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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前，醴陵市以“乡情”为纽
带，邀请大批醴籍湘雅医院专家回
乡交流看诊，拉开了“湘雅乡情·专
家醴陵行”活动的帷幕。

7 年来，这项活动持续升级，来
自湘雅、协和、北京儿童医院等国内
知名医院的 232名医疗“大咖”组成
豪华“帮帮团”，进驻醴陵，坐堂接
诊，用医者仁心呵护瓷城百姓健康。

232位名医来醴陵坐诊

“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国内顶级儿科专家的医疗服务，
孩子的手术很顺利地完成了！”来
自明月镇的杨先生欣喜地说。

4 月 2 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张
廷冲教授，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
东医院（以下简称湘东医院）建立

“小儿外科名医工作室”，并开展坐
诊。杨先生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为
孩子报了名，当天得到张廷冲教授
面诊。

前一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院柴文昭教授同样在湘东医
院设立“重症医学科名医工作室”。
这些“名医工作室”的设立，标志着
醴陵“湘雅乡情·专家醴陵行”活动
的逐步升级。

2016年，醴陵市开展“以乡情为
纽带”的“湘雅乡情·专家醴陵行”活
动。依托醴籍乡情，定期邀请湘雅医
院、省人民医院等醴陵籍医疗专家，
返乡支持家乡的医疗事业，缓解百
姓看病难问题。

源于乡情，又不止于乡情。7 年
来，这个专家“帮帮团”不断扩大，由
最初以湘雅医院的醴陵籍专家为
主，慢慢扩大到协和、北京儿童医院

等 15 家省级重点医院，专家人数也
由最初的25人增至232人。

现在每周至少有 20 名以上专
家在醴坐诊、查房、手术、教学。“湘
雅乡情·专家醴陵行”已成为醴陵
的一块品牌，赢得了广泛点赞。

名医带名徒，医术再升级

今年来，醴陵市卫健系统进一
步探索柔性引才用才办法，以打造

“名医工作室”为载体，吸引国内顶
级专家走进醴陵，提升本地医疗水
平，为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4 月 6 日，柴文昭教授以“线上

MDT”的形式为湘东医院重症医学

科进行了一例疑难病例讨论。一名

62岁的男性患者因纳差、反复发热，

到湘东医院肿瘤科就诊。柴教授对

患者病情分析后，指导患者接受下

一步治疗。

以此病例为蓝本，柴教授详细

阐述了重症医学科的整体发展方

向，对危重患者抢救流程作了深入

而专业的指导，同时对重症患者的

液体管理、脓毒症集束化治疗等方

面做出了精辟入里的教学。

“柴教授的讲解，让我有茅塞顿
开的感觉，开拓了视野，提升了临床
思维能力。”湘东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陈静波说。

湘东医院宣传科科长刘朝辉表
示，“名医工作室的专家在醴陵不定
期坐诊，碰上疑难杂症也可以与专
家进行线上讨论，为患者制定出最
佳的诊疗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传帮带的方式，培养出自己的名
医。”

专家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不断加强对医院指导，加
强专业知识培训，提升了危重症和
疑难病种的诊治及多学科综合救治

能力。各医院优选了一批水平高、能
力强的医生全程跟班，中医名家张
涤、儿科专家余小河等十多名专家
在醴设立工作室，收徒40多人，促进
了醴陵医疗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学科，建成“五大中心”

“过去醴陵没有小儿外科，患者
只能去外地就医，有了张廷冲教授
的指导，我们才有了建立小儿外科
的条件。”刘朝辉说。

“小儿外科名医工作室”在湘东

医院建立后，健全了醴陵市医院与

国内顶级专家沟通联系机制，弥补

了小儿外科的能力不足。目前，醴陵

市早产儿救治时间比原来提前了一

个月，7 个月的早产儿成活率大大

提升。

这些年，“湘雅乡情”专家在坐

诊的同时，先后帮助醴陵市建成了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新生儿救治中

心“五大中心”。

借助专家技术力量，醴陵市还

启动“学科建设”活动，重点推进多

学科联合肿瘤诊疗中心、康复治疗

中心、肝胆胰诊疗中心、泌尿外科疾

病诊疗中心建设，学科建设成效

明显。

近年来，这些专家们完成原来
无法在本地进行脑动脉瘤、癌症切
除术等各类手术 200 余台次，本地
就 诊 率 由 2015 年 的 88% 提 高 到
2021 年的 93.85%，基本实现了“大
病不出市、小病不出镇”的目标。

截至目前，医疗专家们来醴共
坐诊 8316 次、讲座 453 场次、手术
5310次、医疗救治 7.09万人，惠及醴
陵及周边县市群众 14 万余人，直接
为群众减免医疗费用 4600余万元，
获得了群众的广泛称赞。

“湘雅乡情·专家醴陵行”活动有了豪华“帮帮团”——

“名医大咖”来坐诊
优质资源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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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岳峰镇
多举措保早稻播栽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高冰捷
刘旺） 受春旱影响，渌口区古岳峰镇早稻播栽相对滞
后，连日来，该镇趁着降雨天气，想方设法蓄水，通过抽
水解决翻耕、播种等用水难题，全力保春耕生产。

4月 21日下午，记者走进三旺村，只见田间地头的
旋耕机来回穿梭，与之相邻的向阳村，几位村民将裤腿
挽至膝盖，踩进泥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淤泥过深，
机械翻耕容易下沉，只能人工挖。”村民介绍。

古岳峰镇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末端，受地质、气候影
响，水资源较缺乏，加上镇内土壤以红壤砂岩为主，难以
蓄水，地下水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匀。自去年 7月起至
今，该镇出现夏、秋、冬、春连旱的罕见旱情。

“去年 4 月中旬，镇里的水库、山塘都是满库容状
态，而今年同期蓄水量仅为去年的 22%，加上去年下半
年大旱后，土壤渗水严重、耕作层不保水，很多农田在今
春翻耕后再次干裂，秧苗、种谷面临无法下播的困境。”
古岳峰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唐磊介绍，为保证早稻生产，
该镇一方面组织镇村干部、发动党员群众对灌渠进行清
淤，提高供水效率，另一方面采取“分级提水”的方法，从
水库抽水到不同的塘堰，再从塘堰抽水到田地，以“远
水”解“近渴”。

“我们村有 3个粮食监测点，3号点的田是小田、高
岸田，因去年干旱严重，今年难以蓄水，缺水情况最严
重。”向阳村党总支书记马新田介绍，该村铺设电缆线
400多米，水管500多米，24小时不停抽水保证灌溉。

据了解，今年该镇粮食生产任务总面积44309亩，早稻
种植面积9740亩，其中集中育秧面积6952亩，目前该镇已
组织20台水泵、6000米管道、6000米电线用于各粮食监测
点和各村的春耕水稻种植。

谷雨时节到 农机助春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雷丽）

眼下正值谷雨时节，是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好
的时节。近日，茶陵县界首镇火星村种粮大户贺建兵聘
请当地70多位村民，开足马力插秧作业。

在贺建兵承包的农田里，村民忙着平整水田、起苗、
取秧、补秧，抛秧机和插秧机轮番作业，不一会儿功夫，一
排排秧苗就插好了，水田好像披上了一层淡淡的新绿。

这是贺建兵今春最后一批早稻插秧，全部插秧工作
将在4月底完成。“我们今年生产早稻双季稻900多亩，预
计在这一个星期全部完成插秧工作，一般我们的早稻产
量是 1000斤，去年干旱影响了我们的产量，今年风调雨
顺，我们把水渠也搞好了，今年交付给国家粮食预计达到
1200吨，为国家的粮食安全贡献微薄之力。”贺建兵说道。

近年来，茶陵县逐步推进粮食生产机械化作业，全县
水稻种植机械化率达80%以上，目前全县300余台农机具
参与春耕作业。今年该县水稻生产计划面积约55万亩。

4 月 22 日，炎陵县霞阳镇石子坝村水果种植基地，村民们

忙着为柰李疏果。近年来，该村围绕“三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水

果种植，现已发展柰李、黄桃、杨梅等水果种植面积 1680 亩，年

产量达 680多吨，水果已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果”。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摄

水果基地疏果忙

攸县：首个工业项目实现
“竣工即交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晓聪 黄星 彭亮霞）
“以往需要2个月以上才能办结的竣工验收备案和房屋不动产权
属登记，现在5天就顺利完成了，攸县的营商环境真是越来越
好！”近日，顺利拿到项目不动产权证的湖南旭日陶瓷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说。据悉，这是攸县今年办结的首个“竣工即交
证”工业项目。

产业项目从竣工验收阶段到房屋不动产首次登记，审批事项涉
及20多个部门，一般需要2到3个月才能办结。今年，攸县行政审
批局在深化“拿地即开工”的基础上，整合工程竣工涉及的规划、
土地、人防、消防、验收备案等多个审批事项，在县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一个专区集中审批，通过优化流程、精简资料、全程帮代办、
督促部门快办等方式，将审批时限基本缩减至10个工作日以内，大
大缩减了审批时限，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

该县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攸县围绕企业项目全
生命周期审批服务，实行一个专区集中受理和审批，一套班
子统筹调度，一个专班开展帮办代办，一套机制简化流程，
为企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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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姚威

株洲地下，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拨乱
反正”。

城区管网雨污分流错混接改造，全面
启动！

让雨水、污水在地下“各行其道”，是城区
治水的关键一环，是“还清于民”的治本之举。

纵向看，海绵城市国家级试点机遇加持，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助力，株洲高规格、高水平
推进雨污管网治理；

横向看，各地都在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治水就是治城，治城必先治水”已
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认同。

“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谋千秋万代之
事，施工过程中，对市民出行等方面造成影
响，还请大家多多包涵、理解，我们一定尽早
尽快尽量干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干出新气象，唯有上下一心。

“大兵团攻坚”
把时间拨回一个月前。
3月 29日上午9点，天元区群丰镇，一处

紧邻湘江的空地上，一场集中开工仪式在雨
中拉开帷幕。不久后，空地将会“长”出一座污
水处理厂。

这是株洲历史上首次海绵城市及雨污分
流项目集中开工。

一般来讲，“集中开工”多见于“挑经济大

梁”的重大产业项目。而这次，大众稍微陌生

的海绵城市和“雨污分流”做了主角，足见项

目之重。

这次项目集中开工类型包括雨污分流改

造、海绵型建筑与小区、海绵型道路与广场、

海绵型公园绿地、能力建设等五大类共 10个

子项目，总投资约33.4亿元。

各区政府负责人，市发改、财政、资规、生

环、水利、城管等部门负责人，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等悉数到场。

这是发令枪。去年 6月 1日，株洲在全省

独得眷顾，获评全国第二批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破解突出难题、形成

株洲经验、作出株洲示范，要实干，也要氛围。

这是一把火。在关键之年，干非常之事，

破解雨污治理各自为战，唯有紧密联动、共同

推进，方能搬走“雨污合流”这座压在株洲头

上的大山。

这是冲锋号。保护湘江不留余力，黑臭水
体治理“动真碰硬”，株洲成绩有目共睹。但，
治水必是久久为功，成绩还需从根子上巩固。

看具体的项目。群丰污水处理厂一期及
配套管网、枫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
城区管网雨污分流错混接改造，三大子项共
同组成“株洲市中心城区污水系统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补齐株洲城区治水最重要一块
拼图。

海绵城市，株洲路径清晰可见：“一协同
三示范”，老工业城市“海绵化”与城市更新
协同推进，都市圈生态共治示范，洪涝污系统
化治理示范，全要素精细化管控示范。

“把海绵城市理念融入雨污分流改造，又
在雨污分流改造中实践海绵城市理念，打造
会呼吸的“制造名城”，让先进产业有依托，让
人们有眷念。”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大兵团治水”，开创全省生态环境保护
新局面，株洲坚定再出发。

两大港口全面“手术”
4月 26日，天元区陈埠港，机械不停，工

人穿梭，一个大型调蓄池已经初现雏形。
陈埠港是天元区主要的城市内港之一，

此前因为雨污分流不到位、河西污水处理厂
能力不足，导致生活污水溢流进湘江，部分未
进入湘江的生活污水，也因在排渍站附近的
港渠、水塘长时间聚集，造成水体严重黑臭。

经过多年治理，陈埠港有了一定改观。这
次，株洲要彻底还陈埠港“水清岸绿”。

陈埠港水环境治理项目，范围大约由建
宁大桥—芦淞大桥—神农城围成一个扇形
区域。

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黑臭

在水体，污染在岸上。

斩断源头，陈埠港区域 68个小区及 2个

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控制过程，陈埠港区域

补齐 5公里端头管网，改造 414处错混接点，

修复1700处管网。

当然还有部分类似调蓄池等末端治理设

施。今年的设施建设完成后，明年陈埠港将迈

向小游园，成为一座生态休闲场所。

株洲，古称建宁，城区也只有一条“建宁

港”。它横跨荷塘、芦淞二区，流域面积达36.9

平方公里。城市扩张遥遥领先于管网建设，建

宁港受到侵袭，水系污染日益严重，古港道一

度成为市区最大的生活污水接纳体。

2019年，建宁港综合治理开工。16个月全

力以赴，港口大变样。到2021年年底，在港口
开阔水域处，管理方不得不竖牌子告知市民：
不准钓鱼。

就大功告成了吗？源头跟过程关，风险并
未解除。这次，株洲要“连根拔起”。

4月26日上午，石宋路，小型机器正在掘
开路面，身穿红马甲的作业人员调度不停。新
一轮建宁港治理全面铺开。

“新建29公里污水管道，改造近600处混
错接，修复400处管网，小区内改造面积接近
5平方公里。”施工方中国安能科工现场负责
人邹巨航介绍。

经此一役，建宁港真正告别黑臭，则指日
可待。

建设过程怎么管？
建好之后谁来管？

在石宋路项目现场，一个立在一旁的摄
像头引人注意。它的存在，可以最大限度保
证，管网工程受监督。

仅陈埠港跟建宁港区域的雨污管网混错
接就超过 1000 处。而在我们双脚站立的地
下，都可能存在混错接的雨污管道，这是黑臭
水体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个问题，各个地方都存在，客观地说，
地下管网施工，实施过程确实不好控制，因为
它在地下。”株洲市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外才说。

地下雨污管道权属多样，制度化集中统
一管理缺位，多头管理往往造成争权诿责，以
致养护不勤，故障频发。又因为其本身的工程
也属性，导致管理难题。

“一根管网施工，假如做到了 80%，晴天
没事，雨天没事，但暴雨时就出了问题，能去
找谁？能说是谁的问题？”市内一位多年从事
地下管网研究的业内人士说，“如果说施工方
有问题，那么后续所有人都有责任。

而在陈外才看来，它是埋在地下的，看不
见的，隐患爆发是滞后的。他说，“终究来讲，这
是个良心工程，必须也要是‘一把手’工程。”

于是，就有了工地摄像头。“作为甲方，我
们只是尽最大努力让整个管网建设或改造过
程可控，最大程度保证工程质量。”陈外才说。

三分建，七分管，建好之后如何确定一方
统筹集中管理，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据悉，
目前，这一事项已经提上议程。

事实上，已有先行者。深圳、浙江等地
设立管网管理中心，安徽六安探索成立“水
管家”等经验，也为株洲下一步动向提供
指引。

“好在，株洲地下雨污管网经过多年治
理，压力已经减小了很多，不像别的地方完全
乱做一团，这也是我们相信一定能把株洲打
造成全国样板的原因！”陈外才说。

雨污合流 全面“纠错”
相关部门：造成不便 敬请市民多多谅解

株洲雨污分流改造，要更多“四力”
吴楚

株洲雨污分流改造，要有更强凝聚力。如前

文所言，这是“良心工程”，也应是“一把手”工程，

各方力量必须拧成一股绳，真正实现“一盘棋”。

还要有更强的创造力。我们的干部，要

在政策范围内，试点空间内，大胆探索，敢于

实践，真正形成“株洲经验。“

当然，也少不了魄力。虽然过去有过成

绩，但已然要直面问题，闻过则喜，以更大的

决心，攻下“硬骨头”。

最后，也呼唤更强的合力。部门尽快干，

少给市民生活添堵，也期盼市民多理解配合

施工，项目完工后，也希望人人都爱护来之

不易的成果，真正形成全民参与治水、爱水

护水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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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陈埠港，机械不停，工人穿梭，一个大型调蓄池已经初现雏形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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