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宁

11月 27日，在市中心血站机采室，

经过采血护士的体检初筛后，57 岁的

龙正文熟练地挽起袖子，躺在机采床

上。70 分钟后，采血完成，这是他的第

200次献血。

当血站工作人员送上鲜花时，这

位不善言辞的农村汉子露出灿烂笑

容。这一刻，他似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荣光。

“我没有钱可以捐，那就
献血吧”

12 月 4 日，记者联系上龙正文时，

他正在工地上安装不锈钢门窗。电话

那头，钻头声起伏。

“再过一周我就可以去献机采成

分血了，今年我已经献了 13 次。”刚聊

上几句，他便迫不及待地告知自己的

计划。在他眼里，献血似乎是一件不能

耽误的大事。

龙正文来自渌口区淦田镇，文化

程度并不高。初中毕业的他很早就外

出打工谋生，曾开过店，如今靠给别人

安装铝合金门窗维持生计。

他的献血之旅可追溯到 1999 年。

那时，他在市中心广场附近办事，恰好

发现路边停放了一辆流动采血车。出

于好奇，他尝试了第一次献血。

若说第一次只是偶然，之后的坚

持则源于他对“救人”的执著。

“我是个农民，没啥钱可以捐，那

就只能献血。这能救人，对身体也无

害。”龙正文说。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他的献血证

换了一本又一本。从 1999年至今，他已

累计献血 200次。

别人笑他不会“算账”

起初，龙正文是捐献全血，可间隔

周期比较长，一年最多献两次。

2008年 9月，他得知捐献机采成分

血只需要间隔 14天，便加入机采队伍。

每次献血时，他都会和老板请半

天假。这意味着，少干半天活，也要少

挣半天的工资。

“你就是个打工的，献血既浪费时

间，对身体还有害，图什么？”这些年，

不少人笑话龙正文不会“算账”。许多

亲友甚至不理解，他的动力是什么？

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他却毫不

在意。

“我虽然没啥大本事，但也想干点

有意义的事。”龙正文总会暗自这样鼓

励自己。这些年，株洲、长沙、湘潭都有

他的献血足迹。

除了参加无偿献血，他还经常前

往献血点参加志愿服务。

“你看我献血二十多年了，身体好

得很。”每次，他都以自己为例，用亲身

经历给他人提供参考。

再过 3年，他就达到法定献血年龄

的上限，朴实地龙正文想得更多的是，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争取多献几次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顾言心） 入冬后，昼夜温差

增大，天气变得干燥。12 月 4 日，记者

从市妇幼保健院耳鼻喉科获悉，近段

时间该科室接诊流鼻血的孩子明显

增多。

“那个场景真是把我吓死了。”市

民李女士介绍，12 月 2 日凌晨 2 时，正

在睡觉的她突然听到3岁儿子大哭。她

赶紧开灯一看，儿子的鼻子正在流血，

枕头都被染红了一片。见状，她赶紧为

孩子止血，然后又将其送到医院。

“鼻出血的原因很多，包括外部

环境、局部因素和全身病因多方面，

因小儿鼻腔黏膜脆弱，所以较成人更

易出血。”市妇幼保健院耳鼻喉科医

生黄晶介绍，秋冬季节空气干燥，空

气湿度下降，从而刺激幼儿脆弱的鼻

黏膜，导致孩子在这段时间更容易鼻

出血。

孩子出现鼻出血该如何处理？有些

家长习惯用塞纸巾的方法，殊不知这容

易让正在出血的鼻黏膜被摩擦，反而可

能增大出血创面，延长止血时间。

“流鼻血不要仰头，因为仰头并

不能使出血停止，只是让鼻血换了一

个流动的方向，鼻血如果顺着鼻腔往

咽喉和食管倒流，最终会被吞咽到胃

里去。”黄晶表示，若孩子出现鼻出

血，可让其安静坐下，身体稍前倾，张

开嘴巴，用口呼吸，再用手指捏住鼻

翼两侧，朝后脑勺方向挤压 10 分钟。

此外，可采用棉球、明胶海绵、膨胀止

血海绵、凡士林纱条等进行局部填塞

止血。

他提醒家长，要纠正孩子揉鼻、

擤鼻等不良习惯，防止鼻部受伤；要

保持室内空气湿度 50%以上，避免空

气干燥加重出血；要让孩子清淡饮

食，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

正在进行第 200次献血的龙正文。通讯员 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员/曾蓓） 12 月 4

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为

庆祝第 38 个国际志愿者日，该

站联合神农大剧院开展系列活

动，给无偿献血志愿者送去“精

神食粮”。

据悉，本月起，献血者可凭

献血证到城区各献血屋领取神

农大剧院 60 元的代金券，在窗

口购票时可直接抵扣。

神农大剧院自 2016 年开

业以来，持续致力于支持我市

公益事业，已捐赠演出票 7000

余张。明年，市中心血站将与神

农大剧院进行公益联盟签约，

以便惠及更多无偿献血志愿

者，为建设“健康株洲”助力。

不会“算账”的龙正文：
24年献血200次

无偿献血志愿者
将享受一波“精神食粮”

急救 锦囊 气候干燥，小心孩子鼻出血 流鼻血不要仰头，也不能塞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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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黄家浩 刘邓

“自从社区里有了老年大学，我们这些

老年人有了去处，真好。”说起家门口的老

年大学，荷塘区石子头社区的老年朋友们

甭提有多高兴。

为了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老年朋友们对文明城市和文明生活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月塘街道石子头社区

以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为宗旨，

开办了老年大学，让生活在这里的老年朋

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 优质课程送到家门口

每周二，声乐课堂传出清脆悦耳、动听

醉人的旋律；每周三，旗袍班上，学员们或

在动感的音乐声中高视阔步，神采飞扬；或

在静顿之中端庄玉立，从容娴雅……

舞蹈、旗袍表演、声乐、智能手机运用

……翻看石子头社区老年大学课程表，周

二至周四的课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社区

老年大学课程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实用性

和趣味性，激发了老年人潜能与活力。

“课堂就在家门口，非常方便。既能学

习，又能和大家一块活动，太好了。”家住电

力小区的 72岁陈娭毑高兴地说道。

老有所乐 让晚年生活精彩纷呈

去年退休的曾艳，找到社区，提出社区

能否牵头开办老年大学，她说“很多老年人

退休后，一下子闲下来，又没有爱好，精神

头看着就越来越不好”。老年大学能让老年

人培养一个爱好，始终保持学习的状态。在

街道和社区的支持下，社区老年大学就开

起来了，一年学费仅 100 元，由她担任老年

大学校长，负责联系师资和日常管理。

目前，社区老年大学共招收学员 100余

名，“充实脑瓜子、打开话匣子、锻造金嗓

子、跳出舞步子、融入大圈子、生活有乐子”

已成为社区老年大学学员们生活多姿多

彩、精神文化充盈的生动写照。“生活丰富

多了，朋友也多了，并且一点儿不耽误做

饭、接孙子，感觉自己的老年生活特别地幸

福和满足。”学员张爷爷说道。

老有所为 助力基层治理显担当

“自从社区老年大学开办起来后，我们

还明显感觉到老年志愿者增多了。”石子头

社区负责人介绍，“老年大学不光是学知

识，更是把学到的东西用在生活中去服务

周边居民，他们现在不仅是唱歌跳舞的主

力军，也是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的志愿者。”

社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也纷纷化身文明

宣传员、环境监督员、问题巡查员，在小区内

维护停车秩序，劝导居民文明养犬，参加小区

演出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幸福社区增色添彩。

老年大学的“银发学子”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中体现了自身价值，体验到了付出的喜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谭昕吾 通讯员/邓
婵娟）“安全无小事，一定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近日，天元区应急管理

局开展园区专项整治行动，告诫相关责任人要严

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

在嵩山路街道的联合检查行动现场，工作组

发现众欣科技、斯特高新、兔宝宝等对外进行出租

的园区，存在未签订协议、未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等

情况。随即对责任单位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敦促

企业限期整改，并对个别情形严重的园区，通过约

谈、立案等方式进行处理；在泰山路街道新塘社

区、云里社区里，工作组对两处围墙隐患进行现场

勘察，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到现场指导，明确隐

患成因、演变情况及整改建议措施。

今年以来，天元区坚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监

管执法，着眼“执法基线”，着力推进安全生产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为辖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截至目前，企业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

35 个，已全部完成整改；部门检查企业 2681 家，发

现重大事故隐患 98 个，已完成整改 88 家；帮扶指

导重点企业 95 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 12

家；政府负责同志现场督导检查 130 次，安委会成

员单位对企业宣训 78次，开展督导检查 42次。

老年人在社区老年大学上课。通讯员/刘邓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常

剑） 12 月 4 日，记者从石峰区交通运输局获悉，

今年，该区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全面整治

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截至目前，铁路沿线安全隐

患已全部完成，共计完成隐患整治 107 处，解决了

铁路沿线私搭乱建、电力安全隐患、通道严重不

足等问题，铁路路域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大

大提升。

今年，根据省、市总体部署，由石峰区铁路安

全环境治理协调小组牵头，区交通运输、城管、农

业农村等相关成员单位和铁路沿线各镇街围绕

“安、畅、绿、美”整治标准，通过“双段长”机制，组

织督促路地双方对照任务清单、倒排时间表，现

场踏勘、制订“一对一”整治方案，集中力量开展

整治。

响石岭街道金盆岭社区大坝街小区京广线

K1615+500-700m 处，有 3 棵高大的梧桐树，根部

已枯萎形成空洞，随时有倒伏风险，严重危及周边

居民及铁路运行安全。今年 7 月下旬，接到交办函

后，响石岭街道仅用 1 天就完成整治，彻底消除隐

患。截至 10 月 31 日，石峰区保质保量完成整治任

务，拆除或加固飘浮物 8000 余平方米，拆违 3200

余平方米，清理树木 20 余棵，清理垃圾 200 余吨，

复绿 50000 余平方米，铁路沿线不再脏、乱、差，人

居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观，沿线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12 月

1 日至 12 日，来一场新潮、绿色、有创意的赶集

之旅！记者从芦淞区建设街道办事处了解到，

文艺巷将连续 11天举办“快闪”活动，包含汉服

素人改造、布艺手作、民俗演出、创意快闪等。

此次“快闪”活动共设十二项内容，由建设

街道办事处策划推出。目的是让游客在市集中

歇得住脚、留得下步，以文艺气和烟火气的基

调，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宣传城市文化的

一个美好注脚。

文艺巷是一条复古老街，浓缩了株洲的自

然、历史与人文。文艺巷同时也是一条时尚老

街，焕发着青春现代的活力。随着多年的发展，

文艺路、老武装部路、百纺路、唢呐巷等街巷逐

渐形成“文艺巷街区”。至今已有创意菜、咖啡、

文创、花艺、宠物、服饰等不同业态特色商铺 52

家。

捧一杯烤奶，选一幅书画，买一串挂件，为

平凡的冬日簪一朵花，12 月 1 日至 12 日，琳琅

满目的文创市集，新意迭出的手作沙龙，配上

精致的四方美食，超级出片的打卡圣地等你来

体验。建设街道办事处将不定期举办集市、展

览等文化活动，为大众呈现更有文化、有情怀、

有内涵的文艺巷，为文艺巷持续火爆的文旅气

质增添更有含金量的文化附加值。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张
川） 为进一步加强冬季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12 月 2 日，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在白关镇龙凤庵村

如约举行。

活动特别邀请到了芦淞区交警大队为村民

朋友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讲身边实例，讲农

村摩托车、老年代步车的道路安全知识，并与村

民互动发放骑行头盔。通过这次的宣讲能让各位

村民朋友们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有新的认识，让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种子在每一位村民心中生

根发芽。

芦淞区司法局、芦淞区人社局在展位上积极

与村民互动，通过有奖问答向村民普及相关法律

知识，村民热情高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村

内矛盾纠纷调解制度等方面广泛宣传，并发放宣

传资料和纪念礼品。现场还举办了芦淞区非遗展

览，北张正骨、苦竹根雕龙、百井剪纸、青山大筒等

展览，引发村民阵阵赞叹。

在各单位和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活

动内容更加丰富，法治宣传更加全面，极大的增强

村民的法治意识，尤其是在道路交通安全和电信

诈骗等直接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为村民普

及防范知识，特别有意义村民参加人数达到 400

余人。

月塘街道:

社区老年大学 圆了银发学子“大学梦”

天元区：

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优化企业经营环境

石峰区：

完成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整治107处

芦淞区：

交通宣传进农村 共话安全零距离

建设街道：

文艺巷“快闪”邀你来打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谭盼盼）“感谢你们，让我在半年内减

掉了 75 公斤，整个人脱胎换骨了。”近日，

省直中医院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医师贺彦

宇收到了一则来自澳大利亚的致谢微信。

致谢者欧女士是一名澳籍华人，体重曾

达到170公斤。由于严重超重，她出现了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每晚得靠呼吸机才能入

睡。此外，她还患有胰岛素抵抗、高尿酸血

症、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症状。

种种疾病将欧女士折磨得苦不堪言，

她曾想在国外进行减重手术。可在国外就

医，不仅预约排队时间长，费用也不低。

在亲友的建议下，她回到国内，慕名来

到省直中医院肝胆胰脾外科。

经检查，欧女士的 BMI 达到 66，属于

重度(病态性) 肥胖。这种肥胖不仅会让她

容易患上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还

会让她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欧女士病情严重，肝胆胰脾外科

团队立即联合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

等科室，对其进行术前评估、功能锻炼等，

并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最终，欧女士顺利完成手术。术后不

久，她便可以脱离呼吸机，高尿酸血症也得

到改善。

贺彦宇介绍，近年来，随着肥胖的患病

率显著增加，对于一些因肥胖导致并发症

的患者，减重手术是减轻体重，改善并发症

的有效方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朱卫健） 当前，我省季节性儿童支原

体肺炎呈上升趋势。为发挥中医药在儿童

肺炎支原体肺炎防治中的特色作用，11 月

30 日，省卫健委、省中医药局、省疾控局组

织中医药专家制定了《湖南省儿童肺炎支

原体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2023 年版）》

（以下简称《方案》），为家长支招。

据悉，支原体肺炎属中医“肺炎喘嗽”

范畴。时令之邪由口鼻或皮毛而入，闭阻肺

气，郁久化热，灼液成痰，痰阻气道，肺气不

得宣畅而发为本病。

孩子该如何预防支原体肺炎？该《方

案》给出了一个推荐方：生黄芪 10克、炒白

术 6 克、防风 5 克、芦根 10 克、金银花 6 克、

连翘 6克、藿香 6克、甘草 3克，每日 1剂，每

剂煎煮 2次，煮沸后 10分钟倒出药液，混合

成 200毫升药液，餐后温服，每日 2次。以上

剂量为 7 岁及以上儿童推荐剂量，其他年

龄段儿童酌减。

值得一提的是，该《方案》还建议孩子

选择外治法治疗支原体肺炎，例如敷背疗

法、穴位贴敷、小儿推拿、拔罐技术、中药熏

洗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
员/谢文） 近日，72岁的李奶奶因胆囊多发

结石疼痛难忍住院，株洲天元医院成功实施

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手术，助其恢复健康。

前段时间，李奶奶多次上腹部疼痛难

忍，伴恶心、呕吐等症状。经过检查发现，其

患有胆囊多发结石伴急性胆囊炎、急性胰

腺炎、高血压病 2级。

“胆囊炎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胰腺

炎更是致命的威胁，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多

脏器功能衰竭乃至生命危险。”该医院外科

主任胡建飞说，考虑患者的胰腺炎症状持

续加重，并反复发作，保守治疗已经无法有

效解决问题。

该医院外科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并与

家属商议，最终成功实施了腹腔镜下胆囊

切除术。术后次日，李奶奶便能下床活动。

胡建飞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高

龄以及超高龄患者越来越多，高龄并不是

手术的绝对禁忌，只要做好手术前的充分

准备，排除手术禁忌症后，仍然可以实施手

术治疗。

另讯：
近日，张奶奶的家属将一面写着“仁心

仁术、医技精湛”的锦旗，送到天元医院外

科医护人员手中。

89 岁的张奶奶因为意外摔伤导致右

髋部疼痛，入院诊断为右股骨颈粗隆间粉

碎性骨折。考虑其年纪已高，且有冠心病、

支气管肺炎等多种基础疾病病史，医生为

其进行了个性化治疗方案。目前，张奶奶已

顺利出院，疼痛明显减轻。

外国女子重达170公斤 要靠呼吸机入睡
株洲医生成功为她进行减重手术

用中医药防治儿童支原体肺炎
省里定了方案

七旬老人并发胆囊炎、胰腺炎
医生全力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