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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副主任医师，治未病与健康管理中心中医首席专家。出生于中
医世家，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全国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人。擅长治疗失眠、脾胃病、慢性疲劳、顽固性咳嗽、恶性肿瘤及月经不调、
不孕不育等内、妇科疑难杂症，并在运用中医膏方、茶饮辨证调理心、肝、
脾、肾等脏腑虚损、气血阴阳不足以及“三高”等亚健康状态具有丰富经
验。常以药简价廉的中药疗法治痊重病难病而备受广大患者认可。

刘玲，副主任医师，博士后，中医妇科病区、生殖健康门诊主任。全
国名老中医杨升山教授学术传承第四代传人。硕博连读毕业于广州中
医药大学，湖南121创新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
工程骨干人才培养对象。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妇科专业委员会理事；主持课题6项，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SCI论文1篇，参编学
术专著两部，参与的研究成果荣获2018年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
技术二等奖并获得个人证书。擅长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卵巢早衰、盆腔
炎、阴道炎、女性体质辨识及调理、月经病、助孕保胎等。

杨赛，中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出
生于中医世家，师承全国名中医池晓玲教授，专研中医经方学术。擅长
运用经典古方和平衡针，治疗消化性溃疡、慢性胃肠炎、胆囊炎、头痛
病、眩晕症、顽固性咳嗽、痛风及常见急重症。

龙丹，中西结合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国家第六批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湖南省
名中医戴娟主任医师研究生阶段师从全国名中医、浙江省国医名师潘
智敏教授。擅长治疗急慢性咳嗽、慢阻肺、哮喘、过敏性鼻炎；更年期综
合征、月经病、痛经、卵巢早衰；胃炎、心悸、失眠、湿证、郁病、颈椎病、头
痛、眩晕、肿瘤术后及放化疗后状态、产后病、亚健康状态等内科妇科疾
患，擅长中医体质辨识，将中医治未病思想用于临床施治。

肖斌斌，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省直中医医院治未病与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浮针发明人符仲华教授拜
师弟子（湖南省首名），湖南省首家符仲华浮针医学名医工作站负责人。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浮针专业委员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针灸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康复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医经典与临床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湖南省针灸学会刺络与拔罐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中医膏方分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实践技能考核考官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训“青苗班”讲师
参编学术专著2部，先后多次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湖南省卫生厅、

湖南省教育厅等多项科研工作，主持湖南省卫健委中医科研基金项目1项。
擅长：运用浮针疗法、无痛飞针疗法、无痛穴位埋线等结合中药治

疗久咳、干咳，漏尿、遗尿，原发性痛经，习惯性便秘，顽固性打嗝，慢性
胃炎，黄斑变性、干眼症、突发性耳鸣等内妇科杂病以及各类颈肩腰腿
关节疼痛等。

免费福利、中医专家团队进驻，晚报老年大学火热招生中……

别再犹豫，学位已经不多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烽

8月31日，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启动秋季招生工作，前来报名的中老年朋友络绎不绝，目前，部分班级已经满员，想要
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报名时间只剩下一周时间了，班级满员即停止招生，学校将于9月17日正式开课。

为了回馈新老学员支持，新学期，晚报老年大学将联合民生银行、中信银行送出多重福利。凡参加开学活动的新老
学员，均可获得50元至248元的学费抵扣券，以及价值108-268元以上的礼品。

名师荟萃，学校成为学员的“心家园”

“我是第一个续费的，下学期我还要继
续学。”学员欧阳雅是晚报老年大学绘画班
班长，在学校已经学习两个学期了。“学校
老师水平高，学习氛围也很好”。欧阳雅
说，担任书法老师的刘湘清是株洲市书法
协会副主席，担任绘画老师的张澄光是株
洲市美术协会副主席，他们不仅专业水准
高，而且教学认真负责，自己在这里学习收
获感和幸福感满满。在进入晚报老年大学
之前，欧阳雅已经自学书法和绘画六年时
间，有较深的造诣。去年退休后，从报纸上
得知招生信息后，一口气报了书法、绘画两
门课程。活到老，学到老。不管是初学者
还是具有一定专业功底的学员，在晚报老
年大学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班，这主要得

益于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准的师资团队，吸
引着他们不断快乐学习。

今年 77 岁的李良发已经在晚报老年
大学的智能手机班学了三个学期了。一开
始，他对智能手机的很多操作都不了解，但
现在，他不仅掌握了各种基本操作，能在手
机上挂号、买火车票和飞机票等。甚至还
学会了创建自己的视频号和美篇账号，分
享美图、视频。他说，我分享的这些是总
结、是回忆、是念想、是开心过好每一天。

最近几天，还有很多新学员也纷纷前
来报名，她们希望能在晚报老年大学找到
新的乐趣，陶冶情操。在专注于学习的同
时忘记烦恼、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收
获健康快乐和友谊。

5位专家进驻，新学期我们一起来养生

新学期，晚报老年大学将联合省直中
医院专家团队打造中医养生课程。为了让
学员能够学习到更多养生知识，省直中医
院十分重视此次课程，派出了 5 位专家教

授担任老师。同时，双方将以此次课程开
设为契机，在中医养生方面为学员提供更
多中医养生服务，以下为5位专家简介：

▲张群

▲刘玲

▲杨赛

▲龙丹

▲肖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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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推广茶文化的高也
佳发现，学校直饮机需求量大，
水温常常只能在80度左右，想
要泡茶，有点为难。并且，接水
泡茶也很费事。

热衷办公室煮茶的廖先生
也觉得，手抓茶叶很难保证茶
叶卫生。女同事手腕的香水
味，时常被吸进茶里，让茶失
纯。

如何打破喝茶场景限制，
让喝茶变得简单便捷，株洲茶
企和经销商都在积极寻求转
型。

瞄准“8090后”市场，市内
一茶企通过科技创新，正在进
行快饮产品和便携茶具的研
发。目前，该公司推出的小泡
茶产品，一个茶包一泡水，有效
解决了茶叶携带、吸味和卫生
问题，为会议、旅行和家庭个人
泡茶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顺应年轻人快捷的生活方
式，茶叶公司也在努力。市面
上出现了颇具中国风设计的小
罐茶套装，一种颜色代表一种
茶类，深受初学者喜欢。罐子
可重复使用，成为讲求品质的
年轻一代包里的常备物品。

记者了解到，某茶企正在
设计的中国风瓷器套娃，以汉
唐宋明服装为设计元素，将公
道杯、盖碗、茶杯巧妙组合做成
人偶，分开是茶具，组合可做装
饰，进一步引领新的喝茶潮
流。目前开发已接近尾声。

今年这波疫情之后，天元区囍是茶屋也
酒馆和鈺舍慢生活茶馆生意都明显好起来。
一杯清茶享一份低语，成为越来越多的“00
后”的社交选择。

从去年新冠疫情开始，茶这一中国传统饮
品，以其健康属性，逐步走入了年轻人的生活，
征服他们被咖啡、饮料驯服的味蕾。新式茶饮
店、新式茶馆的兴起，传统茶馆的转型，茶叶市
场一系列“老茶新作”下，“老气”的茶变得更具
年轻感，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茶消费赛道。

茶，作为休闲生活的代表，几千年
来，在时光中悠悠行走。步入新的时
代，随着年轻一代文化自信的觉醒，古
老的茶正快步走向市场。

快，得益于新式茶饮店的标准化制
作。

周末，是神农城茶饮店一周的生意
高峰期，霓裳茶舞店门前，排队的人不
少。茶包入水、开机萃取、加冰和水，糖
调味，2分钟后，一杯茶香浓郁的纯茶即
端上了桌。茶包中，茶芽鲜嫩可见，没
有多余的味道。

新式茶饮对茶的回归，让更多年轻
人发现了中国茶的魅力。

在株洲，新式茶饮品牌遍地开花。
兰亭序、霸王别姬、霓裳茶舞、茶百道、
ARTEA等中国风浓郁的新式茶饮店也
风靡全城。

他们与茶颜悦色一样，讲求古茶鲜
制，从店面装修、茶杯设计到茶品取名
和呈现，将中国风用到了极致。

霓裳茶舞的茉海澜山、凤栖乌龙，
兰亭序的浣溪沙、落花红冷，霸王别姬
的无树菩提、巫山烟云……光听名字就
意境显现。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常规奶茶店也
跟风推出了纯茶系列。借助这一快速饮
品，年轻人正试图拨开果香奶味，探寻茶
的本味。也在越走越深中，慢下了脚步。

慢，重在茶空间的体验上。
今年起，90后莎莎没事喜欢上茶馆

坐坐，喝喝茶发发呆，跟茶馆的猫互动，
与老板请教泡茶要领和茶点制作，喝茶
这件事，开始变得容易获取和有趣。

她说，以前看到茶馆，总是心向往
之，但却不敢踏入。“自己不懂茶，进去
如何消费，感觉一开口就露了怯。”在她
和外人看来，茶馆要不是专业喝茶人的
场所，就是商务洽谈之地。一批适合年
轻人的新茶馆的出现，让她们既惊又喜。

今年新开张的囍是茶屋也酒馆，虽
然位于老旧小区的一楼，却快速成为了
年轻人的聚集地，成为天元区新晋的网
红打卡地。

精致新潮的茶具中茶香悠悠，搭配
茶屋主人亲手做的精致茶点。在古朴
的日式风格茶屋中，让人能快速沉浸在
茶的世界。

该店常客分享道，光阴飞逝，时常
不知不觉已到店面打烊，让不少顾客尴
尬又留恋。

此次疫情后，经营已 5 年的鈺舍茶
馆重新装修升级，改名为鈺舍慢茶生活
馆，传统与潮流融合，不仅有精致的传
统茶具和茶叶出售，也推出了不少调饮
茶和茶食、轻食等产品。

传统茶通过新式茶馆走新路，为年
轻人打造了一个个可感可玩的茶空间，
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如果说喝茶是一种生活，习茶，更像
是一种修行。

茶在年轻人中的流行，也给不少年轻
人开启了习茶的通道。

高也佳今年刚高中毕业，已是株洲少
有的能够全流程还原宋代点茶流程的茶
艺师。未满18岁的她，习茶已经4年。

从小跟母亲喝茶、访茶山、研读茶书，
高也佳已离不开茶。在高中繁忙的学业
里，她只能用对温度和容器都不挑剔的张
家界莓茶解馋。作为学校茶艺组组长，她
致力于简化喝茶场景，在学校推广茶文
化。在她和茶艺组的影响下，学校关注
茶、喝茶的人越来越多。

在前不久的一个茶会上，84年的罗军
喜和90后胡忠良，是茶会中的新人。因对
茶的好奇，他们通过茶艺培训与茶“相
识”，灯光设计师罗军喜的枯燥工作里，从
早到晚有了茶的相伴。

有业内人士介绍，像罗军喜这样的年
轻人，占了喝茶人的一半，活跃在各个茶
馆茶会上。

与老一辈爱茶人比，他们对茶的领悟
更高，并且更加追求茶的文化和核心理
念，除了喝好茶外，他们更注重如何品好
茶、行好茶，喝茶更有仪式感。

借助于协会和社会资源，年轻人习茶
有了更多的专业渠道。近年来，各茶馆、
职业培训机构纷纷开设茶艺课程。

据了解，一个茶艺培训机构，一年培
养茶艺师就有上千人，培养了大一批喝茶
爱好者，株洲喝茶氛围日渐浓厚。

同时，以艺芳轩、思玉茶艺为代表的
老牌茶店，纷纷投身茶艺课程体系研发，
通过茶文化教学开展茶文化传播，将茶送
进中小学、企业、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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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造后，茶馆有了更多流行元素。记者/成姣兰 摄

▲茶饮店老板用冷萃法制作纯茶。 记者/成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