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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讯速递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李倩 杨锋 王思琦

9 月 5 日，初秋的风，拂过天

元区三门镇湖田村猕猴桃基地，

撩起绿叶下青黄色的猕猴桃，引

得人垂涎欲滴。自 9月 3日开园以

来，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红

心、黄心、绿心 3 个品种的猕猴

桃，产量预计达 1.5万公斤。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

径。三门镇根据地域特点，结合特

色产业，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如今，猕猴桃树结出

“致富果”，小小猕猴桃，不仅壮大

了湖田村集体经济，还带动了村

民增收致富。

猕猴桃基地丰产1.5
万公斤

“清爽甘甜，汁水多，味道好

……”9 月 5 日，天元区市民秦阿

姨，特地驱车一个多小时来采摘。

她听说本地猕猴桃熟了，特意化

好精致的妆，带上自拍杆，行走在

疏密有致的架杆间，一边采摘，一

边拍照。

经过几年的栽培、管护，今

年，猕猴桃基地迎来丰收。猕猴桃

有早熟和晚熟多个品种，采摘期

从 9月持续到 10月底。

“我们走专业发展道路，实行

精细化管理。经谷壳、菌渣、中药

渣改良土壤，通过剪枝、抹花、授

粉、套袋等技术处理，猕猴桃品质

高、口感好。”猕猴桃基地负责人

胡浩介绍道。

近年来，随着乡村游、采摘游

的不断兴起，湖田村立足村集体

经济发展，通过采取“公司+合作

社”、“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通过村民小组会议议定，13 户村

民参与发展猕猴桃产业。

现在，合作社流转的土地达

120 亩，除了猕猴桃，还种植有火

龙果、葡萄、桃子、香莲，解决季

节性用工 20 余人，带动农副产品

销售。

镇干部助力农产品销售

小小猕猴桃，尝出幸福的味

道。

开园采摘当天，人气满满。三

门镇政府机关干部为本地农产品

站台，通过直播、抖音等多种方

式，为猕猴桃打开销路。

经过前期的宣传推广，开园

当天，前来采摘的人络绎不绝，采

摘量有 1000多公斤。最近 3天，采

摘量超过 2000公斤。

今年 4 月，正值猕猴桃授粉

关键期，60 多亩基地要尽快完成

授粉。在时间紧迫，用工强度大的

情况下，三门镇党委积极组织 10

多名年轻干部，来到基地，化身

“蜜蜂”，为猕猴桃进行人工授粉，

缓解了用工的燃眉之急。

猕 猴 桃 对 生 长 环 境 要 求 很

高，胡浩在果园管理和经营方面，

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三门镇

政府派出技术专家，全程指导。

三门镇党委副 书 记 曾 伟 介

绍：“湖田村走出了一条公司+加

村集体+专业合作社的股份合作

模式，带动村民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

专项资金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又喜又

忧，喜的是今年丰收了，忧的是，

销路方面还需大做文章。”开园当

天，胡浩激动地说。他是土生土长

湖田村人，在外打拼多年，选择回

乡创业。

创业路上的酸甜苦辣，胡浩

都尝了个遍。“挂果第一年，60 多

亩猕猴桃，产量只有几千斤。”胡

浩跑到红心猕猴桃原产地四川苍

溪，请教技术专家。

“原来，猕猴桃对种植环境要

求极其苛刻，喜水却不耐涝，喜光

却不耐晒。”他找到产量低的症结

后，全身心扎根在基地。

农业周期长，回报慢。近年

来，胡浩先后投入了 200 多万元。

“好不容易存点钱，又被他投到基

地来了，刚开始我很不理解。”胡

浩的妻子吴静说。

“在基地的每一天，我的衣服

都是湿的，没有干过。冬天下雪也

要去管护，因为担心跨棚。猕猴桃

比小孩还难照顾。”胡浩坦言。

在丈夫的感染下，吴静从原

来的不理解，转为全力支持他，

她自己也放弃了原本在城市里

的安逸生活，陪着丈夫在田间地

头奔走。

湖田村的猕猴桃，只是村级

集体经济壮大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天元区高度重视扶持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设立专项扶持奖励

资金，鼓励村集体入股发展农业

产业项目，扶持发展村集体入股

发展前景好、已落地的农业产业

项目，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显著。据

悉，该区已有三门镇白石村菊花

种植、雷打石镇伞铺村红薯种植、

群丰镇新塘社区砂糖橘种植等 6

个项目，分批次共获得 256.8万元

专项资金扶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近

日，湖南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标兵及示范

点名单公布，芦淞区贺家土街道上榜全省“扫

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

近年来，贺家土街道紧紧围绕“扫黄打

非”工作重点和任务，“扫黄打非”治理体系

不断完善，“扫黄打非”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通过开展社区文化节、护苗“绿书签”行动、

“扫黄打非”趣味运动会、寒暑假青少年主题

读书活动等，引导居民自觉抵制淫秽音像制

品、非法少儿出版物，有效提高了居民和青

少年主动参与维护辖区文化市场秩序的思

想觉悟。

发挥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街道通过评选

家风淳朴、文明和睦的居民家庭以及积极从事

“扫黄打非”工作宣传监督的党员居民志愿者，

激发广大群众参与“扫黄打非”的热情；不定期

联合辖区大工委成员单位、联点共建单位、党

员志愿者，对辖区文印店、出租屋、电竞网吧等

场所及周边相关文化经营单位进行巡查，防止

滋生非法出版物窝点。

为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扫黄打非”的积极

性，贺家土街道设置举报有奖电话并及时在辖

区公示栏进行公示，积极受理居民举报，做到

有报必查、有查必果，推动形成人人关心关注

“扫黄打非”的良好局面。

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名单公布
贺家土街道上榜

株洲日报讯（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李钰
钟发生） 近日，株洲经开区召开燃气安全生

产工作会，通报该区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情况。

根据省、市安委会《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

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工作要求，7月中旬，

株洲经开区对辖区相关燃气经营企业开展燃

气使用安全排查。区住建局对辖区 11个燃气配

送站点进行全面检查，实地查看站点日常巡检

记录、设备检验检修、作业人员持证上岗、隐患

排查治理等工作情况，发现有 2个站点存在持

证人员经常不在岗、燃气销售交给无证人员经

营、安全上户检查登记记录不全等问题，当即

下达整改通知书，两个站点均已在规定时间内

全部整改到位。

其间，该区联合新奥燃气公司，上门对

10969户管道燃气用户进行安全用气检查，对

发现的 78处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此外，对

部分大型餐饮业和单位食堂管道燃气用户使

用及瓶装燃气用户未按照要求安装报警器、私

接三通、胶管过长（超 2 米）、胶管老化等安全

隐患，住建部门已下发整改告知通知，责令限

期整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经开区全面排查整改燃气安全隐患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员/
刘恋） 近日，荷塘区红十字会联合湖南省直

中医医院深入仙庾镇开展为期十天的“光明行

动在株洲-关爱生命健康，助力乡村振兴”义诊

活动。

义诊期间，省直中医医院派出眼科医学中

心、针灸科、推拿科、内分泌科、风湿科、甲状

腺、疝、血管外科等 22名医护专技人员组成的

义诊队伍前往黄塘村、蝶屏村等 10个村。在义

诊现场，医护人员们耐心解答了村民关注的健

康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给出了专业性

指导和经济的诊疗方案，个性化提供慢性病防

治，饮食建议、用药指导等服务。

义诊中筛查出患有白内障、翼状胬肉眼

疾的家庭困难群众，治疗费用中经各项医疗

保险报销后的自付费用，由湖南省直中医医

院联合株洲市红十字成立的“光明公益金”项

目承担，患者免费治疗。10 场义诊初筛了 77

例白内障、翼状胬肉患者，目前已有 75 位家

庭困难村民接受了免费手术，顺利出院，重见

光明。

一位被查出患有“翼状胬肉”的仙庾岭村

村民仔细听了医生的嘱咐，准备明天搭乘医院

安排的专车去手术，他开心地表示“这样的义

诊服务，方便又贴心，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做好

事，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刚做完白内

障手术出院的一位黄塘村村民则主动加了医

生的微信，用自己不擅长的方式朴实地表达着

自己的感谢。

此次义诊惠及仙庾镇 700余户家庭，为广

大农民提供了便利的免费医疗服务，增强了村

民防病治病意识，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打通了荷塘区红十字会服务群众、凝聚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受群众的大力欢迎。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杜方江

【名医名片】袁尚锋，市中医伤科医

院副院长兼髋关节科学科带头人，国家

重点骨伤专科学科带头人，全国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肋骨骨

折国家中医诊疗方案与临床路径制定

牵头人，湖南省名中医。

【绝技】熟练掌握中医辨证论治，对

骨折手法复位、夹板固定、三期辩证用

药方面造诣颇深，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

各种骨与关节损伤及骨科疑难疾病。

【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

若用 3 个词来串起袁尚锋的职业

生涯，“传承”“创新”“发扬”这组词再合

适不过了。

师承施访梅，传承“施氏”中医正骨手

法和中药秘方；创新疗法，自创俯卧位肱

骨外科颈骨折复位法等；“牵手”基层医

疗机构，发扬“施氏”中医正骨技艺……

袁尚锋用自己对中医药事业的执著与热

爱，让更多人看骨伤不再“舍近求远”。

传承：习得“施氏”正骨秘籍

“上午有两台手术，还要整理一个

经典病案。”9月 1日上午 8时，在市中医

伤科医院，59岁的袁尚锋正在罗列当天

的工作重点。

从医 37 年，他与中医药打了几十

年交道，却一直乐在其中。

袁尚锋出生在渌口区的一个农村

家庭。从小，他便感受到中医药的神奇

魅力。

“那时，家里人偶有小疾，都会采用

一些偏方，配上中草药，以瓦罐熬煮，服

下汤剂，时有好转。”袁尚锋说，这或许

为他后来学医埋下了种子。

1980 年，凭借优异成绩，袁尚锋考

入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专业，自此开启中医之路。

5 年后，他来到株洲市骨伤科医院

（现市中医伤科医院）工作。在这里，他

碰见恩师施访梅，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找

到精准坐标。

在中医骨伤领域，“施氏”正骨可谓

名声在外。施访梅正是上海“施氏”骨伤

世家后人，她师从上海骨伤名家石筱

山。出师后，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株洲，

与湖湘“张氏”骨伤传人张紫庚之妻林

应凡共同创建了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

或许是袁尚锋对中医药的热爱打动

了施访梅。此后数年，她倾囊相授，将从

张紫庚、林应凡那里继承而来的中医正

骨手法和中药秘方，悉数传授给袁尚锋。

这些珍贵的“武林秘籍”让他迅速

在株洲的骨伤治疗领域谋得一席之地，

名声大噪。

创新：自创多种复位手法

2020年 11月 7日，市中医药和中西

医结合学会第一届骨伤科专业委员会

成立，袁尚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学术委员会就像是一个联盟，主任

委员就相当于盟主。能当盟主，就意味着

他的业务能力、学术修养被业内认可。”

会上，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经过几十年的磨砺，师从名医的袁

尚锋早已变成一位有口皆碑的名医。

“多亏了袁院长，让我孩子少受了

罪。”近日，市民李师傅将一面锦旗送给

袁尚锋。

原来，一个多月前，李师傅的 9 岁

儿子不慎摔倒，导致左前臂桡骨骨折。

受伤后，李师傅带着孩子在当地医院接

受了 3 次复位，可非但没有复位成功，

还导致手臂肿胀不已。

在亲友的推荐下，当天深夜 11 时，

他找到了袁尚锋。

“这个孩子的骨折属于背向移位，复

位的难度很大。”即使孩子手臂肿胀，袁

尚锋仍凭借过硬的“小儿施氏正骨”手法

为孩子复位成功，让其免受手术的痛苦。

有传承更有创新。这些年，在继承

“施氏”正骨手法的基础上，袁尚锋也另

辟蹊径，不断创新诊疗方法。他自创的

俯卧位肱骨外科颈骨折复位法、桡倾手

法复位治疗儿童肱骨髁、上骨折等，均

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医院的骨伤科

学科带头人，他还牵头制定了肋骨骨折

中医诊疗方案、临床路径的国家标准，

以及院内十余种骨伤病种中医诊疗方

案和临床路径。

发扬：“牵手”基层医疗机构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这些年，除了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袁尚锋将更多的心思用于“选

苗”和“育苗”。

去年 6 月 29 日，“省名中医袁尚锋

传承工作室”成立。他从该院挑选了 11

名骨干加入工作室，重点挖掘整理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并开展

相关学术研究和交流。

今年 4 月，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该

院彭真灵、雷桂平医生顺利出师，成为

“施氏“正骨技术的新一代接班人。

他的“传帮带”不拘泥于院内，而是

更多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

“患者后续的康复要跟上，等我下

次来桂东，你们再让老人来复查。”8月

30日，刚从桂东县中医医院返回株洲，

袁尚锋仍不忘打去电话，向当地医生叮

嘱几句。

原来，前几天，当地一位 90岁老人

因不慎摔倒导致左股骨粗隆间骨折。经

检查，老人需进行人工髋关节置换。

可问题是，老人年事已高加之基础

疾病多，若做手术风险极大。若不做手

术，老人的生命将会在病床上快速消耗。

怎么办？桂东县中医医院迅速向对

口帮扶单位——市中医伤科医院求助。

接到求助后，袁尚锋带领团队成员

火速奔赴桂东县。他一边手术，一边向

当地医护人员讲解技术要点。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年，

深谙其道的袁尚锋不断扩大自己的帮

扶圈。他先后与渌口区人民医院、攸县

骨伤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牵手”，只为

让更多百姓就医不再“舍近求远”。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员/张曦予） 日前，

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

共同举办的湖南省第七届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举行。

市中心医院执业医师、盲人医

疗按摩师易洋代表株洲队参

赛，获得盲人保健按摩项目第

一名。

据悉，全省残疾人职业技

能竞赛为省级一类竞赛，每四

年举办一次，是残疾人工作领

域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赛事，

旨在培养残疾人高技能人才、

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拓

展 残 疾 人 就 业 渠 道 。此 次大

赛，全省 14支代表队共派出 211

名残疾选手参加 12 个项目的

角逐。

凭借出色的手上工夫，易

洋已多次捧回重大奖项。2018

年 10月，在株洲市盲人技能大

赛中，他斩获头奖。2019 年 11

月，在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

技能大赛中，他又获得盲人保

健按摩项目全国第八名。为此，

市中心医院成立了“易洋创新

工作室”，激励他和他的团队。

“易洋的出色表现也反映

了我院康复治疗的水平。”市中

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院康复治疗科坚持以现

代康复与中医传统康复相结

合，形成了以产后、盆底康复和

言语、吞咽康复为特色，神经康

复、肌骨康复、运动康复等为基

础，在我市康复治疗领域发挥

了“领头羊”作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员/周艳姿） 日常

生活中，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孩

子喜欢眨眼睛、发怪声甚至吐

口水。一旦发现这些情况，你可

别大意，因为这些“坏习惯”可

能表明孩子患上抽动症。

“医生，我家孩子最近一个

月频繁眨眼睛，还出现了干咳、

清嗓子的症状，这是怎么一回

事？”近日，市民李女士带着 7

岁女儿茜茜来到市妇幼保健院

中医馆就诊。

“经过检查，孩子没有出现

其他器质性疾病，这些症状说

明她患上了小儿抽动症。”很

快，中医馆医生刘利给出诊断

意见。

原来，小儿抽动症又名抽动

障碍、妥瑞氏症，它表现为面部

和肢体的抽动，譬如眨眼、挤眉

弄眼、耸肩、摇头晃脑等。有的还

会有发声性的抽动及不自主出

声，包括清喉咙、大叫或发怪声，

甚至发出粗鲁的咒骂声等。

“这是一种临床较为常见

的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综合征。”

刘利介绍，根据调查，抽动障碍

广泛存在于人群中，有 20%的

儿童存在轻度的抽动表现。

一听孩子患上抽动症，李

女士心急如焚。

“别担心，目前治疗抽动障

碍的方法很多，我们可采用小

儿针灸推拿、艾灸、耳穴压豆、

磁疗贴等中医药疗法，再配合

心理调试，这样一来，安全性更

高。”刘利的一番话瞬间让李女

士安心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茜茜的不自主眨眼、清嗓子等

症状基本改善。

株洲日报讯（全媒
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
谭盼盼） 不少人或许

知道脐带血可用 来 治

疗白血病，可你知道它

还能治疗软骨缺损吗？

近日，我市首例脐带血

间 充 质 干 细 胞 治 疗软

骨损伤技术在省直中医

院开展。

市民苏先生喜欢运

动，可因此也遭遇过不

少运动伤害，膝关节损

伤严重。去年 12 月，他

在走路时不慎滑倒，造

成半月板脱位和软骨损

伤。由于工作繁忙，他一

直硬扛着。慢慢地，他连

上下楼都很困难。

眼 见 病 情 逐 渐 严

重，他这才住进医院。

“目前临床上常见

的修复手段，在短期内

或可缓解患者症状，但

就长期预后效果而言，

无论是骨关节炎的发生

率 或 是 膝 关 节 的 稳 定

性，都无法满足患者需

求。”省直中医医院骨关

节一科副主任医师潘乐

介绍，干细胞治疗关节疾病是目

前再生医学领域内最前沿且最具

有临床应用前景的技术，在骨关

节炎和软骨缺损的治疗中具有重

要意义。

凑巧的是，苏先生的妻子曾

在生产时储存了脐带血。

经过一番沟通，潘乐打算应

用这项技术为苏先生治疗骨关

节伤。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来源广、

多向分化能力、可塑性强等优良

生物学特点，可从脂肪中提取间

充质干细胞，也可从非亲缘关系

的脐带血中提取应用。”潘乐介

绍，培育成功后的间充质干细胞

进入人体后，可定向归巢到损伤

部位，且有强大的增殖能力，用于

软骨重建达到促进半月板修复，

加速半月板术后愈合，具有先天

性的治疗潜能。

在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后，潘

乐为苏先生进行了手术。目前，苏

先生恢复良好。

仙庾镇70多名村民获免费手术重见光明

猕猴桃树结出“致富果”
三门镇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猕猴桃基地，游客正在采摘。记者/杨如 摄

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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