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膏延寿》一书全国公开发行，细
说冬病夏治，调理五脏，心脑血管病，气
喘，老慢支，肾病，关节病等老慢病。

全国统一领取电话：18201290484
膏方就是一个“养”，适合于老年

人，慢性疾病患者，免疫力低常患感
冒，气血不足，体质虚弱等患者。

《皇帝内经》有曰：一脏损则百病
生，五脏损则百形灭，意思就是说所有

疾病的根源乃五脏衰退，这也是中医上
常说的多病同源，只有人体五脏健康，
五经畅通，气血充盈。人体功能大循环
就能正常运行。当气血不畅，肾精亏虚
就会相应出现各种慢性疾病。临床研
究证实，气血两虚不仅是五脏衰退的祸
根，更是导致多种慢性病的主要因素。

为了解决老慢病患者的疾痛，本
公司免费发放《吃膏延寿》一书，因为

名额有限，每个地区限量发放 200册，
前 100位符合条件的重症患者将特别
赠送中医教授亲自讲解的音频资料一
份，让您亲身感受传承百年的古方魅
力。如果您有幸领到，请尊重中医成
果，认真阅读，及时帮您解决病痛，享
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吃膏延寿》养气养血养长寿、养肾养胃养健康

全国唯一领取电话：
18201290484

亿都时光交房公告
尊敬的亿都时光业主：

您所购买的亿都时光3栋、6栋、7栋、8栋、9栋已
通过相关职能部门验收且达到交付使用条件。依据

《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方便业主收房，我司定于2021
年9月23日-9月30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
18:00）到亿都时光营销中心集中办理房屋交接手
续，如有疑问，可致电0731-28657888了解详情。

特此公告！
株洲市亿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9日

9月6日下午，记者致电省地质
院后勤部门负责人廖正祥，据其介
绍，目前单位仍在机构改革期内，财
产已纳入省财政系统，省地质院对省
属国有资产没有处置权。

“去年9月，我们专门召开院长
办公会研究此事，但其中确实存在
政策屏障，可能还涉及商户的赔偿
问题。”廖正祥介绍，目前已经明

确，今年到期的商铺合同不再续
签。

9月7日，省地质院几位负责人
从长沙赶赴株洲协调加梯一事。

“如果政策允许，关于占用商铺
一事，我们去跟省财政厅汇报，但经
费筹集、费用分摊等，要有具体方
案，确保可行。”廖正祥说。

“业主会不会出钱，我们会商

量，是我们自己的事。到最后因为
钱的问题实在装不了那就算了，现
在只需你们协调商铺问题，并出具
用地证明。”李效愚说。

9月8日下午，省地质院回复本
报记者：将大力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将按照规定和程序积极办理国有
资产占用申报和审批。

电梯公司技术人员经过现场查
勘，给出两个方案，一是在院子里装
电梯，通过廊道从阳台处破窗入室；
二是打破两户间朝街花窗，向外延
伸2.2米。

经过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芦淞区住建局等多部门现场查勘后
认为，方案一将破坏房屋结构，存在
安全隐患，该单元楼加梯只能以错层
的方式连接楼梯间内临街花窗。

再次经过业主讨论后，大家一

致认为方案二施工难度小且更安
全。然而，电梯井外延，需要占用临
街商铺店面。

根据《株洲市城区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实施办法》，超出小区土地使用
红线范围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
核定超占部分权属，由申请人征得超
占部分权属单位同意方可实施。

临街铺面的产权，在原湖南省
煤田地质院。2019年，湖南省机构
改革，省煤田地质院并入省地质院。

2019 年 5 月，业主向湖南省地
质院递交报告，要求划拨电梯安装
用地，前者派人实地勘察后召开座
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划拨用地涉
及国有资产变更，手续十分繁杂。

2020 年 6 月，业主再向省地质
院递交类似报告。同年12月，省地
质院要求芦淞区主管部门予以文字
认证，芦淞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及社
区居委会先后签字认定“情况属实”。

此后，便再无进展。

李效愚不是小区首位加梯“牵
头人”。在他之前，87岁的张洪武已
经忙活好一阵了。

2018 年 5 月，株洲市开始试点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在一次活动
中大伙聊到此事，一致叫好，便让
老张去跑退。

那段时间，张洪武跑遍了所有
试点小区，越瞧越欢喜。于是他自
己设计了一张表，在老年活动室征
求意见，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后来
他搬到河西电梯房居住，“牵头接力

棒”传给李效愚。
2019 年 5 月，株洲全面铺开加

装电梯，李效愚和杨爱云从社区居
委会领了各自单元的正式申报表
格，又一次动员起来。

两个单元楼的28户人家中，有
空置的、出租的，还有退休职工子女
居住的，情况复杂。

低楼层担心采光通风受影响，
不愿意签字；空置房主认为自己用
不上，不愿意分摊费用……最初签
字时，他们遇到了加梯“签字关”的

几乎所有情况。
只能继续商量。反反复复又是

大半年，加梯意见与出资分摊方案
终于获得全部业主签字。

一位住在顶楼的住户，身有残
障生活困难，起初签字时说拿不出
钱，但某天，他对李效愚说，“太需要
电梯，我想尽办法凑到钱了。”

那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看
似最艰难的开始，或许是结束。

受困：“上楼如同登天”

在“先出具同意证明”与“先凑齐钱”之间，退休职工与原单位
拉锯至今，原煤田地质局生活区陷入“加梯”困局

“等不到”的电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楚

▲杨爱云小心翼翼地下楼。
图片均为记者/吴楚 摄

加梯：过“签字关”几经周折

周折：反复报告进展迟缓

回复：积极协调促成“加梯”

老人们想要放弃了，尽管心有
不甘。

两年时间，为了电梯，四处奔
忙。热情燃起又熄灭，如今只剩“冷
灶台”，与依旧酸疼的膝盖跟腰腿。

原煤田地质局纺织路生活小区
1 栋，加梯位置要占用临街铺面，需
要出具产权人同意证明，而铺面产
权是省属国有资产。

在“先开证明”与“先凑齐钱”之
间，退休职工与原单位拉锯至今。

小区在纺织东路与建设路口，
只有三栋居民楼。1 栋、2 栋为八层
老式住宅，其中 1 栋沿街，共有两个
单元楼。

李效愚是1单元加梯牵头人，他
73岁，住在八楼。

八层、133 个阶梯，28 岁的健康
男性以正常速度上楼，需耗时 1 分
26秒。

李效愚腿脚利索，身体硬朗，文
化水平高，最主要的是，与同单元楼
里86岁、83岁的邻居相比，他是“年
轻人”，所以成了牵头人。

“虽然暂时还爬得上楼，但总有
老的那一天。”他说，“况且，这里已
经有很多人爬不动了。”

住在2单元五楼的81岁的杨爱
云便是其中一位，同时还是2单元的
加梯牵头人。下楼时，她聚精会神
抓紧栏杆，双脚依次轻轻抬起又放
下，让被骨关节炎折磨十余年的膝
盖少点痛楚。

“原来一天下三次楼，现在只能
下一趟了。”杨爱云说起电梯，几度
落泪，“上楼难如登天。”

纺织路煤田地质局生活区建于
1994 年，1 栋两个单元共有 28 户。
过去几年，因为上楼难，有老人买了
电梯房后搬走，也有老人搬到外省
子女家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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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花窗处安装电梯，需占用临街店面。

报名仅剩最后两天
晚报老年大学下周一开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烽

专题

A11

2021年09月09日 星期四
责编：王 烽
美编：刘昭彤
校对：袁一平

自从上周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开
始启动秋季招生，一下就点燃了市民
的学习热情，每天慕名前来办公室咨
询报名的中老年朋友络绎不绝，子女
帮父母亲报名，在外地的通过线上报
名，还有许多老学员积极推荐，邀请
身边的亲朋好友也一起参加晚报老
年大学课程学习……有多名学员甚
至一口气报了 6 门课程，对她们来
说，晚报老年大学已经成为晚年生活
最重要的部分。

目前，报名只剩下最后两天，所
剩学位也不多了，下周一（9月13日）
开课，想要参加学习的朋友，可要抓
紧着最后的两天时间，开学后，晚报
老年大学将停止招生！

为满足中老年人全方位需求，
2021 年秋季招生，晚报老年开设了
44个班级，涵盖10多个门类，聘请了

一支 30 多人的名师团队，其中副高
以上职称 10 人，大部分均为中老年
教育的行业精英，受到了全市中老年
朋友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从
2019年9月份创办至今，株洲晚报老
年大学已经走过了两年时光。无数
老年人走出家门，奔向校门，开启一
段幸福快乐的老年生活。通过常态
化教学；合作办学；公益教学；老年大
学进养老机构、社区等，2年时间里，
晚报老年大学招收了近2千学员，开展
公益教学及活动2千多场，服务4万多
人次，成为我市养老服务行业一股全
新力量。本着“老有所学、增长知识，
老有所乐、促进健康，老有所为、服务
社会”的办学宗旨，晚报老年大学将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开发老年人
人力资源，创新养老服务新举措。探
索我市养老服务的特色之路。

▲优秀学员表彰。

▲户外太极拳公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