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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伤科医院院长吴慧敏还是湘雅医学院的一名研究
生，他观摩了湖南省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从此他开始关注膝关
节相关疾病，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膝关节病在临床上很常见，
但是针对该病本身的专科却极其缺少。

2010年，吴慧敏带着4名医生2名护士，“从零开始”在伤科医
院创建了膝关节科，在创建之初就对膝关节科设置了创伤、骨病、
运动损伤三个亚专业小组。历经10余年的发展，运动医学小组从
膝关节科单独划出独立成为运动医学科，并设置膝、肩运动损伤
两个亚专业小组，正尝试开设髋关节运动损伤小组。膝关节科重
新调整并设置了创伤、关节置换、保膝等专病小组。

目前，伤科医院膝关节科是我市唯一以膝关节以及邻近骨骼，
软组织疾病与损伤治疗为专业的科室，运动医学科也是株洲市唯
一单独成科的专门防治运动损伤与疾病的科室。

“我们在膝关节与运动损伤等精细化治疗的道路上不断细化
发展，同样也逐步在医院其他亚专科推行专病小组方案，要把每
个骨伤亚专科做精做细，精细到每一类疾病都有专病小组去研究
去治疗。”吴慧敏言语真诚。他表示，作为一家三甲专科医院，伤
科医院充分发挥专科优势，不仅关注于骨伤科大骨科本身，也大
力发展每一个亚专科，更将专注于亚专科中的每一个专业病种，
为每一位骨伤科病患提供更专业、更细致的治疗。

“珍膝爱膝”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全国爱膝”日活动侧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芳 通讯员/毕亚炜 徐晶

5月27日，谐音是“我爱膝”，是“全国爱膝日”。当天，株洲市中医
伤科医院膝关节科联袂运动医学科开展门诊免诊查费惠民活动。一
直以来，伤科医院深耕细作致力于膝关节疾病的研究与治疗，能够为
患者提供精准、精细的专业治疗，此次活动的开展亦是鼓励全民更加
关注膝关节健康。

上午10点，家住荷塘区的杨阿
姨就赶到了伤科医院，免费挂上了
膝关节科主任文勇的专家号，“今天
赶上了‘爱膝日’医院搞活动，专家
号免费，真是个利民的好活动。”

“今天带我妈一起来的，看专家

免挂号费，一下就省了48元。”家住
天元区的罗女士竖起大拇指，为伤
科医院的惠民活动点赞。

整个上午，伤科医院膝关节专
家门诊室，病人络绎不绝。

现场直击

专家科普 膝关节科门诊关节炎病人越来越多

“近年来，来膝关节科门诊就诊
的病人 90%都有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膝关节科住院患者中关节炎患
者也占了 50%以上，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是膝关节疾病中最为常见的疾
病。”在各类膝部疾病治疗上经验丰
富的膝关节科主任文勇如是介绍。

目前，过度使用（包括久站、久
蹲、毅行、常爬山爬楼、太胖等）、老
化、长期受风寒湿的影响是导致膝
关节炎的三个常见原因，也是中老
年人的一大困扰。而中年人以 50
岁左右的绝经期女子居多，该年龄
段女子因绝经后代谢内分泌失调，
体重增加，过度使用关节，再加上睡
眠不好或熬夜等影响，免疫力下降，
易受风寒湿侵袭，关节退变加快，容

易引发膝关节炎。
“看似一些不太相关的事情，长

期对身体的不良影响，造成了必然
的不良后果。”文勇解释，不仅是女
性，大部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
软骨会变薄变脆，最终引发膝关节
病变，导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我们经常和患者说膝关节‘重
在保养’，生活应规律、运动应适中、
饮食宜清淡。中老年人平常以快
走、慢跑、温水中游泳等运动为宜，
每天 6000 步左右为宜。对于有关
节炎的中老年来说，在小区的固定
踩踏器械上做不费力的膝关节屈伸
运动，利于改善膝关节的活动度和
缓解一定的疼痛。”文勇建议道。

院长访谈 给每一位患者更专业、更细致的治疗

▲院长吴慧敏与病人交谈中。记者/王芳 摄

“人民”二字不可滥用

2015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就指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置
的医疗机构的识别名称中应当含有省、市、县、区、街道、乡、镇、村
等行政区划名称，其他医疗机构的识别名称中不得含有行政区划
名称。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
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卫医发〔2008〕35 号）有关规定，“人民医
院”“中心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等名称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卫生行
政部门设置的医疗机构使用。因此，政府办公立医疗机构改制为
股份制医疗机构的，不应继续使用“人民医院”“中心医院”及“XX
市”等含有行政区划名称的机构名称。

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国强认为，“人民”二字在我国多
用于机关单位，民营医院使用该名称，容易对患者产生误导，认为
自己就诊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这样不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的“名符其
实”命名原则。

天元区人民医院已改制为民营医院
继续打着“人民”招牌合适吗？

市卫健委：已要求医院整改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近 日 ，有 市民向本报热线
28829110反映，天元区人民医院已经改制为民营医院，但是仍使用“人民医院”
招牌，让患者认为是公立医院，存在误导患者的嫌疑。近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多处标识均为“人民医院”，医院称经过批准

5月17日上午，记者在原天元区
人民医院看到，医院门诊、挂号结算
处等最显眼的位置上依然挂着“株洲
天元区人民医院”和“株洲天元人民
医院”两块牌子。医院张贴的宣传语
落款，均是“株洲市天元区人民医
院”；收费凭证上写的是“株洲天元人
民医院”。

对于医院名称，医护人员也说法
不一，负责挂号的人员称为“天元区
人民医院”，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则称
为“天元人民医院”。

“我一直以为是公立医院。”市民
程先生说。

据了解，此前的天元区人民医院
是一家由天元区政府设立的非营利

性二级综合医疗机构，医院改制后，
变为一家私立医疗机构。

2021 年 12 月，医院取得由市卫
健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机构名称去掉了原
有名称中的行政区划“市”“区”，改为

“株洲天元人民医院”。
“现在这个名字，是卫健委批

的。”对于医院名称仍然使用“人民”
二字，医院一名刘姓工作人员说，后
来市卫健委认为不符合相关规定，又
要求医院更名。

刘姓工作人员称，医院工作量太
大，暂时还没来得及更换，“我们所有
的都没变，只是经营性质变了，不存
在忽悠患者。”

记者采访后医院更名，不再有“人民”字眼

株洲市卫健委工作人员接到记
者反映后答复，按照相关规定，民营
医院不得使用“省、自治区、市、县”等
带有地域性的名称，也不能使用“人
民”“中心”字样的名称。原株洲市天
元区人民医院改制后，更名为“株洲
天元人民医院”，株洲市卫健委发现

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机
构名称仍含有“人民”二字，违背了上
述命名原则，于是立即要求医院整
改，更名为“株洲天元医院”。

昨日记者回访，发现医院醒目位
置的招牌，均已更换为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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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带来的温暖牵绊

作为迎来送往的门户，火
车站常常是一座城市变迁的
记录者。

株洲曾有四座火车站，它
们承担着历史赋予的不同使
命，又并肩奔向同一个目的
地，于1949年合并。

延续百年风华，再担历史
使命，全新的株洲火车站将于年
底归来。这一次，我们一起走近
株洲火车站的“前世今生”，聆听
一群人与火车站之间的故事。

解放前
株洲就有四座火车站

火车站，是铁路运输必
不可少的配套设施。从株洲
在解放前相对高密度的火车
站建设中，也能管窥这座城
市从中部小镇发展成当下偌
大都市的必然。

1903 年，为了将萍乡的
焦煤运到汉口，醴萍铁路开
工兴建；1905 年，铁路竣工，
改名株萍铁路。

株洲最早的火车站，位
于现在的九天国际广场附
近，因位于汉冶萍公司株洲
转运局南边，被称为株萍铁
路株洲南站，也是我国南方
最早的火车站之一。

相关资料记载，1911 年
1 月，粤汉铁路长株段通车
时，株洲建成第二座火车站，
被称为粤汉铁路株洲北站，
站址位于现在的株洲火车站
南边，并于 1928 年成为粤汉
铁路联运枢纽。

1936 年，株洲北站改称
株洲车站，原株萍铁路株洲
南站改为岔道站，湘鄂、株萍
两段列车经岔道站直通。

再往后的 1937 年，株萍
铁路并入浙赣铁路，新建株
洲火车总站（另称浙赣铁路
站），

站址就在现株洲火车站
背面处的南岳岭下，与粤汉
铁路株洲北站平面相对，站
房不过 100 平方米，用现代
的 眼 光 看 只 能 说 是“ 老 破
小”，但在当时已算高大。这
个站址也是今天的火车站所
在位置。

此后，浙赣铁路还在株
洲火车总站以东约 2 公里处
建朱田铺车站，又叫火车东
站。

至此，株洲这个当时隶
属湘潭县的城镇已先后设有
四座火车站，这在铁路系统
尚不发达的当时是十分罕见
的。

▲正在改扩建施工的株洲火车站。 伍靖雯/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株
洲火车站 。 资料图

▲曾经的株洲火车南站附近。
陈瑛/摄（资料图）

▲上世纪80年代，株洲火车南
站预备拆除的货房。陈瑛/摄（资料图

1949 年 9 月，铁路被人民政府接管，四座火车
站合并统称为株洲车站。

长期关注株洲历史的朱力老师此前介绍，现在
的株洲火车站也经历了小平房到大楼的转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株洲火车站（现火车站前
身）相当简陋，竹篾加泥巴塑墙建造的小平房内，只
有 2 个售票小窗口，候车区也只放了几排长木椅。
逢年过节搭乘火车的旅客多，工作人员便在车站前
坪搭建一个简易候车棚。

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还记得，当时由于株洲
交通方便，很多工厂迁到株洲，火车经常运来大型的
机器零件，小小的他就帮着父母拉板车运这些货。

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天南海北的有志之士乘
坐火车抵达株洲，老火车站的升级扩建势在必行。

1955年，株洲火车站进行了第一次扩建，新建
站房有800多平方米。1957年，车站由9股道发展
到14股道，建成了2个旅客站台。

最重要的还是1975年，经过反复论证，株洲火
车站在原址上兴建了占地1.2万平方米的株洲新客
站，主楼等一期工程于1981年竣工投用，这是当时
我国南方仅次于广州、长沙的第三大客站，一直伴
随市民朋友们到这次改扩建。

旧时有“劳劳送客亭”，对于很多人来说，株洲
火车站便是一代人的劳劳亭，最让人触动的，也是
与这里有关的情感牵绊。

老读者张盘龙至今还记得，1989年，他于师范
学校毕业后第一次搭乘绿皮火车来到株洲，在这里
获得了好心的车站大姐的帮助，又在买返程票途
中，在火车站邂逅了自己的妻子。正是这些因缘际
会，让他从北方调到株洲，并在这里成家立业。

广西来湖南工作的小伙赵露念念不忘的，则是
自己在株洲火车站喝过“姜汤大姐”韩无盐的“韩式
姜汤”，得到了火车站彩虹服务站的热心帮助，这也
促成了他在株洲定居。

众望所归，百年车站即将归来

5 月 27 日，株洲火车站改扩建项目现场，施工
人员与机械设备各司其职，颇具现代感的全新站场
雏形已现。

根据改扩建方案，新的株洲火车站将由东站
房、西站房、高架候车室组成，设普速和城际两个站
场，提升旅客出行环境，满足人们对更为便捷的城
铁搭乘体验的期待。

曾经的火车站站前广场将成为西广场，东广场

则毗邻铁东路，两边皆可进站，整个改扩建工程将
于年底竣工，株洲火车站迈入新的时代。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株洲火车站如何变迁，
最留恋的依旧是这里给予旅客的人文关怀与温暖，
成为大家对车站以及株洲这座城市的情感寄托。

“期待归来的株洲火车站，更具人文与时代精神，
更加彰显制造名城、幸福株洲的魅力。”赵露说，他期待
着这一天，相信这也是四百万株洲人民共同的期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株洲火车站的株洲火车站的

制图/胡兴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