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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黄红斌

她常年与腐肉、臭味相伴，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脏和

累；她身怀绝技，既懂护理也懂治病救人，还不时分饰心理

专家的角色。

她是市中心医院伤口造口治疗师周金花，一位为患者

守护“隐秘伤口”的天使。

通过严苛考核，获得国际认证
伤口造口治疗师，这个职业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

近年来，随着直肠癌、膀胱癌等疾病发病率的上升，部分患

者术后需要在腹部外加人工造口进行排泄，这类病人被称

为“造口病人”。

事实上，一些患者在 6个月左右会取下临时造口恢复正

常排泄，但部分造口会终身伴随，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出现底

盘脱落、皮肤溃烂等问题。

有人说，伤口造口治疗师就是悉心护理患者“隐秘伤口”

的第一人。因为造口形似玫瑰花，他们也被称为“玫瑰守护者”。

2021年，通过重重的严苛考核，周金花获得国际造口治

疗师认证。彼时，我国取得国际认证的伤口造口治疗师不过

千余人。

作为一名专科护士，她每天需要面对各类伤口病人，例

如慢性难愈合伤口、糖尿病足、下肢动静脉溃烂……伤口虽

小，门道不少，因为不同的伤口有着不同的护理方式。周金

花需要先判断每位患者的病因，再分析感染的情况，最后给

出合理的治疗方案。这意味着，她需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和

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充满了动力。”周金花说。

从“小护士”成为“大专家”，年接诊量超
过8000人次

“刘嗲嗲，造口袋一开始不要剪太大，以免粪便流到皮

肤上……”10 月 9 日，在市中心医院伤口造口门诊，护士周

金花一边细心嘱咐患者，一边麻利地操作着。

只见她先在造口周围撒上一层护肤粉，涂抹均匀后喷

上皮肤保护膜再轻轻抹上专用防漏膏，接着将剪好的造口

袋严丝合缝地套上，动作轻柔、流畅。

“谢谢你，周医生！”眼见周金花仅用几分钟便帮自己换

好造口袋，刘大爷连连称赞。

“您别误会，我是一名专科护士。”周金华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道。

事实上，作为一名伤口造口治疗师，周金花早已打破了

人们对护士的固有印象。每周一至周六，她需要像医生一样

独立坐诊。值得一提的是，她还能解决不少让患者和外科医

生头疼的问题，例如造口回缩、粪性皮炎、造口肠管粘膜与

皮肤分离等。

正是由于技术过硬，慕名而来的患者不少。有时，周金

花一天要接诊 90余人次，一年下来，其累计接诊量超过 8000

余人次。

坦然面对腐烂、恶臭，让患者活得有尊严
有人说，要做好伤口造口治疗师，首先要过自己的心理

关，当各种各样的创面呈现在眼前，甚至是腐烂、恶臭，他们

也要坦然面对。

有一次，周金花遇到一位七旬压疮患者张师傅。接诊

时，她发现该患者臀部压疮的异样，破开黑痂，一股恶臭扑

鼻而来。

“那场面和气味，说实话，我们家属看了、闻了都吃不下

饭，但她很敬业，一点一点把烂肉掏出来，没有一句怨言。”

张师傅的爱人回忆道。

没有丝毫嫌弃，周金花花了一个多小时，专注地把腐肉

慢慢清理干净。最终，她发现这个疮口已大到能放进一个孩

子的拳头。这种情况如果再不及时处理，极有可能会引起骨

髓炎、败血症、脓毒血症。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周金花每天为张师傅清理两遍疮

面，再用上各种专业疮口护理手段。慢慢地，患者的压疮部

位就长出了新鲜的肉芽。

然而，与一般的手术患者相比，“造口”患者似乎承担着

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们腹壁上挂着“人工肛门”，无法随

意控制排泄物，身上总有一股异味，往往会有自卑情绪，甚

至会走向抑郁、自闭。

“相比其他专科护理，我所做的事情可能更脏、更累、更

杂，如果我在护理过程中都紧皱眉头，一脸嫌弃，无异于在

患者内心的‘伤口’上撒盐。”周金花坦言道，让患者活得有

尊严是她矢志不渝的追求。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我从

未想过医生会为我们考虑得那么周全，感谢您的善良和担

当！”近日，在一个回访电话中，市民张女士连连对省直中医

院中心 ICU主任彭祝军致谢。

原来，张女士来自炎陵，10 月 2 日晚上，其身患肝癌晚

期的父亲因消化道出血而昏迷。当晚，她将父亲转入省直中

医院重症医学科救治。

接诊后，彭祝军立即组织10余名专家开展多学科会诊。部

分专家表示手术指征明显，建议手术治疗。可也有一部分专家

认为，患者基础疾病多，病情复杂，即使没有胃肠穿孔，生存时

间也不会超过2个月，手术风险高，手术效果不佳，术后改善生

存质量的可能性也不大，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建议保守治疗。

专家们的不同意见让张女士陷入两难，摆在她面前的

是一道难以抉择的选择题。

事实上，张女士是家里的独生女，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生

计，经济状况本就不宽裕，父亲的疾病无疑像一颗定时炸弹

压得她喘不过气。

“从外科手术治疗方面来看，你父亲完全可以进行手术

治疗。但从身体状况、预后效果、人文关怀和家庭经济承受

能力的角度考虑，以目前的医疗手段，无论手术与否，已经

无法让他的病情得到根本性改善，术后他需要靠仪器维持

生命，生活质量极低，并且随时可能走到生命的终点。为避

免出现人财两空的局面，建议您选择姑息治疗。”关键时刻，

彭祝军为张女士给出中肯建议。

他的一席话让张女士一家人最终选择放弃手术治疗，

决定回去好好陪父亲走完最后的日子。

“放弃无用的治疗，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这在目前的

中国，在老百姓心里，还需要接受的时间与空间。”彭祝军

说，他希望自己在创造生命的奇迹，也要有勇气引导身边的

人去选择尊重生命本身。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孩

子都发热好多天了，吃了退热

药体温就降下来，四五个小时

后又升上来，咳嗽也越来越

重 ，到 底 怎 么 回 事 ？”10 月 8

日，在省直中医院儿科，看着 7

岁儿子乐乐咳个不停，市民张

女士心急如焚。

接 诊 后 ，医 生 通 过 肺 部

CT 检 查 发 现 ，乐 乐 的 右 肺

“白”了一小块。由于病情紧

急，乐乐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入院后，医生通过验血及

痰呼吸道病原检测发现，乐乐

患有肺炎支原体感染导致的

肺炎。

“肺炎支原体不是细菌，

也不是病毒，是目前发现的自

然界中能独立存在的最小微

生物。”省直中医院儿科副主

任医师袁应兰介绍，儿童是肺

炎支原体易感人群，当孩子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持续 3天

以上不能缓解时，应引起家长

警惕，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

查，尽早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头孢、青

霉素类药物对支原体感染治

疗效果欠佳，家长切勿轻易给

孩子服用。一旦确诊支原体感

染，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治

疗。

如何预防肺炎支原体感

染？袁应兰提醒，目前没有预

防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疫苗。预

防肺炎支原体感染，最重要的

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居家

要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经常用洗手液流水洗手，

多进行户外活动，但应尽量远

离人群密集的地方。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 婴

幼儿出现腹泻、呕吐症状，许

多家长会认为这是由胃肠炎

引起的。殊不知，这可能是因

为孩子出现肠套叠。

几天前，4 个月大的亮亮

突然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一开始，父母以为他只是患上

肠胃炎，就给他喂了一点药，并

未就医。不料，几个小时后，亮

亮的病情逐渐严重，剧烈哭闹

且呕吐不止，甚至出现了像番

茄酱一样的大便。这可吓坏了

亮亮的父母，他们赶紧将孩子

送到市妇幼保健院外科就诊。

经过超声检查，医生发现

亮亮出现了肠套叠。

“肠套叠是婴儿时期特有

的最常见的急腹症之一，以秋

冬季多见。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腹泻、肠炎、饮食改变或高热

等致使肠蠕动的正常节律发

生紊乱所致。”市妇幼保健院

外科主任刘志新介绍，此病发

展快，若不能早期发现和及时

治疗，套叠部分肠管的血液循

环就会受阻，肠壁发生坏死和

穿孔，甚至致死。

据悉，儿童肠套叠一般分

两个阶段治疗，首先会进行空

气灌肠，一是进一步明确肠套

叠的情况，二是通过对肠管产

生压力达到肠道复位的目的，

如果空气灌肠无法复位，再行

手术治疗，努力将孩子的创伤

降到最小。

查明病因后，刘志新立即

为亮亮进行空气灌肠复位，可

灌肠后仍未见套叠肠管复位。

无奈之下，他们决定为孩子进

行肠套叠复位手术。所幸，这

场手术很成功。

刘志新提醒，如果小儿出现

阵发性哭吵、腹痛、呕吐、血便、

腹部包块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伤口造口治疗师周金花：
为患者守护“隐秘伤口”

周金花在为患者处理造口。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摄

孩子总是咳嗽
可能是肺炎支原体作祟

4个月孩子呕吐、腹泻
竟是肠套叠

一道难以抉择的选择题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谢莹

“过去小区里到处都是黄泥巴水，现在绿意盎然，

越来越漂亮，设施也越来越齐全，变化太大了。”10 月

8 日，石峰区响石岭街道万泥塘社区樱花地带小区居

民张晓春兴高采烈地说。

樱花地带小区曾是问题小区，管理混乱，矛盾不

断，为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1+6”模式落实落地，响

石岭街道以该小区为试点，积极构建四方联动治理格

局，破解小区治理痛点和难点，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

新格局。

成立新业委会，解决治理难点和痛点
漫步在樱花地带小区，目之所及之处，车辆有序

停放、道路干净整洁，成荫的绿树下，三三两两的居民

悠闲地拉起家常……社区面貌呈现出勃勃生机。

樱花地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石峰山下，现有常住

居民 489户，临街门面 10余间。10年时间，该小区换了

7家物业公司，选举了四届小区业委会。随着上一届业

委会的辞职，小区治理曾一度出现混乱局面。

小区主变电箱破损失修，常年依赖备用电箱运

行；物业不作为，居民矛盾积压，经常在微信群相互谩

骂；基础设施陈旧、公共配套缺失、路面破损日益严重

等问题，成了居民“心中所急”，也成为了社区治理的

难点和痛点。

在多方合力推动下，今年 5 月，该小区克服种种

困难，冲破重重阻力，选举了新的业委会，改善了近一

年来没有业委会的混乱局面。新成立的业委会，紧盯

群众所急所盼，紧盯民生实事，围绕小区管理难题，迎

难而上，以党建引领为社区“旧貌换新颜”按下“快进

键”。

党建引领，“微项目”激活小区治理新活力
主配电箱如何修缮？小区环境如何改善？

为了让居民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新一届小区党

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小区党支部领办小区治理“微

项目”活动，居民通过“微项目”点单模式来表达诉求，

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收集、整理居民意见和诉求共

70多项。

“主配电箱损坏近一年，小区用电一直依靠备用

电箱，随着用电进入高峰期，一旦出现故障，会导致整

个小区没电，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居民集体点单的

这个急难愁盼，小区党支部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

组织业委会成员、物业公司、居民代表一起召开“四方

议事会”商议，确定由小区业委会“接单”。

樱花地带小区党支部书记钟建平说：“因考虑到

修缮费用需要近 3 万元，小区党支部和业委会多方筹

集缺口资金，资金到位后，联合电力部门到现场查察，

制定修缮方案，7月中旬，市电力部门派专业电工对小

区主配电箱进行修缮，7月底，该‘微项目’改造完成。”

推行“物业+志愿”模式，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

走进樱花地带小区，沿着主路向前，能看到一座

被藤蔓缠绕的凉亭，透着岁月的痕迹，工作人员正在

进行整修。“修好之后，这是我们休憩、聊天的好去

处。”站立在一旁的居民充满期待。

“修主配电箱、电梯、凉亭；新建活动舞台；改善小

区环境；举办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业委会主任

陈正全介绍，“针对小区历史遗留问题，我们逐一解

决，获得了居民的肯定。”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居民，樱花地带小区推行“物

业+志愿”模式，党支部通过招募社区退休党员、物业

工作人员、居民代表、贤能人士等成立小区治理志愿

服务队，发动居民群众参与小区党支部的小区志愿活

动，还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为独居老年人和高龄老

人、残疾人义务理发，让居民群众感受到“党员就在身

边”。

针对邻里和谐问题，在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来

临之际，小区党支部联合小区业委会开展了一系列便

民志愿服务活动，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游戏中，增进了

邻里感情；开展的理发、磨刀、口腔义诊、测量血压等

便民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参与。

“身有所居，心有所安。今后我们会持续将党建引

领融入小区的日常管理中，发挥党员的力量，加强小

区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的维护，使老旧小区、问题小

区焕发新的活力。”万泥塘社区书记、网格长王瑛说。

响石岭街道以樱花地带小区为试点，积极构建四

方联动治理格局，破解小区治理痛点和难点。

记者/杨如 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袁容

初秋时节，来到荷塘区明照街道明

照村的养殖基地，饲养棚里，成群的羊、

猪、鸡正在进食。池塘里，鸭在啄食、鱼游

来游去。乍一看，这个养殖基地除了稍有

规模，与其他养殖场并无两样。

“事实上，这个养殖基地是明照村第

四党支部爱心养殖基地，全权由支部党

员照看，挣的钱全用在村民小组‘老老少

少’和困难村民身上。”明照村第四党支

部书记沈拥军介绍，3 年前，爱心养殖基

地成立，先后投入了 40 多万元，如今基

地已经有 30 头猪、300 来只鸡、500 多只

鸭、1000多尾鱼。

党支部建了个养殖基地
从荷塘大道拐进明照村的一条小

路，就到了爱心养殖基地。戴上口罩、做

好全身消杀后，才能进入基地。沈拥军介

绍，为了确保基地动物的安全，“外人进

入必须消杀，养殖我们是科学的。”

基地的种养，主要由党支部三位支

委委员负责，他们分别是基地的“猪司

令”“鸭司令”和“羊司令”。

虽然采取传统养殖方式，但养殖基

地又有点不一样，走进来，丝毫闻不到一

点异味。猪栏里大、中、小猪各 10 头，在

悠闲地“踱步”。55 岁的党员汤必强介

绍，每天除了用酒精、消毒液对猪栏消杀

两次外，还得用艾草、石灰水来消毒。对

于猪拉肚子、不进食、长斑点等情况，汤

必强都会“对症下药”，“以前家里就养过

猪，有一定的养猪经验，现在在爱心养殖

基地养了 3 年猪，猪的这些小毛病基本

都会治。”

羊圈搭建在猪栏 5 米外，10 多只羊

悠闲地吃草。“羊司令”汤宁介绍，天气好

时，要拉到外面的草地吃草，“周边 10 多

亩荒地，草也是我们种的。”鸭和鱼采取

的套养模式，鸭饲料则是隔天去湖里打

捞的浮萍，汤小石介绍，“每天凌晨 5 点

半起床，打捞两个多小时浮萍，生态喂

养，更健康。”

沈拥军介绍，“当初党支部想过买苗

给困难户，但村民小组多为弱势群体，能

力有限，给鸡苗、鸭苗，也多会因不会养，

易夭折，损失反而更大一点，所以党支部

决定建个基地养。”

提供技术指导 慰问困难户
今年 60 多岁的沈铁光，因为年龄偏

大，外出务工，找工作难。两年前，他开始

养羊，对防疫、驱虫和治疗这些技术都不

太懂。汤宁和支委委员隔几天就上门一

趟，开展技术指导，“养一只羊，投入成本

不少，如果没养活，损失不小。”

3 年下来，爱心养殖基地，刨去成

本，一年纯利润也就只有两万余元。这笔

钱几乎全用在了在村民小组“一老一小”

和困难村民身上，比如为孩子们开展一

场盛大的“六一”儿童节晚会，重阳节给

敬老院送去爱心物资，在传统节假日对

村民小组的孤寡老人、重疾病家庭开展

慰 问 等 活 动 ，“ 基 本 上 每 次 慰 问 就 要

3000—4000 元，也有一次开销 1 万多元

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10 月 9 日，天元

区三门镇黄田村，村民正在美化道路，修整菜园，紧锣

密鼓地建设幸福屋场。初具雏形的微爱菜园、微爱墙

展，清廉长廊、村史馆、老年活动中心等浑然一体，勾

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这 两 个 月 以 来 ，黄 田 村 幸 福 屋 场 建 设 热 火 朝

天 ，改 变 也 从 区 域 全 貌 延 伸 至 细 枝 末 节 ，这 一 切

的顺利推进都得益于村民积极参与，党群齐心共

建。

“我会铺砖，铺水泥，建设的时候我出工。”“老年

活动中心和卫生室的卫生我来打扫。”在幸福屋场建

设之前，黄田村组织村民召开动员大会，大家集思广

益，建言献策，都愿意筹工筹劳参与建设，就连 70 多

岁的戴启明老人，都争相认领幸福屋场公共区域的保

洁工作。

在建设过程中，黄田村坚持就地取材，利用本地

的竹篱笆、竹条等进行屋场环境美化，保持了原汁原

味的农村风貌。当地村民无偿提供 1栋房屋、2处宅基

地，分别作为老年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和村史馆等学

习及娱乐休闲场所；部分村民还让出自家的菜园和地

坪，用于新建各种配套设施。“幸福屋场建在自家门

口，是大好事、大实事，我们都应无条件支持。”村民们

纷纷说道。

幸福屋场建设是提高村民幸福生活指数的第一

步，接下来，黄田村还将在增加集体经济收入上下功

夫，大力发展香椿产业。“今年新建了 4 个香椿大棚，

助力香椿提早上市，进一步提高香椿产量和效益，在

让村庄庭院美起来的同时，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

来，让村集体的‘腰杆子’挺起来。”黄田村党总支书记

何任奇说。

小区党支部赋能基层治理

樱花地带小区实现“美丽蜕变”

明照村第四党支部：

成立种养基地 收入用来帮扶困难群众

明照村第四党支部支委建爱心养殖基地。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摄

黄田村：

党群共建幸福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