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岁老人街头休克
市三三一医院紧急手术救治成功

▲移交现场。
通讯员供图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阳婷婷） 11 月 26 日上

午，芦淞区某条街上一位老奶奶脸色发白、呼吸

急促，走在路上踉踉跄跄，眼看就要摔倒了，经过

的一位路人一把上前扶住了老奶奶，并拨打了急

救电话。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救护车迅速赶到现场，急

诊科接诊医生段少文发现老奶奶是明显的休克

症状，而且测量不到血压。情况危急，接诊医护紧

张而不忙乱地为老奶奶进行救治，助其逐渐恢复

生命体征。

危险的肺动脉栓塞
很快到达市三三一医院急诊科，经接诊医生

询问才得知，老奶奶姓周，已经 73岁。早在 11月 8

日，周奶奶就已出现气促症状，特别是活动后更

觉喘不上气。11 月 26 日上午，周奶奶在家时又觉

得气促难受，她想是不是家里太闷了，出门呼吸

下新鲜空气，看能不能缓解。周奶奶出门没多久

就在大街上站立不稳、大汗淋漓了。

市三三一医院急诊科开通危急重症绿色通

道为周奶奶行肺动脉 CTA 检查提示：双侧肺动脉

主干及分支栓塞，双下肺动脉几乎全部受阻。果

然周奶奶是高危性的急性大面积肺梗塞合并梗

阻性休克。

肺动脉栓塞是一种较为凶险的疾病，是由于

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引

起肺循环障碍的临床和病理生理综合征。长期以

来，人们对该病的防治缺乏足够的重视，致使其

发病率仅次于冠心病及高血压，死亡率居第三

位，仅次于肿瘤及心肌梗死。肺动脉栓塞包括血

栓栓塞、脂肪栓塞、空气栓塞、羊水栓塞，最常见

的肺动脉栓塞为血栓栓塞。

术中取出周奶奶肺动脉中的血栓
为全力挽救周奶奶的性命，市三三一医院即

刻组织多学科 MDT 专家会诊，专家们一致认为，

周奶奶急性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诊断明确，已出现

梗阻性休克，病情凶险，决定立即给周奶奶进行

经皮肺动脉血管造影+溶栓+取栓术。

市三三一医院放射介入科章旭团队为周奶

奶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术中发现周奶奶双肺多

发主干大量血栓，部分肺段动脉闭塞。MDT 专家

团队通力合作，不到两小时，为周奶奶顺利完成

手术。

术后造影提示双肺动脉血流大部分恢复，周

奶奶生命体征恢复平稳，脱离危险期，术后直接

转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普通病房进一步治疗。

术后第一天查房时，周奶奶已能自如行动。

如何避免肺动脉栓塞
1. 避免长期卧床。很多重疾患者和老年人由

于自身原因都会长期卧床，他们就是肺栓塞的高

发人群，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可进行适当的活动，

对局部的肢体进行按摩，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基础

上，防止血栓形成。

2. 适量运动。很多人在日常工作中，一坐就

是一天，这样长期不活动就容易出现血栓。建议

在工作一定时间后进行适量运动，不需太过剧

烈，过于剧烈的运动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

负担。

3.饮食中减少胆固醇的摄入。减少体内的胆

固醇也是预防血栓形成的重要条件，胆固醇的升

高也就代表着高血脂的出现，高血脂是在血管里

形成血栓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高血脂形

成，应在饮食中减少胆固醇的摄入，多吃蔬菜和

水果。

便民服务升级
市医保局向市二医院移交医保自助机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聂少林 陈恺
祺） 为有效推进医保便民服务，推动医保

服务关口前移，11 月 25 日下午，株洲市医

疗保障局向株洲市二医院移交医保自助

机仪式在市二医院门诊大厅举行。

株 洲 市 石 峰 区 现 有 约 20 万 参 保 群

众，群众办理医保业务常需前往坐落在天

元区的市民中心办理，来往不便，疫情期

间则更加费时。市医保局聚焦医保经办新

情况、参保群众新需求，采购了多台医保

自助机，移交各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

构，切实推动医保服务关口前移，方便群

众办理医保业务。

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文介绍，

医保自助机打通数据流转路径，通过医保

自助机，参保人员可直接一键查询、办理

所需业务，不用再前往市民中心医保窗口

办理相关业务，市民可在家门口办理医保

业务，真正实现医保业务“掌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自助办”，让参保群众实实在

在的享受到了更加智慧、高效、便捷的医

保服务。

市二医院党委书记邹祖倡介绍，医保

自助机在市二医院“上线”，可以更好地改

善参保群众的就医体验，充分体现“让参

保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腿”。下一步，

市二医院将在市医保局指导下，建设“株

洲市二医院医保服务站”，除办理日常门

诊、住院业务外，帮办代办新生儿参保登

记、异地就医“双通道药品”和“特门”费

用报销，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全

面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度，提升医患关系

的融洽度，增强参保群众的体验感、获得

感、幸福感。

据了解，参保群众凭医保电子凭证、

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即可在医保自助机

上查询个人参保信息、缴费、特殊门诊信

息、办理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申请生

育津贴等医保业务。市二医院医保自助机

安装在门诊一楼大厅，紧挨医保服务窗

口，参保群众有操作问题可随时咨询医院

工作人员。

操 作 体 验 医 保

自助机。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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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中医院病房里的
温暖与感动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谭盼盼）
11 月 2 日 起 ，湖 南 省 直 中 医 医 院

2000 多名病友与 2000 多名职工以

院为家，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在特殊

时期，他们同舟共济，相互扶持，度

过了生命中特别的一段时光，也留

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们是同

胞，亦是同袍。今天，来听听这些病

友们的内心独白。

他们是我的子女就好了
我 是 一 名 乳 腺 癌 患 者 ，10 月 31

日，我如期来到医院行第三次化疗，没

想到突发的疫情让我找到了一直住在

这里的理由。

我来自天元区，但由于儿子长期

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所以只

有住院化疗期间，我才能真实的感觉

被关爱包围，这里对我来说，更像是

“走亲戚”。

疫情期间，病人会因为长时间的

静默变得焦虑不安，科室里的医护人

员除了要为我们打针、换药和治疗，还

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做解释安抚工作。

病房里氛围特别温暖，我甚至都

不想回那个孤零零的家，我时常在心

里暗想，如果他们是我的子女就好了。

我的心时常感到温暖
我是来自石峰区的张大爷，我于11

月 1日入住内分泌科。由于静默管理，住

院期间两个子女都无法陪在我身边，我

的心情很焦躁，也迫切想要出院回家，

科室主任陆芝兰和护士长殷丹每天会

来病房安抚我，为我送来水果，她们的

关心让我的情绪平静了不少。

因为腿脚不方便，我的衣物本来

是想让家人带回去清洗，但是他们又

被隔离在家，对着这一堆脏衣服我犯

起了愁。护士葛艳红知道后，二话不说

就将我的衣服拿过去麻利地洗好晒

好，举动虽小却温暖了我的心。

这次住院对我来说是一次难以忘

怀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省直中医院

医护人员对工作的认真，对病友的细

致关怀，虽然疫情是冰冷的，但我的心

时常感到温暖。

我得到了双重关爱
我是一名 75岁的肿瘤病人，由于

儿子在国外工作，在肿瘤一科住院期

间只有 78岁的老伴一人照顾我。

11 月初因为疫情，肿瘤医学中心

需要临时整合，肿瘤一科副主任唐珂和

护士长张敏考虑到我的病情和精神状

况，将我安排到肿瘤三科病区一间相

对安静的病房。我前脚踏进病房，肿瘤

三科副主任王存吉和护士长聂青就来

到病房，详细地介绍病区的情况并引导

我的老伴熟悉病区环境，一下子就打消

了我的拘谨和生疏，他们和蔼可亲的

笑脸、体贴入微的照料让我感到这个

新家的温馨与和谐。他们的一句“有事

随时找我们，不用客气”更是温暖人心。

因为年纪较大，病情特殊，住院期

间我得到了两个科室的照料。我只能

吃流质食物，护士长聂青在物质紧缺

的情况下，仍然想办法帮我准备新鲜

的果蔬榨汁，保证我的营养。

▲医生查房。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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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雪
骆与真

世上最轻的脚，最无声的脚步

一夜间落满整个世界

我推开门

闻到崭新的清气

白，一种彻底的纯洁，灿烂得无法转述

人们从十二月的深夜朝窗外探出脑袋

他们惊奇

他们的眼睛乌亮

仿佛这雪白世界的客人

我伸手接住几片雪

嘘，冰凉也在空气中停住

仿佛世界骤然回到婴儿

白，一种彻底的纯洁灿烂得无法转述

寂静来到我家门前，而我毫不知晓

老街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街道，

只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小得在地图上

几乎找不到它。老街以前是公社供销社所

在地，是城区与乡镇连接的必经之路，它

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闪烁的五彩

霓虹灯，只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

和三四层的新楼房并排参差而立，古朴而

又和谐。

老街很窄，仅够两辆车并排通行，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餐馆、修车铺、杂

货店、修鞋店、理发店、裁缝店、小超市、幼

儿园、农资化肥店、水泥建材店、移动电信

营业网点等小店林立，满足老街人的日常

生活所需。

早上七八点钟，正是老街的一个高峰

时段。早餐店香味肆意在老街游走，钻进每

一个食客的鼻孔，让人心驰神往。想吃鸡蛋

肉丝炒粉、牛肉汤粉、三鲜面，那到兰姨的

炒粉店准没错。她总是一脸微笑，言语轻

柔，不等你开口，已经知道你钟爱的口味：

“小妹，还是一碗牛肉米粉？”我微笑颔首。

兰姨手脚麻利，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粉

丝或面条就送到了我的面前。想吃香喷喷

的油条、麻丸，那也不难，你瞧，炸油条的摊

都摆到了店门外，一根根胖鼓鼓的金黄金

黄的油条、一个个圆鼓鼓的麻丸在油锅里

翻滚，就等着你来享用。还有外地的特色美

食，如兰州拉面、广东肠粉等等也应有尽

有，绝对能满足你的味蕾，就怕你的胃装不

下。此时，上班族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以

及路边停下吃早餐的食客车辆，把老街塞

得严严实实。喇叭声此起彼伏，电动公交像

蜗牛一样慢吞吞地穿行其中。老街上已经

走不动路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老街的小店还没

打烊，灯火通明地迎接着来往的客人。几家

烧烤店门口的音响放着节奏欢快的乐曲。

烧烤炉上，烤羊肉串、烤玉米、豆干被烤得

冒油，嗞嗞作响，满街的孜然香味飘荡。三

五成群的食客，烧烤就着啤酒，大快朵颐，

享受美食的美味与聚会的欢乐。

一年四季，老街随着季节变换着风景，

老街上的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熟得不能

再熟。吃了没？从哪里回？一见面便亲热地

打声招呼。修鞋铺的老婆婆最是热情，她的

小店已经在老街上开了几十年，从青丝到

满头银发，手艺日益精湛。我每一次进店，

她总是像迎接儿女回家一样笑容满面：

“儿，你来啦！”让人心头一暖。

白天属于工作，养家糊口；晚上则属

于自己，修身养性。修车铺的富老板、建材

店的巧姐、修鞋店的老婆婆……纷纷卸下

工作的重压，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身体，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广场舞，舒展筋骨，延

年益寿。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老街的日

子如水，不疾不徐，缓缓流淌。老街虽老，容

貌却日新月异，它载着老街乡亲的悲欢喜

乐，一路欢歌向前，向前。

在湘赣边界，有这么一个地方：田野纵横，丘陵环

抱，一条从浏阳来的澄潭江从村中山脚下流过，另一

条从江西来的栗江河也往村中涌来。难得一见的是：

两江竟在这里汇合，一齐向渌江流去。但见山势微起，

屋舍错落；水光滟潋，稻菽飘香。好一个靠山枕水的江

南小山村。这就是醴陵市李畋镇麻石村山下组（原名

李畋镇双江村山下组）。

山下组有八十来户农家，近 400 口人。这里村民

大部分姓谢。听老辈人讲，村里的人大都是几百年前

江西移民的后裔。一直以来这个小山村在周边颇有

名气，是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沿袭了七百余年的古老

风俗。

相传七百多年前，小山脚下，村庄的先祖谢应元

生育有 7个儿子，依次名曰行仲、贵仲、敬仲、德仲、仁

仲、彦仲、秀仲。七子皆孝顺勤劳。

是时，战火连绵，痢疾流行，人心惶恐。公谓诸子

曰：“汝等应为百姓做善事，解人灾厄。”七子诺诺称

是，乃求助上神，新建庙宇，供奉龙王。一日，七子得龙

王托梦，传之以家国清泰之法，嘱逢吉日耍神龙夺珠

的灯火之戏，可驱瘟疫，保家清国泰。故名“清泰灯”。

于是，择七月初八、初九、初十日，众生沐浴焚香，老

大、老二用稻草扎制成龙首和龙珠，其余兄弟制成龙

身、龙尾、神龙夺珠之“清泰灯”始成。舞耍之际，谢应

元公遂告诫七子并村中诸人：“汝等皆应尽心尽意，斋

戒三天，以诚感天，可得善果！”

几百年来，无论是兵荒马乱之日，还是瘟疫肆虐

之时，村人果然团结一心，求真求善，施仁侠义，逢凶

化吉。

从此，每年的农历七月初八、初九、初十日，全村

男女老幼齐聚一场，白天斋戒，夜晚表演耍“清泰灯”，

驱凶逐瘟，为民祈福，三日不歇。

今年 8月 6日恰逢农历七月初八日，是今年山下

组耍“清泰灯”的第一天，组织者邀请了醴陵文化交流

促进会一行人来到了小山村，现场观摩“清泰灯”的制

作与舞耍。

我们来到了山脚下一开阔地，一幢二层楼的民居

正面悬挂了：“醴陵市李畋镇麻石村（双江）山下组清

泰灯节”的横幅和一副对联。联云：“清泰耍灯数百年

传统文明风淳俗美；祥云赐福三交界边陲佳处物阜民

安。”一打听，作者是本村组人氏谢永恩先生。

欣赏完对联，大家的视线从房屋的正面移到了房

屋一侧树荫下。一位穿蓝色衬衣的老者正带着两个年

轻人在鼓捣着什么，脚下一堆干稻草。走近一看，一根

拐杖状的木棍上已经用稻草密密扎扎地缠绕出一个

张开大嘴的龙头。这就是传说中的由先祖谢家老大谢

行仲扎制的“清泰灯”龙头。

“清泰灯”节组织者之一的谢永恩向我们介绍了

“清泰灯”第 24 代传承人——80 多岁的谢永寿老人。

老人说：“龙头扎好后扎龙珠，再扎 4 个龙身，1 个龙

尾，共 7人舞灯”。为什么是 7人舞灯？我们猜想：这可

能是谢家先祖 7个儿子首创“清泰灯”，世世代代就形

成了 7 人舞“清泰灯”的古制，所以沿袭至今。传承人

告诉我们：“当年先祖是用‘河树皮’插在龙身各部位，

点燃后发光发亮，舞出的烟火气和爆竹声御兵壮胆，

熏赶瘟疫……”又说：“后来‘河树皮’没有了，就用香

柱遍插在稻草扎的龙身上点燃挥舞，效果也蛮威势。

一次点火可以持续舞灯 5分钟。”

几百年来，山下组沿袭下来的“清泰灯”舞耍内

容，已经固定了它的程式，按顺序有：黄龙朝祖、开四

门、黄龙抢珠……

夏夜，约摸 8 点时分，月上柳梢头。山下组“清泰

灯”传承人谢永寿家的开阔地坪上人来人往开始热

闹起来！放露天电影的、打锣鼓的、电视台摄制组的

……炸响的编炮声迎来了今晚的主角——身穿红

衣，手持“清泰灯”的 7 个精壮小伙子。他们举着熠熠

闪光的龙头、龙珠和龙身龙尾，先向龙王塑像拜祭一

番，然后跳入地坪中央，吸引了四周层层叠叠的男女

老少的目光。

忽然，灯光熄灭，黑暗里灿灿发光的灯龙格外耀

眼。刹那间，锣鼓声急起——“清泰灯”开舞了！只见插

满香柱的龙头、龙身好像披上了一层金甲，在浓烈的

烟火中，腾云驾雾般绕场一周后，开始打斗嬉戏。那龙

头紧紧地追逐着龙珠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眼看倏忽

东西，定睛转瞬南北，黄龙夺珠之势令人目不暇接。龙

身，龙尾则拥着龙头，随弯转弯，时而翻腾，时而俯仰，

极尽腾挪迎合之势。灯游龙卷，串联起一条条，一束束

彩带和星光，与天上一轮明月的夜空汇成天地一体，

让人感觉那“清泰灯”是在星河里穿梭，把围观的村民

们看得喝彩不断，仿佛身临仙境一般。猛地，有齐整的

呐喊声从场中传出来，短促铿锵，震耳欲聋，把人惊回

现实……

山下组望得见山，看得到水，几百年来耍“清泰

灯”的风俗留得住乡愁，是村民们向往的家园。每年

逢到既定的日子，山下组的村民们都会自筹资金，自

发组织活动，即使外出务工的青年也会适时返乡。开

车接送我们的谢海波就是专程从浏阳赶回来参加活

动的。

从前，耍“清泰灯”的初衷是祈愿远离战祸，驱逐

瘟疫，家国清泰；现在这一传统文化民俗又增加了新

的内涵。

谢锦生是山下组的村民组长，他说：“山下组年年

办‘清泰灯’节，就是想通过这个传统的文化活动，团

结村民，凝聚力量，吸引人员，让大家有归属感，助力

我们乡村的振兴发展。”

背临月光下的田野，面对电视台的镜头，谢永恩

侃侃而谈：“以后，在表演的形式和内容上有提升的计

划，比如服装采用古装，还准备再融入现代表演元素

……”

由此联想：人类的活动，横着去看，那是社会；纵

着去看，便是历史。

06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许 苹 校对：马晴春 ▶28823910

2022年 12月 2日 星期五 三江·文潮

清泰灯
王彦宏

■ 原载《今日醴陵》

老街烟火
李亮

■ 原载《今日云龙》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