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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高中的小惠，父亲视力一级残疾；母亲
精神二级残疾，常年需要服药；奶奶年事已高，体弱
多病，经常需住院，一家人仅靠低保生活。

社区志愿者们定期前往小惠家中与她谈心，对
她进行心理疏导，还帮忙打扫卫生、更换灯泡、挖土
种菜等。冰雪天气，志愿者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前往
小惠家中帮忙铲雪除冰。“通过志愿者的关心与帮
扶，我家的环境改变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他们的
帮扶，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小惠说。

在群丰镇，这样温暖人心的志愿服务队伍共有
16支。

一盒马克笔，一本故事书，一个书包，一条漂亮的
裙子……石塘社区的亲乡邻·美家园志愿服务队，帮助
小学生实现自己的微心愿。志愿者线上认领微心愿，孩
子们心愿实现，拿到礼物后，个个绽放满足的笑容。

不同于其他的队伍，亲乡邻·美家园志愿服务

队的服务项目很有特色，不仅有人情味，还有学术
味、泥土味、文化味。这支志愿服务队组建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团，从各行各业挖掘一批理论宣讲精英，
组建石塘社区“新时代宣讲师”，充分挖掘“民间名
嘴”“乡贤能人”等一批有威望、深受群众喜爱的草
根任务，组建宣讲团，开展面对面宣讲。同时，紧扣
袁氏家风，发挥袁氏族谱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弘
扬“袁氏精神”，将袁氏好家风家训编制成册，通过
志愿者发放于石塘社区袁氏家庭。

竹溪社区的溪望志愿者服务队，有100余名志愿
者，定期开展送电影下乡活动，电影节目丰富多彩，
很贴近农村生活，还常态化开展帮扶救助、禁毒宣
传、治安巡逻、人居环境整治、防疫抗疫等志愿活动。

凝聚志愿力量，走好群众路线，群丰镇 16 支社
区志愿者队伍，以“服务聚群力·幸福同奋进”为主
题，着力探索“弱有众扶·温情救助”新路径。

天元区：
近1000名困难职工群众
获赠工会慰问物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杨如 通讯员/吴冬
阳） 米、油、大礼包……1 月 13 日，株洲高新区（天元
区）总工会开展 2022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为辖
区内 920名困难职工群众送去慰问物资。

株洲高新区（天元区）总工会的党员干部，深入辖区
内的四个街道、三个乡镇工会联合会，高科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以及城管、卫健、教育系统工会，对 920名困难
职工进行了进企、入户走访慰问，并送去米、油、大礼包
等慰问物资，让身处困境中的职工群众,感受到来自“娘
家人”的温暖与关怀。

“感谢你们雪中送炭……”群丰镇长岭社区的李平，
今年 55岁，2021年上半年被查出患有肺癌，目前已花费
40 多万元。之前，全家仅依靠李平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生病后，无收入来源，还有 76 岁的母亲需要抚养和照
顾；37岁的李女士，是株洲肯特硬质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的一名职工，其母亲患严重糖尿病长达 18年，出现多种
并发症，家里还有 90多岁行动不便的奶奶需要照顾，其
公婆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家中有 2个孩子正在上学
……工会的党员干部与困难职工、群众进行亲切交谈，
通过集体慰问与个人慰问相结合的方式，把党和政府的
温暖、关爱，传递到职工、群众心中。

株洲高新区（天元区）总工会副主席谭曦表示，我们
始终秉承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初心使命，将工
作重心放在送关心、送温暖，为职工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上，进一步提高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据
统计，2021年该区总工会通过全方位、深层次、多样化的
送温暖和帮扶活动，全年累计帮扶困难职工近千名，帮
扶救助困难职工这项民生 100 工程，超出考核指标 300
人次的任务，完成目标任务的 309%。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李逸
峰 通讯员/凌格 侯美妍） 1月 13日，
株洲经开区卫生健康局（血防办）被湖
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授予“2021年度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绩效考核优秀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该区始终坚持强化政府
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构，完善工作机
制，按照省、市有关要求，制定灭螺、查
病、化疗等一套完整的血防工作计划，
建立完善血吸虫病防治“春查秋会”

“三定五包”、督查通报、部门联席会
议、健康教育等系列制度，有效推动血
防工作深入开展，提高防控效果。该区
成立由区血防工作人员、血防医生、社
区血防分管干部等组成的查病化疗工

作队，建立以专业队伍和群众普查相
结合的查螺灭螺机制，健全区级血防
办、乡级血防站、疫区社区血防队组成
的三级预防网络，全力开展查灭螺工
作，降低传播几率。数据显示，2021年，
该区共完成查螺 829 万平方米，完成
率达103.1%；灭螺灭蚴289.8万平方米，
完成率达 124.38%；血检 738 人，完成
率达 123%；化疗完成419人次，完成率
达277%；培训专业人员109人次，完成
率272.5%；人畜感染率均为零。

此外，该区加强宣讲教育，提高
公众的血防知识知晓率和自我保护
能力，全区中小学生健康教育知识普
及率达 100%，居民血防知识知晓率达
95%以上。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王
娜） 1月 12日，天元区马家河街道办
事处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举行冬季消
防安全云课堂直播培训，共吸引该街
道 300余人线上观看。

本次培训，马家河街道特邀请湘
安消防公益服务中心专业人员进行
授课，向居民们介绍预防秋冬季一氧

化碳中毒相关知识和火灾案例，以及
消防日常管理和疏散逃生的基本常
识、消防火灾的应急和预防、消防器
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通过此次培训，我深刻认识到了
关注消防、珍视生命的重要性，增强了
火灾防控意识，掌握了消防安全自救要
点。”参加培训的新马社区居民刘曼说。

马家河街道
冬季消防安全云课堂开课

石峰区：
片区教育配套加速完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周蒿 通讯员/谭洪
汀） 2021年，石峰区在片区教育配套建设方面有哪些
新亮点？记者获悉，以精准统筹保障项目施工，去年，该
区雪峰岭学校新建工程、枫叶中学、曙光学校提质改造
工程均实现基本完工。

石峰区雪峰学校新建工程项目位于田心立交附近的
藏龙路，目前已进入最终扫尾阶段，今年可实现开学投
用，可提供 24个班，1080个学位。作为硬件功能完善、设
施齐全，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办学条件和水平全市一
流的义务教育学校，将有效地缓解石峰区基础教育资源
紧缺问题，满足辖区范围内适龄学童就近入学的需求。

枫叶中学、曙光学校提质改造工程包括对学校内足
球场、操场、配套设施及周边道路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
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1 月 16 日，株洲经开区云田镇菖
塘社区居民唐群辉提着一扎废纸盒，
来到社区垃圾分拣回收中心，分拣回
收员按社区相关积分计奖规定，奖给
唐群辉 10个衣架。

去年起，菖塘社区全面推行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生活
垃圾“四员”治理机制，即垃圾收集员、
分拣员、宣传员、督导员齐抓共管。同
时，社区新建 1个可回收垃圾分拣中心
和 4个垃圾投放亭，为每户居民家配备
两个垃圾桶，动员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实
行分类投放，并实施积分计奖。去年，菖
塘社区分拣可回收垃圾 2800 余公斤，
有 50余户居民得到积分物资奖励。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谭晓宁 摄

株洲经开区：
血吸虫病防治获“全省优秀”

垃圾分一分，积分可兑奖

图为居民在社区垃圾分拣回收中
心称重兑奖。

汇聚志愿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群丰镇16支志愿服务队
奔走在田间地头

群丰镇 16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温情救助。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如
通讯员/钟永超 彭露

“我们心里的甜，和水果的甜
度是一样的！“日前，在天元区群
丰镇新塘社区广袤的种植园里，
10 余名身穿蓝色志愿服的志愿
者，正埋头采摘砂糖桔和沃柑。

汇聚志愿力量，助力乡村振
兴。群丰镇有 16支志愿服务队，
在开展弱有众扶、温情救助志愿
活动的同时，还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力。

“我们这10余人，一天下来预计采摘一两千斤！”
新塘社区新善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李咏梅，擦了擦额
头上的汗，兴奋地说：“采摘砂糖桔和沃柑一点也不觉
得累，这是我们社区和这家合作社成立以来丰收的第
一年，相信后面会越来越好，日子会越来越甜。”

群丰镇党委书记易作为介绍，新塘社区为发展
特色农业，繁荣乡村旅游，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成立了天元区鑫塘土地专业合作社，种植了 260多
亩砂糖桔和沃柑，目前已产生经济效益。

据了解，新塘社区于2015年启动土地流转，大力
发展高效休闲观光农业，辖区内有株洲鑫塘土地专
业合作社等企业 5家。2017年开始，新塘社区开展美
丽乡村创建，因地制宜，以发展高效、绿色、休闲、观

光农业为主导，完善和升级社区生产生活配套基础
设施，打造一流的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格局。

“第一年的产量大约 1500公斤，2022年产量预
计 5万公斤，再过几年将达到高峰，产量还会增加。”
新塘社区副书记刘强介绍，这里的志愿者们，不仅
定期来种植园剪枝、采摘，还经常聚在一起，为产业
发展、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新善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不仅有电工、木
工、文艺爱好者，还有离退休村干部、企业爱心人士
等。“我们这支队伍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愿意为打
造‘人文善美、环境洁美、生活甜美、产业富美、服务
优美’的‘五美’新塘社区贡献一份力量。”新善志愿
服务队队长王宗平表示。

服务聚群力，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弱有众扶，常态化开展温情救助

群 丰 镇 的 志 愿
者们，在合作社帮忙
采摘水果。

记者/杨如 摄

28829237 责任编辑：王建设 美术编辑：赵 强 校对：谭智方生命周刊

女子血压飙升
原是肾上腺出了问题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刘琼 通讯员/黎婕妤） “多亏了这
些医生，帮我找到病因，解决了我
的烦恼。”1 月 14 日，在株洲恺德心
血管病医院，正在办理出院手续的
李阿姨兴奋不已。

李阿姨今年 50岁，患有高血压
10多年。这些年，她一直按时服用降
压药，可血压一直控制得不好。这两
个月，她经常出现头痛头晕、心慌等
症状，血压还莫名其妙地往上蹿，最
高时竟达到 200/110mmhg。即使她
同时吃了几种降压药，可依然收效
甚微。

近日，她来到株洲恺德心血管
病医院就诊。

“患者有严重的高血压和低血
钾症状，经过详细检查，她被诊断为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究其缘由是
肾上腺皮质球状带肿瘤或增生而造
成醛固酮分泌增多所致。”株洲恺德
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达标中心负责
人刘平平介绍，高血压病一般分为
原发性及继发性两大类。继发性高

血压是指因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嗜铬细胞瘤、甲亢等疾病引起的高
血压。

据悉，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
人数约有 2 亿人，其中约有 10%的
患者属于继发性高血压。越是年轻
的高血压患者，越要先考虑继发性
高血压的可能。

查明病因后，李阿姨转入该院
泌尿二科。该院医务部也组织高血
压达标中心、泌尿二科、手术麻醉科
等进行了多学科会诊，并制订了详
细的手术方案。

随后，泌尿二科主任张伟带领
团队为李阿姨进行了腹腔镜下右肾
上腺切除术手术，用时约半小时，手
术顺利完成。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提醒，
当市民发现自己的高血压难以控制
时，应及时到医院进行全面的专科
检查，看是否是继发因素导致的高
血压。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市民除
了定时监控血压，建议一年进行一
次体检，及时掌握自身健康状况。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刘琼 通讯员/张曦予） 由于长期
卧床，小罗的骶尾部反复溃烂。他曾
四处求医，病情一直未能痊愈。这
次，在株洲市中心医院，经过 40 多
天的精心治疗，他康复出院了。

29 岁的小罗家住贵州省仁怀
市，2019 年 9 月，他遭遇了一场车
祸，导致高位截瘫。由于长期卧床，
他的骶尾部出现了严重的压疮。

为了治好压疮，家人带着他四
处求医，可治疗效果不理想。去年 11

月 29 日，他在网友的推荐下，不远
千里从老家来到市中心医院烧伤整
形科就诊。

经仔细评估，烧伤整形科主任
刘哲伟认为小罗可以接受手术治
疗。事实上，小罗患上的是骶尾部四
期压疮，属于压疮中最严重的一种，
这意味着，手术难度极大。

为此，刘哲伟亲自主刀，为小罗
实施了骶尾部压疮清创及游离皮片
移植手术。令人欣慰的是，经过 40
天的术后护理，小罗终于康复出院。

贵州男子为何来株治压疮？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

（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宁）
1月 11日，市人大常委会和市
城管局同时举行了无偿献血
活动，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了
几分暖意。

“这是我第 8 次献血了，
去年因工作原因没有参加，
今年可不能再错过。”当天一
大早，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工 作 人 员 曾 建 佳 便 赶 来 献
血。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献
血“老将”，他熟练地完成了
表格填写、体检等一套流程。

得知单位组织献血，来
自市城管监督指挥中心信息
采集大队的冯蓉赶紧和其他

3位女同事赶来“打卡”。
“献出可以再生的血液，

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这件
事很有意义。”献完血后，袁
爱莲和同事又匆忙奔赴工作
岗位。

当天上午，市城管局有
42 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献
血总量达到 13780毫升。

“随着寒冬来临，街头献
血的市民相对减少，然而临
床用血需求并不因气温的下
降而停止。”市中心血站站长
刘昕晨呼吁，为保障临床用
血，希望我市各大单位能更
多地组织无偿献血活动，用
热血温暖寒冬。

一腔热血暖寒冬

献完血后，市城管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琼 通讯员/陈恺祺

提到感染科，不少人谈虎色变，认为是传染病患
者汇聚点。即便是去医院就诊，也会尽量避开。

王美英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请缨调入感染科工
作。她用自己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暖人心扉的话语，为
无数患者送去一束光。

主动请缨调入新科室
初见王美英，她笑脸盈盈，看似温柔如水的她其

实是一名“工作狂”。
1990年，王美英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

进入市二医院工作。一开始，她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的专科医生。2011年，市二医院成立感染科。

由于接触的都是传染性疾病患者，一开始，并没
多少人愿意进入这个新科室。

“我是党员，这个时候总不能挑肥拣瘦吧。”没有
犹豫，王美英第一个主动报名。

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转到感染科，专业上的不
同让王美英有点焦虑。

“不懂就从头学。”王美英说，那时，已从医 20 年
的她就像个新生，利用各种渠道学习感染性疾病诊疗
书籍，补齐自己的短板。

慢慢地，她成了行家里手。2017年，她顺利通过考
试，成为主任医师。

为患者送上一束光
肺结核、艾滋病……光看到这些字眼，不少人都得

倒吸一口凉气，王美英却得常年和这些疾病打交道。
面对那些被恐惧、自卑裹挟的患者，她总能想方

设法为对方送上一束光。
“因为有你们，我看到了希望！”两个月前，王美英

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来信者姓齐，是一名艾滋
病患者。

去年 9月，30岁的齐先生因为头痛到医院进行检
查，当时被诊断为隐球菌性脑膜炎。祸不单行，随后的
一份 HIV阳性检测单更是给了他致命一击。

确诊后，齐先生变得自暴自弃，担心被他人排斥，
他开始封闭自我。

去年 11月初，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引起全身免疫
功能低下，齐先生患上了马尔尼菲青霉病，被家人送
往市二医院感染科治疗。然而，情绪低落的他并不配
合治疗。

“艾滋病并不等于绝症，只要规律服药，还是能正
常生活。人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好。”王美英和科室成
员不厌其烦开导齐先生，对他进行艾滋病知识科普。

渐渐地，齐先生有了改变。他开始敞开心扉，也能
积极配合治疗。目前，他的马尔尼菲青霉病已被治愈。

“对于那些患者而言，理解与包容或许是另一种
‘救命药’。”王美英感慨道。

这些年，只要逢年过节，王美英的手机总会收到
各种来自患者的祝福短信。寥寥数语，让她感到无限
慰藉。

“要对得起一袭白衣”
这两年，反复来袭的疫情让不少人感到焦虑。事

实上，王美英也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来袭后，感染科被划为“隔离病房”。这意味

着，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从准备防护设施、制定防控流程到制订治疗方

案，她都亲力亲为。
有一次，隔离病房来了个 8 岁小男孩宁宁（化

名）。由于独自被隔离，刚到病房时，他总是哭闹着要
回家。

“你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什么”“你是小男子汉，要
坚强，下次王妈妈给你带好吃的。”……为了安抚宁宁，
王美英化身临时“妈妈”，她总是利用休息时间陪他聊
天、玩游戏，还用自己的手机让宁宁与父母通电话。

在“王妈妈”陪伴下，宁宁平日里笑声多了，哭脸
少了。出院时，他更是紧紧抱住王美英说：“谢谢你，王
妈妈！”

外人不知道的是，疫情来袭后，她却很少有时间
陪伴自己的孩子。

“谁要我是一名医生，孩子会理解我的。”王美英
说，只要她还是医生，就要对得起身上的一袭白衣。

王美英：为无数患者送去一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