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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刘琼 实习生/欧阳晨曦 通讯员/陈
恺祺） 11 月 25 日，市二医院肾内
科专家来到攸县人民医院、攸县中
医院，为血透患者进行血管通路评
估和血液透析相关健康宣教活动。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这个
血管通路的流量越来越不行了，我
正愁不知道怎么办呢！”得知有市
里的大专家义诊，54 岁的甄阿姨激
动不已。当天，通过检查，市二医院
肾内科主任臧翠平为甄阿姨制定
了治疗方案。

当天，市二医院肾内科团队为
140 余名血透患者进行健康知识科
普。与此同时，他们还为 50名患者进
行了血管通路评估并制订解决方案。

“过去，一些基层的血透患者
因内瘘狭窄、堵塞等问题需要到市
里的大医院就诊，如此一来，时间
和金钱都耗费不少。”臧翠平介绍，
为了帮助基层患者解决血管通路
的困扰，他们将携带专业设备，不
定期地前往各县市区的基层医疗
机构，现场为血透患者答疑解惑并
制定诊疗方案。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刘琼 实习生/欧阳晨曦 通讯员/张
倩） 前段时间，2 岁男童乐乐（化
名）莫名地呕吐、咳嗽。11 月 25 日，
省直中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
家为乐乐找出了病因：一枚面值五
毛的硬币卡在了他的食管内。

乐乐的父母介绍，一周前，乐
乐突然出现呕吐、腹泻、咳嗽等症
状。一开始，他们以为孩子只是患
上感冒，便带着孩子多次前往儿科
就诊，可服药后依然不见好转。在
医生建议下，乐乐接受了胸片检
查，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原来，乐乐的食管内有一枚圆圆的
异物，乐乐随后被送往省直中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诊治。

一切准备就绪后，医生通过食

管镜将异物取出，而该异物竟是一
枚面值五毛钱的硬币。

“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吞下的
硬币，多亏了你们及时发现。”术
后，乐乐的父母心有余悸，后悔不
已。

“ 食 道 异 物 是 常 见 的 急 症 之
一。今年以来，我们已接诊了 290 例
异物卡喉或卡食道的患者，异物种
类以鱼刺、肉骨、槟榔渣、红枣核等
最常见，患者多表现为吞咽困难、
发热及呼吸道症状。”该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志勇提
醒，家长要教育孩子在进食时细嚼
慢咽，不要将硬币及玩具放入口内
玩耍。一旦发现误吞异物，切勿采
用吞饭团、喝醋、吃馒头等错误方
法，以免加重食管损伤。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琼
实习生/欧阳晨曦 通讯员/谭宁

18 年，可以让一个啼哭婴儿长大成人。18 年，也
足以让一个志愿服务组织从寥寥几人壮大为一支浩
浩荡荡的队伍。

2003年，株洲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大队
成立。18 年过去，它已成为我市乃至全省众多志愿服
务组织的一张“名片”。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
坚守。他们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退休职工，有的是
普通农民。他们职业各异，却共同拥有一份大爱的情
怀。近日，记者走近其中 3位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倾
听他们如何用爱心连通生命的血脉。

王晓：想成为株洲年纪最大的无偿
献血服务志愿者

“你最近有没有感冒发烧？是首次献血吗？……”
11月 29日上午，在株百献血屋，身穿红马甲的王晓耐
心地为打算献血的市民答疑解惑。

“老王是我们的好帮手，每次他来得最早，走得最
晚。”一旁，采血护士们忍不住为王晓点赞。

“17”是 68 岁的王晓在株洲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大队里的编号。早在 2003 年大队成立之
初，他就加入其中。18年过去，他已累计进行志愿服务
超过 6300个小时。

你或许不知道，王晓还曾是个献血“达人”。1976
年，他的弟弟在一次施工时受伤，因失血过多休克。救
治过程中，其弟弟输入 2400 毫升的血液才得以挽回
生命。这件事让王晓感触颇深。2000年，当看到街边停
靠的献血车时，他毫不犹豫地捋袖献血。

一直到 2013 年，年满 60 岁的王晓因超过献血年
龄上限才无奈终止献血之旅。可他的这段旅程异常灿
烂，累计献血 35 次，献血总量达到 2.34 万毫升。这意
味着，他献出的血液至少够一个成年人换 3遍。

本该在家含饴弄孙的王晓依旧像个年轻人一样
干劲十足，奔走在各个献血点。

“最初，我们大队里只有十几人，现在已有 750人了，
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王晓说，他有一个小目
标——争取成为株洲年纪最大的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

黄伟：“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
为别人撑伞”

“花这么大精力去倒腾那些事，图什么？”不熟悉
黄伟的人会讶异于他对无偿献血事业的狂热。

今年 33 岁的黄伟是一名无偿献血者，他还有个

引以为豪的身份——株洲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
服务大队队长。

他对无偿献血事业的“狂热”或许源于最初的“报
恩”。14 岁时，黄伟患了重病，手术过程中需要大量输
血。当时，不少爱心人士捋袖献血，让他化险为夷。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为别人撑伞。”黄伟
说，2006年，刚满 18岁的他就迫不及待地成为一名献
血者。15 年过去，他已累计献血 67 次，献血总量达到
1.7万毫升。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疫情期间，得知武汉急需血
小板，他和另外 27 位捐献者还成功捐献了 40 个治疗
量的单采血小板。

对于无偿献血事业，不少人选择“有一分热就发
一分光”，可黄伟却想着如何汇聚更多光束，让这个事
业大放异彩。

2020年，他通过竞聘成为株洲市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大队队长。组织队员积极参与党史学习、
举办特色主题活动……有了这个新身份后，黄伟开始
大展拳脚，不断探索志愿工作新模式。

“我希望将这个品牌打造成株洲志愿服务的一块
金字招牌。”提及未来的规划，黄伟信心满满。

刘琪琳：希望通过身体力行，改变
公众对无偿献血事业的误解

“献血对身体有害”“医务人员从不献血”……日
常生活中，我们或许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调。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刘琪琳总想通过身体力行，

改变大家对无偿献血事业的一些误解。

刘琪琳是茶陵县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进入输血

科前，她曾在临床做过多年护士。

“一袋血，可以帮患者度过危险期。这不仅是救一

条生命，更是救了一个家庭。”刘琪琳说，进入输血科

后，她与无偿献血事业的距离更近了。

为了打消他人的误解，她决定带头献血。如今，她

已累计献血 56次，献血总量达 1.84万毫升。

光自己献血还不够，她还当起了“宣传员”，发动
自己的家人加入这份红色事业。

“你看，现在我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刘琪琳打
趣道，在她的引领下，她的家族中已有 10余人成为无
偿献血者。

随着“粉丝”的增多，刘琪琳的“野心”也在增大。
前两年，她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成立了茶陵县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分队，希望通过该组织凝聚无偿献血者的
力量，让这份事业做大做强。

“3181 个小时”，这是刘琪琳目前的志愿服务工
时。她坚信，这个数字将不断被刷新。

如何避免
长双“平脚板”？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通讯
员/尚客君） 走路时整个足底都贴在地面上，
跑步时感觉脚痛……28 岁的陆先生为此烦恼
不已。这是为什么？

近日，在市中医伤科医院，手足科专家为陆
先生解开了谜团。

“陆先生的脚属于扁平足，俗称‘平脚板’。”
市中医伤科医院手足科主任李康贵介绍，扁平
足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以足弓塌陷为特征的一
类疾病。如果平足合并疼痛等症状时，称为“平
足症”，而导致扁平足的原因包括长期负重站
立、鞋底不合适、穿高跟鞋等。

如何判断自己是扁平足？李康贵表示，扁平
足是指足弓消失，正常人的足弓高度是 14至 18
毫米，低于 14 毫米的为扁平足，高于 18 毫米的
为高弓足。

“儿童的足弓通常在 4 至 6 岁形成，4 岁之
后，儿童的腿部渐渐发育，足弓部位的脂肪消
失。此时，如果足部肌肉没有增强，足底韧带过
度柔软，则还会继续成平足状，足弓不会逐渐出
现。”李康贵建议，在宝宝学步前期，家长应鼓励
宝宝多赤脚或只穿袜子行走，以锻炼足部肌肉
力量。

国家（湖南）中医紧急
医学救援队在我市集训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琼 通讯
员/宋曦 谭盼盼） 11 月 27 日，国家（湖南）中
医紧急医学救援队集训在我市启动，60 名队员
接受了为期两天的军事化训练。

据悉，去年 11 月，省直中医院获批成为国
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是全省中医系统唯
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医院。目前，国家（湖南）中医
紧急医学救援队共有 6名队员通过国家灾害救
援初、高级生命支持培训考核，完成第一目击者
公益培训 120 余场，完成全省 60 余家县市级医
院中西医急诊急救能力培训，为全省医疗机构
培训创伤救治人员 1500余人次。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训，提升队员们的身
体素质，锤炼他们的意志，使我们这支队伍在遇
到突发事件时，能随时整装出发。”国家（湖南）
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伍世葵介绍，该救援
队涵盖了医疗、后勤、信息等不同科室的骨干成
员。未来，他们将积极升级改造急救设施设备，
完成平战结合留观病房、急救小屋、急诊抢救
室、急诊创伤手术室、远程医疗会诊中心改造升
级，打造一体化救治信息平台。

医讯速递

无偿献血服务志愿者：
用爱心连通生命的血脉

两岁男童“感冒”一星期
医生从其食管取出硬币

大专家送医上门 血透患者少烦忧

市二医院肾内科专家为血透患者进行血管通路评估。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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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乡村孤贫青少年建一个漂亮小屋

天元区首批4间“团团希望小屋”即将落成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肖捷
通讯员/秦蓁） 11 月 24 日，省残疾人劳
动就业中心主任罗刚强在市残联理事长
程轶辉、荷塘区委常委、副区长刘定光等
陪同下，为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国
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的株洲张爱武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举行揭牌仪式。

株洲张爱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位于
荷塘区，占地面积 1200 多平方米，学校拥
有理论电教室、直播室、学生宿舍、保健按
摩实习床位等设施，配备了齐全的教学用
具、办公设备和实习基地。该学校在省市
区三级残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不断发
展壮大，始终以“培训育人，服务就业”为
办学宗旨，自 2016 年创办以来，举办过各

类专业技术培训 56 期，培训学员近 2000
人，目前已成为区、市、省、国家四级残疾
人培训基地。

据了解，从 2019 年至今，该校多次承
办、协办和参加省级、国家级残疾人岗位
能手职业技能大赛，在盲人按摩、无人机
操控、西式面点、手绣等项目上都获得了
很好成绩。特别是在 2021 年 10 月举办的
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无人
机操控项目中，包揽了前三名，10 月该校
还获评了全省自强模范助残先进集体。

张爱武职校校长袁凯微表示，今后学
校将不忘办学初心，让更多的残疾人群通
过培训和集训掌握一技之长，为家庭增收
创收打下基础。

荷塘区新增一家
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逸
峰 通讯员/谭华德 刘丽莎) “我们还准
备按往年一样申报稳岗资金，没想到你们
今年直接把钱打到企业账上，真是太给力
了。”近日，湖南电力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人
力资源负责人粟先生手持稳岗返还 6.74
万元资金到账单，来到株洲经开区政务服
务中心失业保险窗口确认，非常开心。

湖南电力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连续 3
年裁员率不到 0.7%，一直以来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提升员工技能，稳定员工就业。
今年，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辖区内

66 家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城镇登
记失业率的参保企业，拨付稳岗资金 27
万余元，惠及员工超过 2000人。

据了解，今年，该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首次采用“政策找企业”模式，通过比对和
筛选失业保险系统数据，联合区工信局、区
环保局比对企业征信和黑名单记录，对符
合政策的企业按单位及其职工 2020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60%返还稳岗资
金，返还比例比去年提高了 10%。通过这种

“政策找企业”模式，让企业一次也不用跑
就能享受政策，广受企业好评。

首次采用“政策找企业”模式

株洲经开区66家企业获稳岗返还资金

“窗帘装好了吗？”“正在进行中……”
11月 25日，“希望小屋装修微信群”里活跃
不已，天元区青年创业者协会会长罗海
波，在群里分享了第四家希望小屋改造前
的图片：房间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杂
物堆得满屋都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
张破旧不堪的折叠床。

为了更好地推进希望小屋的建设，天元

区团委、天元区青年创业者协会、壹家联盟
等社会组织、爱心机构联合建立“希望小屋
装修群”，定期在群里分享最新的进展。

“目前，3家希望小屋已顺利完工，第四
家正在建设中。”共青团天元区委书记殷慧
敏表示，通过上级拨款、区级筹措、企业捐助
的形式，发动天元区青年创业者协会壹家联
盟，装饰建材联盟等社会组织爱心机构，为

希望小屋助力，为这些孤贫孩子打造舒适、
独立的生活与学习空间，让天元区更多的困
境儿童和青少年拥有舒适的成长环境。

壹家联盟负责人说：“这次给小朋友
装修房子，全部用的是环保材料，也请了
专业队伍做好了房屋漏水和除甲醛工作，
确保孩子健康。壹家联盟本就是做装修的
企业，也是发挥所长了。”

改造后的房间窗明几净，充满温馨。共青团天元区委 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
记者/杨如

崭新的书桌，白
色的墙面，宽敞的床
铺，莫兰迪色的窗帘
垂到地面……阳光
透过窗户照进焕然
一新的房间，家住天
元区栗雨社区的小
秋（化名），站在新房
间里，笑容如同阳光
一样灿烂。

今年，株洲推出
“团团希望小屋”关
爱工程，为乡村孤贫
青少年儿童建一个
漂亮小屋。共青团天
元区委积极响应，在
原有政策上，发动社
会资源，让天元区更
多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青少年拥有舒适
的房间。目前，天元
区首批 4 间“团团希
望小屋”即将落成。

一张平坦的书桌，一张舒适的小床，
一个属于自己的整洁的房间……这些，在
很多人看来再寻常不过，而在小秋眼里，
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小秋的父亲早已去世，妈妈和姐姐都
患有精神疾病，需要治疗；妈妈还患有糖
尿病等多种疾病，家中早已债台高筑。今
年 16岁的她，还没有单独的房间。目前，小
秋在某职校读书，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将来
没有出路。

共青团天元区委联合天元区青年创业
者协会、壹家联盟等社会组织、爱心机构，
对小秋的房间进行了改造升级，对原有住
房进行隔断，墙面和地板全部进行翻新，并

添置了崭新的书柜、衣柜、床、窗帘等。
“终于有属于自己单独的房间了，梦

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很开心。”看到改
造后焕然一新的房间，小秋简直不相信自
己的眼睛。

在株洲，像小秋这样的困境儿童和青
少年，远不止一个。群丰镇的小云，住在一
栋藏在半山腰的老旧砖房中，她生下来就
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她的养父常年在外
务工，与她相依为命的是年逾八旬、行动
不便，没有自理能力的奶奶。年幼的她，不
仅需要照顾奶奶，还要承担全部的家务。
因为常年营养不良，今年 9岁的她，看上去
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她和奶奶挤在一个房间，写作业也只
能在餐桌上。小云一直期望能拥有一间窗
明几净、舒适整洁的独立的小房间，房间
里有一张温暖大大的床，还有衣柜和书
桌，书桌上摆满了她喜欢的书籍。

今年 9月，小云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共
青团天元区委联合同心社工，在对全区孤
贫儿童的摸底和走访中，得知了小云的生
活状况，将株洲首家“团团希望小屋”设在
小云家，联合天元区青年创业者联合会会
员单位中的的装修类爱心商家对小云家
中的卧房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房间焕然一
新，不仅配置床、书柜、衣柜等家具，还捐
赠了电饭煲、小台灯等生活用品。

让孤贫青少年有一个舒适成长环境

首批4间“团团希望小屋”即将建成

改造前的房间凌乱不堪，堆满杂物。共青团天元区委 供图

眼睛长期干涩怎么办？白内障患者做
手术有什么补助政策？11月26日，石峰区田
心街道叫鸡岭社区内，不少老年居民正围
着来社区进行健康义诊的医生问个不停。

老年性白内障是老年人视力健康
的主要原因，及时发现和尽早治疗对
预防失明很关键。此次健康义诊主要
为居民提供免费眼科体检和眼部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检查内容包括视力测
试、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疾病、眼部干
涩、不适等各种眼科疾病，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送上关心。“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以联合共建方式带动更多资源
进社区。”社区负责人介绍，以后将经
常举行类似活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周蒿
通讯员/羊羽 摄

健康义诊
助力老人用眼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