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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难眠，心烦意乱，陈年往事，千头万绪，

涌上心头，整天头昏脑胀精神差，长期失眠给本

人和家庭造成极大痛苦。

想睡个好觉试试【南京同仁堂褪黑素维生素

B6胶囊】

南京同仁堂维生素B6特有的功效成分，通过营养脑神经，调

整生物钟，不仅让您入睡快，更能让您享受深度好睡眠，香甜一

觉到天亮。用过的人纷纷说：几十年没有睡得这么安稳过！一觉

睡醒，精神矍铄，浑身轻松，很多身体上的老毛病也消失得无影无

踪。

即日起，凡是打进电话前100名的顾客，参加购买活动就能
免费领取5大盒5个月的用量，可以改善睡眠，每人限领一份，先
到先得，数量有限，抓紧打电话吧。

南京同仁堂（麦金利）褪黑素维生素B6胶囊
老人睡不着，来电就领，每天睡个囫囵觉

申领热线：400-780-1366

如果说春天有鲜味，那一定是香
椿的味道。3月28日，记者来到天元区
三门镇黄田村100亩香椿基地，10万株
红油香椿树梢上，冒出尖尖的，红中带
绿的嫩叶，这些于2019年种下的香椿，
迎来首个丰收季。一批又一批赶来的
市民朋友正在采摘这嫩如丝的香椿。

今年，100亩香椿基地产
值预计达到300万元

“我们种植的是红油香椿，过年
时，一斤香椿可以卖到100 多元，现在
只卖40元了。”黄田村党总支书记何任
奇，指着鲜嫩的香椿介绍道，你看，叶
子这么嫩，是因为生长周期短，犹如蔬
菜中的“昙花”，这也成就了香椿的金
贵。现在到4月底，平均每亩还能采摘
三四百公斤，后面的香椿就会留着长
成树干。

黄 田 村 与 香 椿 的 结 缘 ，还 要 从
2019 年说起。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
何任奇和村两委班子到处寻找项目，
经过几番考察，选择了香椿。当年 8
月，黄田村从外地引进 10 万株红油香
椿树苗，开垦出100 亩土地，依托村里
原生态优势，发动村民种植。

今年，100 亩香椿基地里，香椿树
苗迎来盛产期，嫩嫩红红的红油香椿
伫立枝头，微风拂过，香味馋得人流口
水。“最先种下的那些香椿苗，亩产值
能达到4万元左右，后来补上的这一部
分，树苗还比较小，亩产值近 1 万元。
今年香椿基地产值预计能达到 300 万
元。”何任奇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刘芳）春天的第一个青团，
在很多市民心目中的地位，丝毫
不逊色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清
明节临近，作为时令性美食，绿油
油、软糯糯的青团应节气上市。

3 月 29 日，记者走访市区
一些蛋糕店以及超市发现，各
种口味的青团被摆在显眼位置
销售，青翠诱人，软糯甘甜，这
一口“春天的味道”吸引不少市
民前来购买。

“我们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青团，一盒 4 个 36 元。”在一刻
钟手工甜品店内，工作人员正
热情地推销着控温香里的青
团。这家主营甜品、面包的手

工小店，今年是头一次销售青
团，只做了芋泥紫薯、蛋黄肉松
两种口味的青团，“现做现卖，
一天卖一百多个。”

奶茶也对青团“下手”了。
在CoCo奶茶天虹店，市民唐女
士点了一款茉绿青团红豆奶
茶，她说，“躲过了奶茶，却扛不
住奶茶青团的诱惑。”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消
费习惯的改变，往年靠着芝士
豆乳、阿华田波波“奇葩”口味
出圈的青团，今年竟然打起了
怀旧牌，传统豆沙、笋干菜、咸
蛋黄等口味青团依旧是各大连
锁蛋糕店、生鲜超市内的主打
商品。

三门镇株木村
200多亩桃花正盛开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 通讯员/徐桔）近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演讲总决赛在市二中附小举行。
6个年级的18位选手在学校报告厅讲
述动人的冬奥故事。

本次比赛分低年级组和中高年级
组两组进行。选手们汇聚报告厅，讲
述动人的冬奥故事，赞颂心中的冬奥
英雄：勇夺金牌、为国争光的冬奥冠军
谷爱凌、苏翊鸣、徐梦婷、武大靖；身残
志坚的冬残奥会火炬手李端；历时五
年、破解人工造雪难题的制冰师秦大
河；向世界奉献科技、浪漫、梦幻、唯美
盛会的世界首位双奥总导演张艺谋；
不畏艰难、全力保障运动员安全的冬
奥滑雪医生；全力以赴、为冬奥会提供
各项服务的冬奥会志愿者……感人的
故事令同学们热血沸腾，眼眶湿了一
次又一次。

作为全国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冬
奥会示范学校，市二中附小师生们对
于北京冬奥有着特别的感情。冬奥虽
然结束了，学习冬奥健儿的气氛依然
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共评
出一等奖7名，二等奖11名。孩子们
通过讲述冬奥英雄故事，学冬奥英雄
精神，为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奋力前行。

三门镇黄田村百亩香椿喜迎首个丰收季

嫩红的香椿馋得人流口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王思琦

青团陆续上市

尝一口“春天的味道”

为了提高香椿的质量、产
量，黄田村把“万千宠爱”都给了
香椿。香椿基地里，每个季节都
有村民来除草、修剪、施肥……
如今，黄田村的 100 亩香椿基
地，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还
为村里 100 多名劳动力解决了
就业。

“每个月我在香椿基地干
活，能挣3000元左右。过去，我
一年的收入顶多 1 万元，现在在
家门口做事，加上土地流转的租
金，两份收入加起来，年收入有4
万元左右。”村民代汉钦，今年65

岁，在香椿基地里干了 2 年活。
代汉钦说，这些香椿是我们村的
致富椿。

眼下，何任奇并不满足于仅
仅种植、销售香椿，他又打起了
深加工的“主意”。“目前，我们正
在和当地的株洲恒盛田园农副
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香
椿酱，产品已进入研发阶段。”

同时，黄田村还计划新建几
个大棚，让 10 亩大棚里的香椿
早上市，争取在过年前一个月，
就让市民吃上新鲜的香椿。

建大棚，做深加工，带动100多名村民就业

▲近日，黄田村百亩香椿基地，每天都有人来采摘。记者/杨如 摄

▲市民在超市选购青团。记者/刘芳 摄

市二中附小开展
冬奥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如 通讯员/王思琦）当前，天元区三
门镇株木村锦绣黄桃基地，200 多亩
桃花盛开，一束束粉嫩明媚的桃花点
亮了满园春色。

“今年的桃花集中开放，颜色鲜
艳，开得又整齐，不是零散的开，可以
判断今年产量不错，预计达到10万公
斤左右。”该基地技术总监朱世华，是
炎陵人，有着 20 年的黄桃种植经验，
他根据今年桃林开花情况，对产量有
一个预判。

3月开花，5月套袋，7月成熟。这
些黄桃树，大部分是 2018 年种植的。
有不少今年将初次挂果，挂果后，村民
还会将一些形状不好看的果实摘掉，
然后将剩下的优质果实，用专门的袋
子套起来，直至成熟。为了保证品质，
一棵树只会留80个黄桃。

▲在三门镇株木村锦绣黄桃基
地，桃花正盛开。记者/杨如 摄

“市场尚未起来，我们也未做相
关统计。”被问到株洲宠物保险情
况，株洲市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回答道。

记者调查十余位养宠人士发
现，多数人表示不会给宠物买保
险。“平时喂养注意一点，一般也就
一些小毛病，感觉用不上保险。”王
女士表示。

为打开宠物保险市场，保险公
司纷纷试图与宠物医院联手。“很多
保险公司来找过，但我们不太想
做。”河西一宠物医院负责人表示，
虽然其医院未做宠物保险业务，却
见证了不少客户在网上购买宠物保
险引起的麻纱。

他向记者介绍了这样一个案
例：有一只宠物肛门溃疡后做了手
术，主人在网络上购买了保险，最后
保险公司要求其出具造成溃疡的原
因，但动物不像人能说话，很多生病
原因难以查明，双方僵持到现在都
没报销。

他表示，宠物保险目前还存在
覆盖不全、报销手续繁杂等多种缺
陷，很容易因保险纠纷而损伤医院
信誉甚至丧失客户，作为单体宠物
医院，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株洲市小动物诊疗协会会长代
记周介绍，宠物保险报销要求上传
诊疗医院的医疗机构许可证、医生
执业许可证、诊疗记录、诊断记录、

化验结果、发票等系列材料，因经验
不足和网购保险研究不透等因素，
不少消费者往往到报销时才发现诊
疗机构无资质或不在合作范围、疾
病不在保单规定范围、资料上传屡
次不通过等多种麻烦，不少低金额
保险因此放弃，造成不佳体验而弃
保人士大有人在。

不过他表示，随着消费者意识提
高，宠物保险是个不断上涨的市场，
对保险公司、宠物医院和消费者来
说，都是一件好事。从他处理的多起
保险理赔来看，只要购买前看清理赔
条款，事后多沟通，宠物保险理赔并
非难事。相较网络平台，他更推荐有
良好售后的线下保险公司。

柳先生（化名）是宠物保险的受
益者。

前不久，他养的两只狗狗一只
患了膀胱炎出现血尿，吊水5天加吃
药调理，前两天才出院回家，花费
2600 余元。同时间，另一只狗狗出
现皮肤病，经过8天治疗才治好，花
费1600余元。好在，两只狗狗他都
买了保险。

前日，在天缘宠物医院的帮助
下，柳先生完成了两只狗狗的保险报
销流程，预计可报销2900元左右。

天缘宠物医院负责人介绍，去
年来，越来越多的养宠一族，开始在
支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购买宠物
保险。保费一般为一两百元一年，
报销金额在 1000 到 2000 元之间。

“大伙还处于尝试阶段。”他说。
实际上，10多年前，中国的保险

市场已经出现了宠物保险。但由于
宠物身份识别难、理赔繁琐，这一险

种一直没有普及。近年来，随着宠
物市场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内保险
公司纷纷试水宠物保险。

2020 年 7 月，有互联网平台联
合大地保险、众安保险将宠物鼻纹
识别技术应用于宠物保险。以年缴
保费 399 元的“宠物险”为例，一年
累计最高可报销1万元医疗费，宠物
门诊看病均可报销，不限病种且可
以多次赔付，相当于“宠物医保”。

天猫则在2021年9月推出宠物
医疗聚合平台“云宠宝”。据天猫宠
物数据，2021 年 11 月 1 日前 56 分
钟，“云宠宝”健康储蓄卡销售额便
超百万元，开门红全阶段销售额位
列宠物医疗类第一。

随着宠物保险在网络平台的走
红，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保、
阳光保险等多家传统保险公司纷纷
进入这一细分领域。

记者了解到，去年起，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洲中心支
公司就开始正式推广宠物保险，目
前主推爱宠责任险、平安爱宠医保、
平安萌宠保三类险种。在各大网络
平台上，其公司出品的更多医疗需求
款、老年款宠物险种也在火热推出。

其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市场
还处于培育期，公司主要以 199 元
一年的平安萌宠保打开市场，最高
赔付总额 5000 元，报销比例高达
60%，基本能覆盖常见宠物疾病和
意外，受到市场欢迎。

根据瑞士再保险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宠物保险保费规模有望达
到14 亿元左右。不过，与宠物保险
最发达国家瑞典40%以上的投保率
相比，我国目前宠物保险渗透率不
足1%，且保险种类并不丰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旷昆红

趁着天气晴好，3月28日，唐俊杰牵着5岁多的深色金
毛爱犬前往宠物医院购买狗粮，咨询宠物保险事宜。

“因网购狗粮脂肪含量超标，上周狗狗胰腺炎，住院一
周花销5000元，伤不起。”唐俊杰说。

随着养宠人群不断增多，宠物医疗这把火越烧越旺，直
接引燃了下游产业宠物保险。经过去年的大胆尝试，有机
构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宠物保险保费规模有望达到 14 亿
元左右。株洲宠物保险市场具体如何，“铲屎官”们又是什
么态度，记者进行了调查。

化解宠物医疗压力
宠物保险应运而生

“仿佛一夜之间，身边的朋友都
开始有狗有猫了。”1996 年出生的
陈园，在 2020 年新入单位时，采购
了一只英短。凭借宠物话题，迅速
与新同事们打成了一片。

随着城市化进程地加快，大量
单身人群出现、老龄化加剧，人们对
情感陪伴的需求日益提升。城市里
的宠物数量，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增长。

据智研咨询数据，2020年我国
犬猫的数量突破了 1 亿只，株洲目
前犬只登记办证数量达1万余只。

养条宠物，既是陪伴的需要，也
是社交的敲门砖。伴随而来的，是
高额的喂养和医疗成本。

“光绝育就 1000 多元，3 月龄
后连续三个月每月打一针疫苗，往
后每年一针，还要定期除虫，光这
些，一年也要一两千元。”陈园说，好
在她的猫咪还年轻。

记者采访“铲屎官”们发现，越
往后，各种老年病考验的不仅是主
人的经济实力，更考验宠物在主人
心中的分量。

刚刚送走狗狗薇薇，霍柳春松
了一口气。从两个月前开始，陪伴
了她 9 年的薇薇患了糖尿病，每天
送宠物医院透析，日托照料，两个月
下来开销超两万元。

“疫情之下，这两年收入仅够维
持开支，一只狗狗每天 400 多元的
医疗支出确实太高了。”霍柳春说，
好在薇薇走得算快，不然她也撑不
住了。新养了狗狗后，没有给自己
购买商业保险的她，先给爱宠买了
一年期的爱宠险。

《中国宠物保险发展报告》数据
显示，2020 年，我国宠物诊疗机构
数量超过 16000 家，宠物医疗市场
规模约为 400 亿元，近 3 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 20%。在我市，宠物服务
和医疗机构总数 110 家，其中一半
以上在年轻人聚居的河西。

“人的医疗从设备到药品到医
生，政府有一系列财政支持，宠物医
疗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医疗成本自
然高涨。”株洲市小动物诊疗协会会
长代记周说，宠物医疗的发展，也与
宠物地位上升密不可分。现在的

“铲屎官”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在宠
物生病后就弃养，而是想方设法进
行救治，从而为宠物保险打下坚实
基础。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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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销售火热，线下市场快速跟进

宠物保险值不值得买？

▲一只因同伴咬伤的狗狗正在接受外科手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摄

▲▲因狗狗胰因狗狗胰
腺炎花费腺炎花费 50005000
元后元后，，唐俊杰考唐俊杰考
虑着是否需要买虑着是否需要买
一份宠物险一份宠物险。。
株洲晚报融媒体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记者//成姣兰成姣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