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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专家董晞医生
10月11日来千金中医馆坐诊！

咨询电话：0731-28248688
地址：市中心广场千金健康城一楼（市中心株百旁千金电影院）

千金中医馆遵循“看好中医，用好中药”之宗旨
延请皆为疗效、口碑、医德之佳的中医。近期特延请
一位中医内科专家——董晞医生。

擅长内科各种疾病，特别是老年病，心
脑血管，神经，消化，肝胆，泌尿等科疑难杂
症的诊治以及病后初愈后的调理，中医保
健养生学等。

董晞，主任医师，中医内科专家，株洲市中
医学会、老年医学会、女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
从事临床、科研工作 50 余年，发表论文 10 余
篇，1998年完成省级科研课题《内外合治肝炎
后肝硬化的临床研究》，获株洲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

医生介绍

诊疗特色

每周二上午、周四上午（首次坐诊时间为10月11日上午）

20元（凭报纸赠10个免挂号费名额，每人仅限一次）

看诊可免费停车2小时

如有看诊需要，可电话预约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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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改渔场满足居民“菜篮子”，面积曾超过1300亩

从东湖公园看株洲城市化的“沧海桑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最近和人聊起，可以从
哪里管窥株洲城市化进程，
不少“老株洲”的答案都指
向合泰片区，尤其是东湖公
园一线。

的确，如今这里星罗棋
布着各色商业，是株洲服饰
产业发展的发源地之一。而
仅仅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宽广静谧的水域，喊出过

“千亩渔场万担鱼”的口号。
这次，我们就从这片水

域的故事说起，看看这里“沧
海桑田”一般的变化始末。

曾承担全市大部分鱼类产品供应

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还记得，计划经济时期，他
所在的单位每次都到渔场拉鱼，一次五六百斤，鲢鱼最
多。

据悉，当时渔场承担着全市大部分鱼类产品的供
应，一度喊出过“千亩鱼场万担鱼”的口号。渔场养殖
的鱼类品种很多，但主要是鲢鱼、草鱼等，还有罗非鱼
等外来品种。

66 岁的王庆松，曾在渔业队工作过两年，他还记
得，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去鱼塘打草、喂鱼，每次要

“消灭”100 多斤杂草，这个活并不轻松。集中出鱼的
时候，却能让所有人都忘记辛苦，尤其是农历春节前，
大伙儿要下到冰冷刺骨的塘里拉渔网，不过一想到这
是为了家家户户年夜饭那盘必不可少的“年年有余”，
浑身就又多了力气，干得热火朝天。当然，他们逢年过
节的职工福利也是以鱼为主。

不过，哪怕从稻田改渔场，每逢汛期这里依旧是全
市关注的焦点。因为地势等原因，一旦湘江涨大水，鱼
塘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大大小小的鱼也随江水不知跑
到哪儿去了，渔场损失惨重。仇民主还记得，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当时市里每年都会组织一些单位义务参与
挖塘，加深拓宽鱼塘的面积并加固堤坝，有一年还是时
任市委书记曹伯纯带队。

10 月 8 日，从合泰涵洞一路往东，沿
街的小区有不少挂着服装加工厂的招牌，
运货的车辆往来穿梭，让人很难想象，这
里曾是一片开阔的渔场。

曾在株洲市渔场任职副书记的郭玉
华，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株洲市渔
场成立于1959年，最初是国营“老字号”，
最繁盛时渔场的水面面积有 1300 多亩，
边界到了现在的合泰涵洞、湖南工业大学
河东校区外，往东延伸至文化路附近，共
有7个渔业队。

为何这里会选建为渔场？《株洲市志》
提供了一个解释说，这一带曾被叫做“旱
草坪”，原因是这里常年发大水，导致农民
种田不得谷，常见荒草丛生，“旱”也有

“荒”的意思。郭玉华老人的回忆也予以
佐证，建设渔场前，这里全是稻田，每年汛
期稻田都会被淹。那个年头，株洲缺乏规
模化的渔场，居民又有需求，这片稻田就
顺理成章被确定改造成渔场，逐步扩大水
域面积，解决大家的“菜篮子”问题。

肥料在那个年代是稀罕物，为了提高整
个渔场包括几百亩菜地的产量，渔场采用了
引灌“肥水”的方法，尤其是将当时的南岳岭
屠宰场的肥水引过来，大家前后花了3个多
月时间在山上挖出一条通道，这吸引了周边
邵阳、岳阳等地的生产队前来学习。

随着渔业的兴起，这里还多了砖厂、
淀粉厂、饲料厂等配套，上世纪70年代中
期最为繁盛。

▲曾经的渔场已变成商业街。记者/伍靖雯 摄 ▲站在东湖公园眺望，已找不到关于渔场的痕迹。
记者/伍靖雯 摄

渔场“一分为二”，
有的填平变高楼，有的改建成公园

10月8日，站在东湖公园一角，眼前是波光粼粼的
湖面与乍现的鱼儿，远眺周边兴起的高楼，站在这里，
似乎已经找不到一丝一毫当年渔场的痕迹。

70 年代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门
打开，各个地方的水产资源都进入了株洲市场，私人也
开始养鱼卖鱼，渔场的效益下滑，负担逐年加重。

效益下滑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渔场水质发生了
变化，影响了鱼的品质。据渔场老职工们回忆，当年渔
场引灌“肥水”养鱼带来不少好处，但随着周边住户与
商业增多，加之当时的污水处理机制并不完善，周边的
生产生活废水不可避免地排放到渔场那条引灌渠里，
干净的鱼塘水面逐渐被油污覆盖，以至于降价都很少
人来这里买鱼了。

约莫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渔场内的水质依旧没有
好转，鱼塘开始陆续被填，高楼接连而起，依托周边的
服装贸易，这里迅速成为全市主要的服装加工市场之
一。

此时，再在这里养鱼已不可能。2005 年初，我市
决定将渔场改建为东湖公园，并于2006年8月破土动
工。整个东湖公园规划占地面积 730 亩，是原渔场水
面面积的一半有余。

“能够改建成公园，告别‘臭水沟’，就是一种幸福
了。”在这里生活多年的居民老易说，很多人感慨渔场
曾经的辉煌，但渔场变高楼、鱼塘变公园，或许是历史
的必然，也可以说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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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近日，天
元区群丰镇湘滨社区的包瑞秋老人，迎来了 100
岁生日。出生于1922年的他，育有8个子女，五代

同堂，膝下儿孙120多人。简单的家宴，温馨的氛
围，为营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起到了
榜样的作用。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有需要
的市民，可以前来领取。”10月9日，在石峰区慈善
超市，八旬老人刘秀莲捐赠的一件崭新棉衣和一
顶崭新的帽子摆放在货架上，等待有需要的市民
领取。

慈善超市管理人员介绍，刘秀莲家住石峰公
园附近。前不久，刘秀莲的家人为其购买了新棉
衣和新帽子。因衣物充足，崭新的棉衣和帽子闲
置，老人觉得浪费，于是主动将棉衣和帽子送到石
峰区慈善超市，希望送给需要棉衣和帽子的市民。

据了解，随着气温下降，已有多名热心市民找
到石峰区慈善超市进行咨询，希望捐赠衣物。当
被告知接收新衣服捐赠时，他们纷纷表示有捐赠
的意愿。

石峰区慈善超市设有社会捐助接收中心，面
向社会募集受助对象适用的衣、被、电器、日用品；
现金、有价卡券；志愿者服务、特定行业服务等。
慈善超市内的商品面向市民销售，普通市民购买
商品时，只需按市场价购买便能献出一份爱心。
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能用低于市场价的“关爱

价”在慈善超市内购买商品。
慈善超市内设有“心愿墙”，有需要帮助的困

难群众可以将自己的“微心愿”张贴在“心愿墙”
上，将有热心人士认领。

男子重病无人照顾
物业公司筹款帮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家住石峰区荷花家园的王先
生年届五十，离婚独居，无固定收入
来源。日前，他突发脑梗中风在家，
无人照顾。得知消息后，小区物业
公司瑞丰物业热心地为他提供帮
助。

1993年王先生开始在堤升街做
小生意，其后结婚生育一女。2003
年后离婚，女儿归前妻抚养，彼此之
间无更多来往。从2005年开始，他
就饱受重症肌无力的困扰，一度进
了重症监护室抢救。因为身患疾
病，他每一个工作都做不长久，所以
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生活一度陷入
绝境。

去年他住进了石峰区的廉租房
小区荷花家园。今年9月，他突患脑
梗，躺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两天没
吃饭，不得已向小区物业管理方瑞
丰物业发出求救。

瑞丰物业得知此信息后，迅速
在员工中发动募捐。公司总经理龚
檐琳第一个带头捐款，公司共为王
先生募得600多元善款。募捐信息
发布到小区，又有上百人伸出援助
之手，邻居们你 20 元，我 30 元，他
50 元，一共募得 4000 多元善款，用
于救助王先生和另一位困难居民。

荷花家园本身是一个廉租房，
大多数居民是孤寡老人和低收入
者。当接到4000多元的捐款时，两
位受助者非常感动。

另外，物业公司又安排人，为行
动不便的王先生送饭、购买日常生
活用品、搞卫生。面对记者的采访，
王先生一个大男人泣不成声，连声
感激，说没有这些好心人，他只怕凶
多吉少。

据了解，瑞丰物业接手这个小
区后，曾有多次这种帮贫济困的义
举，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瑞丰物业一位袁姓负责人，也
为王先生的情况四处奔走，请求社
会和政府部门的帮助。记者为此联
系了王先生居住地干部——芦淞区
堤升街党支部书记袁晓波。她称，
社区居委会已经了解到王先生的情
况，并联系王先生唯一的女儿，通知
她前来帮父亲办理低保申请。但最
近他女儿摔了一跤，等她伤情好转
就会来办低保手续。按照程序，社
区居委会争取在今年下半年为王先
生申请到低保。

社会各界有意资助王先生的，
可 以 跟 株 洲 晚 报 新 闻 热 线
28829110联系。

百岁老人庆生 膝下儿孙120多人
五世同堂身体倍儿棒，信奉吃亏是福

石峰区慈善超市暖心一幕

八旬老人捐新衣帽 爱心惠赠他人

▲慈善超市墙壁上贴着“微心愿”。
记者/刘平 摄

谈及老人长寿的秘诀，包瑞秋的孙媳妇姜艳
芳介绍：“爷爷一生爱劳动，与人为善，处事大度，
心态好，不挑食。”

包瑞秋性格很随和，他和老人小孩都聊得来，
晚辈还经常和他开个玩笑，他都乐呵呵。包瑞秋
在 97 岁之前，还坚持自己种菜，喜欢种豌豆和芝
麻。逢年过节，子孙后代去看望老人时，他都会把

自己种的豌豆和芝麻作为回礼，送给亲人。
包瑞秋有 5 个儿子，3 个女儿，现在他住在小

儿子家里，日常的饮食起居由3个女儿轮流照顾。
“大家庭的团结和睦，是老人长寿的关键。”姜艳芳
说，爷爷时常教育晚辈们，为人处世要有大量，不
要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斤斤计较，吃亏是福。

赞叹！大家庭团结和睦，老人健康长寿

生日当天，包瑞秋精神矍铄，感受着儿孙满堂
的天伦之乐。群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卢洁和湘
滨社区党总支书记包星波，前来祝贺包瑞秋老人，
并送上生日蛋糕和慰问金。见到客人到来，老人
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忙让座，还拉着他们的手说：

“现在国家政策好，我们老年人都过得很安逸。感
谢你们为我过生日，这些年来，子女们都将我照顾
得很好，日子很舒心。”

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让老人倍感今日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包瑞秋回忆：“之前，家里生活困

难，勤俭持家过日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慢慢
好转，吃穿不愁，儿孙满堂，打心眼里高兴。现在
依然要坚守勤俭节约的习惯。”

虽然有百岁高龄，但包瑞秋老人思路清晰，对
百岁生日，有自己的规划和主张。原本，他的儿女
都希望为他办个热闹的百岁生日宴，他不赞同，他
要求不请厨师，不摆酒席，不铺张浪费。生日当
天，孙子孙女分工合作，洗菜、切菜、炒菜……大家
庭和和睦睦一起庆生。

喜庆！为百岁老人庆生，老人倍感温暖

▲百岁老人庆生，场面一片温馨。记者/杨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