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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康敏

5月17日，国家第九个全民补硒日。

全民补硒，是国家火炬计划支持

工程。硒主要来源于食物——富硒农

产品。

在株洲，富硒农产品走出实验

室，走到了田间。此前，“一种富硒富

锌降镉增产的优质稻生产方法及富

硒富锌优质营养稻米”，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成为

株洲农业应用技术领域获得的首个

国家专利。

然而，技术成果转化和市场占有

率并非一码事。一个尴尬的现状是：

株洲富硒米并未飞入寻常百姓家，市

场认可度无法与其产品品质匹配，在

田间推广过程中也面临考验。

“货压了一大半，灰尘能擦出一

指。”望着堆积如山的成品米，株洲香之

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香

之优公司）负责人邓建红眉头紧锁。

富硒米前景如何？怎样赢得市

场？近日，记者展开走访调查。

女子被咬后拎蛇就医
上演“教科书式”自救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
张曦予 黄红斌） 气温升高，蛇虫出没频繁。5月

25日上午，家住渌口区的罗女士和家人拎着一条

蛇急匆匆赶到医院。罗女士被毒蛇咬伤后，开启

了“教科书式”般自救。

当天早上，罗女士在菜园子处理蔬菜时，右

手食指被一条毒蛇咬伤。随后，她一锄头将毒蛇

拍死，立即用绳子扎住被咬指头的根部。随后用

袋子将蛇的尸体拎到医院，供医生辨认，好对症

施救。

经检查，咬伤罗女士的是有毒蝮蛇，医生帮她

进行了紧急处理。目前，罗女士的伤势恢复良好。

被蛇咬伤怎么办？

市 中 心 医 院 急 诊 科 蛇 咬 伤 专 家 、主 治 医

师蒋华晓提醒，市民若不慎被蛇咬伤，要尽快

就医治疗，有些毒蛇咬伤人后，还可能危及生

命。如果能将蛇处理后一同带来，可以给医生

提 供 准 确 依 据 ，做 出 伤 情 判 断 。如 果 无 法 带

来 ，也 可 以 用 手 机 拍 照 ，供 医 生 辨 别 ，减 少 不

必要的损伤。

3个肉粽下肚
急性胰腺炎找上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
端午节临近，软糯滑腻的粽子又成为人们饭桌上的

“常客”。需要提醒的是，粽子虽美味，但不宜多食。5月

27日，记者从省直中医院获悉，一名小伙子因为连吃 3

个肉粽就诱发了急性胰腺炎。

今年 32岁的小李平日里爱吃荤菜，前两天，他独

自在家不愿做饭，便打算以粽子充饥。当天，他连吃了

3个肉粽，没过多久就出现肚子胀痛现象，紧接着还出

现了呕吐、上腹部胀痛等症状。实在扛不住后，他才到

医院就诊。

“他这是因为过量食用肉粽导致急性胰腺炎发

作。”省直中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杨毅介绍，粽子的

原料是糯米，油性及黏性较大，过量进食容易引起消

化不良，出现胃酸分泌增多、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

尤其是肉粽为高热量、高油脂食物，易加重胰腺负担，

进而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

哪些人不适合吃粽子？杨毅表示，老人、儿童、糖

尿病患者、胃肠不适者、心血管病患者、痛风病患者等

要慎食粽子。正常人在吃粽子时可搭配蔬菜、水果，从

而帮助肠、胃蠕动，避免消化不良。

腹部为何不断隆起？
子宫内竟长出30多个肌瘤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文玉瑶
周艳姿） 这两年，45岁的李女士有些郁闷，因为自己

的腹部渐渐隆起，且月经量也越来越多。近日，在市妇

幼保健院，她找到缘由。原来，她的子宫内长了 30多个

肌瘤。

李女士说，近两年，她的月经量不断增多，因此还

引发中度贫血。此外，她的小腹也慢慢隆起，像是怀孕

了 5个多月。

一开始，她并未上心，可最近她的贫血症状愈加

严重，她才来医院就诊。经检查，李女士的子宫内长了

30余个肌瘤，导致其子宫体积是常人的 12倍。为此，她

前往多家医院就诊，均被要求切除子宫才能根治，这

让她无法接受。

“通过海扶刀治疗子宫肌瘤，可以实现不开刀、不

流血、不留疤。”得知李女士的担忧后，市妇幼保健院

海扶微无创治疗中心主任何美芳给出了治疗方案。最

终，该院海扶团队为李女士成功实施治疗。

何美芳提醒，如果女性有子宫肌瘤、子宫腺肌

症、子宫瘢痕部位妊娠、胎盘植入或腹壁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困扰，可前往市妇幼保健院海扶微无创治疗

中心就诊。

荷塘区3家基层医院
成高血压达标中心基站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
黎婕妤） 5 月 28 日，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举

办了高血压达标中心卫星医院授牌仪式暨高血

压学科建设论坛，来自我市各基层医疗机构共

50余人参会。

仪式上，荷塘区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茨菇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仙庾镇卫生

院三家卫星医院获颁“高血压达标中心基站”牌

匾。在高血压学科建设论坛上，株洲恺德心血管

病医院高血压相关学科的专家与参会者进行了

专题分享。

据悉，2021年，经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高血

压达标中心总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审核通过，株洲

恺德心血管病医院高血压达标中心携手三家卫

星医院从全国 90多家单位中脱颖而出，成功通过

高血压达标中心总部的认证，是株洲地区专业化

高血压达标中心的先行者，也是荷塘区区域医联

体建设的重要实践与成果。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党委书记陈大来表

示，该院将发挥好引领示范作用，与卫星医院形

成上下联动、双向转诊的良好模式，让高血压规

范化管理真正落地做实。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想减肥可看肥胖门诊，睡不着就去失眠

门诊瞧瞧……你是否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近

年来，我市不少医院开设了专病门诊，患者

可根据疾病、典型症状挂号，实现精准就医。

从“按科看病”到“按病索医”，专病门诊

的增多正悄然重构我市的门诊生态。

悄然增多的专病门诊

5月 18日，省直中医院中医失眠门诊开

诊。坐诊专家通过口服中药，配合刮痧、艾

灸、穴位贴敷等中医非药物疗法，为饱受失

眠之苦的市民进行内外兼治。

“开诊不到半个月，每天有不少人来就

诊。”省直中医院治未病与健康管理中心首

席专家张群介绍，过去，市民遇到失眠问题，

大多选择看临床心理科或神经内科，而不是

“按病索医”，往往是转悠了一圈却无法对症

治疗。该院开设中医失眠门诊就是为了实现

“专病专治”，让百姓不要病急乱投医。

再看这样一组画面。在市三三一医院肺

结节专家门诊，放射科主任田强端坐在办公

桌前，眼神从一张张黑白胶片中扫过。

早在 2019年 3月，田强就牵头成立了湖

南省第二家肺结节专家门诊。截至目前，已

筛查 2万余人次，共发现早期肺癌近 200例，

无一误诊。

“我以前看病都是挂呼吸内科或胸外

科，每次都要和不同的医生重复我的具体病

情，看诊的医生还不一定擅长治疗我的症

状，麻烦得很。”李师傅说，如今，他直接预约

挂号肺结节专家门诊，就能实现精准治疗。

这些场景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年，我

市越来越多的医院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

链条，开始细分专科，将目光瞄向专病门诊

的设置上。

设置依据疾病谱的新变化

何为专病门诊？

顾名思义就是看某个具体疾病，比如疑

难高血压、关节病、哮喘等，患者可直接针对

自己的疾病“对号入座”，就医方向性更强。

株洲有哪些专病门诊，这些门诊又有何

特点？

记者整理发现，专病门诊的设置基本围

绕疾病谱的新变化，与生活品质有关，更加

突出患者的症状，更加符合人们的健康和医

疗需求。

以市中心医院为例，该院开设了肥胖门

诊、高血压门诊、戒烟门诊、瘢痕门诊、呼吸

慢阻肺咳嗽门诊等 32 个专科门诊，涉及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等 22个科室。

“肥胖就是因为营养过剩导致的毛病，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疾病越来越常见。”

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专家彭李妉说，早在 2015

年 10月，该院肝胆胰外科、代谢内分泌科、消

化内科等科室就联合成立了肥胖门诊，旨在

为肥胖患者量身打造科学健康的减肥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性医院与专科医院

的专病门诊类型有较大区别，各家医院会立

足自身学科特色设置，实现“术业有专攻”。

例如，省直中医院主打中医药特色，在专

病门诊的设置上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先后开

设了颈椎病及面瘫中医专病门诊、中医亚健

康专家及检后门诊等30余个中医专病门诊。

透过市妇幼保健院的专科门诊一览表，

不难看出该院在设置专病门诊时主要围绕妇

女、儿童身心健康做文章。近几年，该院先后

开设了产前咨询门诊、产后 42天门诊、儿童

认知心理门诊等，让患者就医时一目了然。

“按病索医”让就医更精准

从“按科挂号”到“对症索医”，这样的转

变对患者乃至我市的门诊生态有何影响？

“按‘病’就诊的就医方式，改变了过去

‘患者围着科室转’的状态，让就医更精准、更

方便。”市卫健委二级调研员姚智辉介绍，专

病门诊的开设满足了社会需求，进一步提高

了医疗服务能力。同样，也便于医院对患者实

行专业化管理，进一步拓展临床专业发展。

事实上，专病门诊对医技水平要求很

高，要求医生对某种疾病诊疗有一技之长。

在市中心医院门诊办相关负责人看来，

多科联合形式的专病门诊打破了单一科室

的诊疗局限，重构了门诊生态，让患者可以

得到一站式的系统化服务，提高了诊疗质量

与效率，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医讯速递从“按科看病”到“按病索医”

专病门诊悄然增多
重构株洲门诊生态

省直中医院开设中医失眠门诊。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摄

株洲富硒米，如何从田间走向餐桌？

一粒米饭，关系千家万户，一项

成果，撬动产业升级。

5 年追硒之路，株洲拿下了农业

应用技术领域首个国家专利，开辟了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新路。

然而，技术成果再先进，如果未

能充分推广使用，也无法充分体现

其价值。走过“野蛮生长”的童年，株

洲富硒功能水稻需要多一份的爱与

关怀。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一方

面需要政府层面给予重点支持，在

品牌建设、基地建设、加工及仓储条

件建设、市场开发等方面，出台专门

政策，引导农业科研人员把实验室

搬到地头，把论文写在田间，推动新

品种、新农艺落地生根。

另一方面，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等，也要聚焦农业创

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主动融入“科技共同体”，为农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

深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沃土

记者手记

田间长出的富硒功能水稻。资料图

一粒米饭，见证消费升级。

调查显示，高端大米市场潜力巨

大，预计 2023 年我国高端大米市场规

模将达到约 600亿元。

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株洲富

硒米需要打好差异牌。

差异体现在价格上。富硒米从育

种、种植、收割、加工、储存等各个环节，

都有明确标准，这些标准的核心目的，

就是“保证大米吃到消费者口里，还有

稻米的清香”。在保证品质的同时，需要

在产量上做好文章，筛选出不同等级的

米质，进行梯级定价，满足不同群体的

消费需求。

差异体现在包装上。对于“一分钱

一分货”的高端大米而言，根据消费者

所需求的规格不同，在大米包装时推出

小包装产品，可实现化整为零、以量取

胜的目的。并且，小包装米销售有旺季，

是逢年过节称手的小礼品。

差异体现在渠道搭建上。过去，大

米销售主要集中在社区粮油店、大型商

超等地，随着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的兴

起，越来越多的高端大米打通了“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

此外，单纯销售大米，始终处于产

业链低端。

一个好消息是，近年来市农科所

专家团队以富硒香米为主打产品，开

发出了 6 类富硒食品。其中，以富硒香

米为原料，酿制出富硒米酒，一经推出

就受到广泛好评；以富硒香米、黑米、

红米配制富硒营养粥米，采用冻干技

术制作的速食食品，目前已进入量产

阶段。一批新产品的加入，丰富了株洲

富硒米的内涵。

事实上，推动高端大米销售，外地

有经验可循。

在产粮大省黑龙江，当地一家企业

推出土地众筹、产品众筹、个性化众筹

三款众筹产品，让消费着提前进入高端

大米生产全流程。对此，该公司斥资重

新整理土地，建设智能车间，建立起有

机水稻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提高消费

者参与度。如今，该公司电销网络越织

越密，产品销售持续火爆。

在北京，中农协富硒委、北京硒米

到家科技有限公司与水稻产区开展战

略合作，一手建设高标准富硒水稻基

地，一手发起实施全国连锁富硒胚芽米

机项目，打造富硒大米社区直销平台，

颠覆传统的高端大米销售模式。

……

去年，发展富硒功能水稻，已被列

入株洲市十四五发展规划。邓建红觉

得，尽管眼下处在艰难的转型期，但功

能农业是朝阳产业，尤其连接这沉甸甸

的“米袋子”。

田间风生水起，市场却波澜不惊。

在香之优公司富硒米生产车间，经

过挑选去壳，长条形的米粒缓缓爬上生

产线，进行真空包装，挤压成规格统一

的“小方砖”。墙角处，包装朴素的成品

码放得整整齐齐，足足有半层楼高。

富硒米不好卖，直接影响到种植

户的热情。年初，香之优公司种粮大户

达成协议，由公司提供种子、肥料，按

保底价收购种植户手头的粮食，但从

市场行情来看，今年的种植计划怕要

削减下来。

为何难卖？

定价过高是主要原因。与市场上

售价 6 元到 10 元每公斤的普通大米不

同，富硒米批发价每公斤 50元，零售要

达到 70元，是普通大米的 5倍以上，以

致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邓建红不是没考虑过压低售价，

但这根本行不通。首先，富硒水稻在种

植环节生长周期相对较长，全程按照

绿色食品标准生产，而硒肥的用量每

亩要增加近 500 元的成本；其次，富硒

水稻选择的是长粒型的大米，在加工

环节损耗率高，正常情况下普通稻整

精米率能达到 70%，而巴斯马蒂高档

富硒米仅有 30%。

这是功能水稻面临的共性问题

——只有高投入，才有优产出。

另一方面，食补矿物质在大众层

面还未被广泛认可。

上世纪中叶，湖北恩施州发生过

一起硒中毒事件，调查发现当地主粮

玉米的硒含量过高，且长期食用这种

超高含量食物所致。受此影响，“硒过

量摄入引发的中毒”一度甚嚣尘上。

随着科技的进步，硒的重要性逐

步被发掘，在我国硒有防癌抗癌作用

已被写入化学教科书以及高等院校医

药教材。早在 2005年，我国就启动了全

民补硒工程，将“全民补硒，刻不容缓”

落到实处。

“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在于

健康消费理念的逐步普及。”去年，市

政协委员龚建华提出建议：找准百姓

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大力发展以健

康为核心理念的功能农业。

此外，销售渠道单一，也制约了富

硒米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记者走访市内各大商超，株洲富硒

米难寻踪迹，只在黄河路的株洲市消费

扶贫专馆看到其“单薄的身影”。“销量

达不到，我们只能被拒之门外。”邓建红

感慨，田间红红火火，市场冷冷清清。

种水稻，株洲有股子狠劲。

全国第一个成建制亩产过吨粮

的地级市，浓墨重彩；成功培育“株

1S”“株两优”等优质稻，声名大噪。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推进，追求高产和绿色的时代过

去，功能农业进入人们视野——即通

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手段，生产出含

有特定微量营养素和其他有益功效

成分的农产品。

然而，功能农业在我国尚属起步

阶段，全国采用标准化技术生产的功

能农产品不到 1%。

株洲显然走在前头。2018 年，市

农科所专家团队与香之优公司等企

业开展合作，采用“稻鸭共作+绿色防

控+纳米降镉”技术，开展水稻富硒技

术研发与技术集成示范。目前，该团

队累计完成研究课题 12项，取得多项

技术成果，其中富硒水稻“定向含有”

控制技术、超高含量蛋白硒生物转化

技术、绿色富硒功能稻集成技术等原

创核心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

有提高人体免疫力、清除自由基、延

缓衰老等重要生理功能。”市农科所

总农艺师龚建华介绍，研究表明，成

人每天通过食物补充 200 微克硒，可

有效预防多种疾病的高发。

科研攻关并非易事。一方面，株

洲属于典型的缺硒地区，土壤中几乎

不含硒，省内也仅有常德桃源、邵阳

隆回以及永州等部分区域为富硒区。

另一方面，即使富硒地区生产的农产

品，也难以达到国家富硒标准，只能

称为“含硒产品”。

于是，专家团队在反复论证中，

成功应用“定向含有”技术。“其核心

要点在于硒肥用量、施肥时间和量比

控制，以此大幅提高有机硒含量。”

龚建华介绍，该技术很好地解决了产

业链上硒含量不稳定且有机硒占比

不高的技术难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的中国

农民丰收节上，香之优公司生产的

“珍熹丰”富硒香米，以 94.67 分的高

分摘得“全国美味大米”银奖。

几年下来，株洲富硒功能水稻取

得重大突破，研究与集成了“优质稻+

有机肥+富硒定向含有技术+高效硒生

物转化技术+绿色防控技术+稻鸭共作

技术+N”的高效技术模式，可实现不施

除草剂，农药化肥减量75%以上，农残

与重金属含量达绿色食品标准，综合

品质达到超高端优质大米水准。

5 月 21日，芦淞区白关镇楠木山

村，又一季富硒水稻下地，种子冲破

酥软的泥土，点缀出片片绿意。示范

基地推过的品种，是引进巴基斯坦的

国宝级大米品种巴斯马蒂。“这种米

颗粒分明、拥有独特而浓郁的香味，

在国际市场颇受欢迎。”邓建红说，富

硒米生产除了技术创新，品种选择也

是关键。

据统计，目前我市在芦淞区、茶

陵、炎陵、攸县、醴陵共建立 12个示范

基地，富硒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2000

亩，年产富硒米超过 25万公斤。

突破 缺硒区长出富硒米

困惑 品质虽好，有价无市

出路 打好差异牌，拉长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