天。

见我们聊起老冰棒厂，两位
老人转过头来，“现在厂里还发雪
糕票，可惜卖的都是外面进的货
了。”“喏，这个停车场就是原来的
厂址，以前这个点来排队买冰棒
的，人挤人呢……”

1980 年，601 冰棒厂建成投
产，当时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待业
知青以及他们家属的就业问题，
并作为员工福利。每年夏天，职
工都会领到雪糕票，相当于高温
补贴，如果不想吃冰棒，还可以去
指定商店兑换白糖、绿豆。

时年42 岁的杨旭，是601 冰
棒厂首任厂长，一直担任到1995
年 1 月退休。他还记得，当时一
张雪糕票相当于1毛5，买一支冰
棒要一张票，一个冰淇淋要 3 张

票，最贵的蛋筒是5张票。
最初，冰棒厂只对内部职工

和家属销售，后来也打开了对外销
售的渠道。因为用料足，601冰棒
厂生产的冰棒物美价廉，在株洲相
当畅销，除了零售还有单位来批
发。生意最好的时候，冰棒厂有八
九十个职工，“就这样，员工分三班
倒还搞不赢。”杨旭回忆。

1999 年，601 冰棒厂停产，
“可惜咯。”说起当年旧事，老人语
带惆怅。

难忘卖冰棒的吆喝声

“现在随时可以吃到冰淇淋，
却没有那么多惊喜了。”在许京靓
的故事里，童年可没有那么多品
种的冷饮，木箱、棉花、棒冰，就是
他小时候关于夏天的记忆。

“卖冰棒，601的绿豆冰棒！”
当年夏天，那吆喝声响遍大街小
巷，只要几声，附近的孩子便争先
恐后地拥上来。“还记得是白色包
装纸上印着‘601’的字样。”住在
钻石路附近的许京靓回忆，卖冰
棒的小贩往往推着一辆28大杠，

拖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掀开
箱子上面的白色褥子，一层层冰
棒整齐地码在一起。

每次去买冰棒，他都会提着
一个墨绿色的保温桶，“一个桶
里能塞下十三支，但是我希望还
能再加两支。”他笑着说，小小一
个保温桶就是全家半个月的清
凉时光。

知了在树上一声声地叫着，
小伙伴们一起往回走，一边低头
小心地撕冰棍纸。轻轻咬一口，

又冰又甜又爽，从嘴巴到肚子，凉
一路甜一路，“那种幸福的滋味，
忘不了。”他还记得，为了延长这
甜蜜时光，大家都舍不得嚼，每一
口都在嘴里慢慢地化，一点点地
咽……

夏天的夜晚更加美好，那时
没有空调，但冰棒厂旁有防空洞，
孩子们一起举着冰棒在附近蹦蹦
跳跳，大人们就拿着蒲扇在附近
纳凉……

手工做冰棒复制童年记忆

虽然当今市面上的冷饮冰棒
琳琅满目，吃冰棒对于孩子们来
说也不是一件新鲜奢侈的事，但
对于工厂子弟陈玺来说，仍想让
孩子尝尝自己小时候的冰棒味
道。于是手工 DIY 绿豆冰棒，成
了她每年夏天必做的事。

“绿豆的量要足，一支冰棒起

码有一半是绿豆。”打开记忆的闸
门，陈玺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家里
还剩了一些雪糕票，父亲去批发
了一些冰棒想着零售赚点钱，“怕
我长蛀牙，那时隔一天才能给我
吃一支冰棒。那次我主动提出帮
他一起卖冰棒，最后靠劳动换来
两支，回家路上都吃完了。”想起

那些趣事，陈玺忍不住笑了。
“现在市面上的冰棒很多，自

己动手做，不仅是完成多年来对
厂里绿豆冰棒的念想，也是希望
让我的孩子在琳琅满目的选择
中，感知当年那份纯粹的快乐。”
陈玺说，那时候的夏天，舔过的每
一根冰棒都是那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