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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动物朋友
炎陵县城南小学2001班 黄钰程 证号：23101870042

指导老师：潘少荣

我有一个特别的动物朋友，你是否能猜出它是谁呢？让我给你一个

谜语：“身穿八卦、脚踏钉耙，胡椒眼睛、锥子尾巴。”没错，答案就是我的

好朋友——乌龟。

在我家的水缸里，生活着两只可爱的乌龟。它们的身上覆盖着“绿

铠甲”，铠甲下是灵活的四肢和好奇的头。它们有着绿宝石般的眼睛，一

张总是渴望食物的大嘴，还有那像弹簧一样伸缩自如的脖子。它们非常

胆小，一有风吹草动，就像害羞的小姑娘一样，迅速地将头和四肢缩进

坚硬的铠甲中，变成一块静止的石头。

这两只乌龟性格迥异。大的那只是个贪吃的家伙，每次喂食时，它

都会兴奋地抬起头，张大嘴巴，一口吞下眼前的食物。如果不满足它的

胃口，它就会把头扭向一边，生闷气，任你如何呼唤，它都装作听不见，

甚至偶尔还会张开嘴巴表示不满。因此，我总是确保它吃得饱饱的。而

小的那只则是个贪玩的小家伙，它时而爬到大乌龟的背上，时而贴在水

缸的玻璃上，时而潜入水底，仿佛在和我玩捉迷藏，总是乐在其中。

有一天，阳光明媚，爸爸决定让两只乌龟出来晒晒太阳。没想到，它

们竟然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龟龟赛跑”。妹妹发现后兴奋地喊我来观

看。我赶紧跑过去，只见它们你追我赶，似乎都想成为这场比赛的冠军。

大乌龟凭借体型的优势一开始领先，但小乌龟不甘示弱，紧紧跟在后头。

虽然小乌龟的动作稍显缓慢，但它毫不气馁，奋力向前。我为它们加油打

气，最终大乌龟赢得了比赛，但小乌龟的坚韧和毅力同样让我敬佩。

这两只乌龟已经陪伴了我两个春秋，它们不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

许多欢乐，还让我学会了如何关心和照顾动物。我会继续好好照顾它

们，让它们在我的陪伴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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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劳动者
栗雨小学2001班 姜雅元

证号：24040150276
指导老师：肖毓芬

珍爱地球
保护自然

美的学校2207班 易佳鑫
证号：24012490238

茶花树的魅力
八达小学三（3）班 贺子怡

证号：24011000119
指导老师：蒋爱萍

有的人钟爱“墙角数枝梅，凌寒

独自开”的梅花，有的人陶醉于“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荷花，但在我眼中，茶花却有着独特

的魅力。

茶花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其

根和花都具有药用价值，堪称一味

良药。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茶花

不仅具有药用价值，更以其美丽的

姿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我家门前就栽着几棵茶花树，

它们一年四季常绿如春，树形圆润，

高度约一米有余。从远处看，它们就

像一个个绿色的圆球，近观则像一

把把巨大的蘑菇伞，为小狗提供了

避暑的佳地。茶花树的树枝粗壮有

力，枝叶繁茂，向外舒展开来。叶片

呈椭圆形，深绿色的叶面宛如一座

座小拱桥，翻过来又像一叶扁舟。叶

片边缘有着细小的刺，摸上去却光

滑而坚硬，轻轻咬一口，既有苦涩，

又带着一丝清甜。

春天是茶花盛开的季节。前几

天，茶花还是花骨朵儿，仿佛害羞的

少女，饱含着力量。如今，一朵朵茶

花竞相绽放，红的、粉的、白的、紫

的、黄的……五彩斑斓，宛如一幅生

动的画卷。每朵花都有六到七片花

瓣，它们紧紧相依，形成一个碗状，

犹如少女们的百褶裙。春风轻拂，花

儿们便随风摇曳，散发出淡淡的茶

香，弥漫在整个院子里。蜜蜂们纷纷

前来采蜜，嗡嗡作响，为这宁静的春

日增添了几分生机。

当被问及为何喜欢茶花时，我

答道：“因为它特别，因为它美丽。”

茶花的独特魅力，让我为之倾倒。

宇宙的另一边
荷塘小学2105班 闫睿哲

证号：24010950028 指导老师：张虹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仰望着那片深邃而浩瀚的

星空。月光如丝般洒落在我身上，仿佛融入了我的

血脉，悄然诉说着一个神秘的故事。

在宇宙的尽头，是否存在着一个与我此刻所在

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倒影？那里，是否有一个和我长

得一模一样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一模一样的国家、

一模一样的房子里？当我愤怒地撞开门时，那个孩

子是否正笑盈盈地关上自己的门？当我沉浸在作业

的苦涩中时，他是否正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嬉戏？

当我在阳台上凝视星空，他是否也在另一端，与我

一样，陷入了对彼此的深深思念？

我想象着，在宇宙的另一边，那个世界与我们

的世界截然相反。那里的人类，或许不是用脚行走，

而是用灵巧的双手在地面滑行；那里的小孩子们，

也许不需要坐在教室里学习，而是与大自然为伴，

探索着无尽的奥秘。

泥土，在我们这里只是大地的皮肤，毫无生命

可言。但在宇宙的另一边，它或许能像船只一样在

空中飘动，或是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在蓝天之上。

清晨，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熟悉的街道上，不

禁遐想：在宇宙的另一边，我是否会放弃车轮，选择

步行在陌生的土地上？当学校的上课铃声响起，我

们开始了语文课的学习，而那边，他们是否正在上

数学课？他们的数学课，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在宇宙的另一边，数学与文学交织出别样的风

景。减法，或许不再仅仅是数字的减少，而是一场大

自然的盛宴。当大地万物减去一场大雪的束缚，它

们仿佛获得了新生，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而加法，

则是诗词的累加，情感的交融。“秦时明月汉时关”

与“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再加上“欲将轻骑逐”

的豪情，汇聚成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正当我沉浸在这无尽的遐想中时，耳边突然传

来张老师严肃的声音：“你在干嘛呢？上课别走神！

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尴尬地转过头，但心中

却充满了对那个神秘世界的向往。

下课后，我决定与同学们分享我的发现：在宇

宙的另一边，如果想写一篇关于鱼的作文，就必须

闭上眼睛，让自己完全沉浸在鱼的世界里，感受它

们的游动与呼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鱼

的世界，让笔下的文字充满生机与活力。

美丽的小区
白鹤菱溪小学2111班 马依芮 证号：24040061499

指导老师：刘露

我住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区，这里不仅美丽整洁，更是一个充满欢

乐的乐园。

小区内，池塘星罗棋布，深浅不一。池塘的水清澈见底，连小鱼小虾

的游动都尽收眼底。阳光洒在水面，波光粼粼，宛如繁星点点。池塘边，

几棵柳树婀娜多姿，嫩绿的叶子随风摇曳，如同绿衣少女在轻歌曼舞。

小区的草地同样迷人，嫩绿如茵，好似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地

毯。雨后的小区更是别有一番风味，水滴从屋檐滴落，打在青石板上，挂

在翠绿的小草上，宛如一首动听的交响曲。

这一切的美丽和整洁，都离不开小区物业人员的辛勤付出、可爱的

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以及居民们的文明举止。他们的努力共同维护着这

个小区的和谐与美好。

我为能生活在这个美丽、整洁又充满爱的小区而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康新任

从 20 岁到 46 岁，刘艳蓉已在茶陵县严塘

镇兴和村“奋斗”了 26年。她是一名村医，这些

年，她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深爱的大地，用火

热的心呵护着深爱的乡亲。

上门给村民治病 摔倒致脾脏破裂
5月 13日午后，在茶陵县严塘镇兴和村村

卫生室，3 位老人正围着村医刘艳蓉量血压、

测血糖。一旁，还有五六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安

静地候着。

兴和村共有 358 户、1580 人，看似简单的

数字背后是刘艳蓉必须牢记的一本“健康手

册”。

村里谁有高血压，谁的腿脚不便，谁属于

独居老人，她都门儿清。经常有在外打工的年

轻人打电话给刘艳蓉，询问父母情况，末了总

会说：“有你照看，我们在外就安心了。”

他们也许不知道，为“照看”好村里的老

人，这位村医付出了多少艰辛。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村民罗吉明的母亲病

得很严重，下不来床。而他本人不在家，且自家

离村卫生室很远。

情急之下，罗吉明给刘艳蓉打去电话。接

到求助后，她二话没说，拿起出诊箱冒着大雨，

骑着摩托车就出发了。那天天很黑、雨很大，一

处山路出现山体滑坡。一想到患者病情严重，

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却不慎摔倒，导致

脾脏破裂大出血。

疼痛难忍的她还是咬牙扶起摩托车继续

前行，赶往患者家中。为老人打好针、发好药，

交代好注意事项后，她疼得几乎快要昏倒，最

后被丈夫紧急送到了医院。最终，在茶陵县人

民医院，刘艳蓉接受了紧急的脾全切手术，这

才保住了性命。

爱管“闲事”她成了老人的“医靠”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卫生室作为健康

的第一道关，村医的责任不可替代。自从国家

开展公共卫生服务以后，刘艳蓉的工作任务更

加繁重。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 100 岁的老

人，兴和村 1500多人的健康都是她的责任。

刘艳蓉说：“我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我

有我的担当，我有我的收获。我喜欢当村医。”

面对村里的留守老人，她总会多管“闲

事”。李秋兰老人因子女外出务工而独居在家，

生活多有不便。每次上门体检时，她都会为老

人烹饪可口的饭菜；每次为 91 岁的刘寿老人

治疗时，她都会留下来与老人聊天解闷，抚慰

老人的心灵。为此，不少老人甚至称呼她为“干

女儿”。

“有时就是搭把手的事，真的没什么。”面

对老人们的点赞，刘艳蓉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忙着为村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她，其实也有

自己的苦恼。这几年，她的公婆、母亲都曾相继

生病。在术后的恢复期，老人们需要静养，一日

三餐、煮饭熬汤、端茶送水等事全都落在了她

的肩上。此外，她的两个孩子又在县城上学，学

业紧张，她却无法在忙碌中抽出时间照顾。说

起过往的经历，她泪光闪烁。泪水中有她的艰

辛和委屈，更有她对乡亲们的温情。

“你要么不干了，要么去县里找个工作。”

这些年，不少亲友这样劝她。

她说，“我走了，村里的老人们怎么办？”

刘艳蓉和许许多多质朴优秀的乡村医生

一样，很平凡，也很伟大。

一封特殊的感谢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

魏姗 谭盼盼）“你们就像天使，是医界的榜

样……”5 月 11 日，在护士节前夕，省直中医

院的两位护士收到一封 96 岁老人写来的感

谢信。

这两位护士名叫陈雪丽和张杜鹃，是该

院伤口造口门诊的伤口治疗师。一个月前，

二人接诊了 96岁的陈大爷。老人是一位退伍

老兵，多年来深受糖尿病困扰，手脚常年冰

冷，因而养成了每天泡脚的习惯。一次泡脚

时，他不慎被热水烫伤。由于血糖极高，他的

伤口一直不见愈合，反而越来越严重。虽四

处就医，仍收效甚微。

眼见伤口逐渐恶化，经过多方打听，老

人来到省直中医院伤口造口门诊。

“您别急，我们会帮你治好的。”接诊时，

陈雪丽和张杜鹃一边耐心地安抚老人的情

绪，一边制定了科学有效的换药方案。在她

们的精心治疗下，老人的伤口情况逐渐好

转，最终痊愈。

陈雪丽提醒，糖尿病患者的低温烫伤风

险相对较高。由于糖尿病患者往往存在神经

末梢受损和血液循环不畅等问题，使得他们

对于温度变化的感知能力下降，容易在不知

不觉中遭受烫伤。因此，糖尿病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应格外注意防范低温烫伤，如泡脚时

水温不宜过高、时间不宜过长等。

孩子突发高热、咽痛
或是感染了肠道病毒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张曦予）
春夏之交，气候潮湿闷热，又进入肠道病毒感染高发

期。5 月 14 日，记者从市中心医院获悉，近期，患有疱疹

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儿童明显增多。

“这两种疾病都是儿童的常见病，均可引起孩子发

热、咽痛，均由肠道病毒感染所致，容易在幼儿园及学

校等人群聚集的场所传播。”市中心医院急诊儿科主任

刘受祥介绍，疱疹性咽峡炎主要表现为口腔咽峡部出

现疱疹和溃疡。手足口病则主要表现为手、足、肛周处

出现多个丘疹或疱疹。它们都属于自限性疾病，并没有

特效抗病毒药物，以对症治疗为主。

刘受祥提醒，一旦发现孩子感染以上疾病，要注意

隔离，避免交叉感染；要给予孩子清淡、易消化、富含维

生素的食物；要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孩子搔抓疱

疹，防止继发感染。

老人被生锈菜刀割伤
感染破伤风差点丢命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
日常生活中，若你被生锈的菜刀割伤或被铁钉扎伤，别大

意，小心感染破伤风。近日，七旬老人严奶奶就因被生锈

菜刀割伤，最终病情严重住进了省直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一个月前，严奶奶干农活时不慎被一把生锈的菜

刀割伤。一开始，她并未在意，而是简单地在伤口涂抹

了药膏。不料，几天后，她的伤口不见愈合，且开始出现

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牙关紧闭、躁动不安等症状。见病

情加重，家人赶紧将其送到医院救治。

“老人出现了典型的破伤风感染的临床表现。”省

直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伍滔介绍，破伤风是由破伤

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皮肤或黏膜的破口侵入人体，引

起的以全身骨骼肌持续强直性收缩和阵发性痉挛为特

征的急性、特异性、中毒性疾病。破伤风的潜伏期较短，

一般为 3 天至 21 天，潜伏期越短，患者愈合越差。它可

表现为全身肌肉疼痛性痉挛，张口困难、苦笑面容等。

若不进行医疗干预，病死率接近 100%，即使经过积极治

疗，其病死率仍为 30%至 50%。

明确病因后，他们迅速组织综合骨科、皮肤科、耳

鼻喉头颈外科、脑血管病中心、呼吸科等多学科展开联

合会诊。为了防止患者呼吸肌痉挛加重、牙关紧闭导致

舌咬伤等，他们要求护士密切观察老人的气道、生命体

征等情况，并保持病房环境安静，避免声光刺激。

经过会诊，治疗方案也出炉了：先由骨科专家为老

人进行伤口清创引流，再由耳鼻喉科专家对其进行气

管切口，最后由重症医学科专家实行对症用药治疗。由

于精准治疗，老人的病情逐渐稳定。

伍滔提醒，既往未全程接种破伤风疫苗的患者和

接种史不明确的患者，如果出现不洁伤口或污染伤口，

应进行被动免疫。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刘琼 通讯员/彭雪飞）
近日，攸县莲塘坳镇政府开

展了一场无偿献血活动，50

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

到 1.8万毫升。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

我以后会继续参加的。”当

天，攸县莲塘坳镇党委书记

唐江南第一个走上采血车，

这是他的第 8 次献血。献完

血后，他还化身志愿者，一

边鼓励镇上的干部职工和

村民加入，一边为他们答疑

解惑。

得知单位组织献血，陈

骥第一时间报名。为确保献

血成功，他调整了自己的作

息，保持清淡饮食，使身体

处于最佳状态，最终成功献

血 400毫升。

雨夜出诊摔成脾破裂 仍咬牙去患者家看病

村医刘艳蓉：兴和村老人们的“干女儿”

《我与无偿献血的
“20”情缘》故事线索
征集启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彭碧莹

2024 年 6 月 14 日是“世界献血者日”20 周

年。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二十年来庆祝给予生

命礼物：感谢您，献血者！”

血液至今仍然无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健

康人群的无私捐献。去年，株洲成功招募献血

者 4.87万人次，采集血液总量 17余吨。

在“世界献血者日”前夕，株洲市中心血

站联合株洲日报《生命周刊》，向社会发出献

血故事线索征集——《我与无偿献血的“20”

情缘》。

不论你刚好是献血了 20次，或是已献血 20

周年，亦或是在 20岁时候进行第一次献血……

都 可 以 联 系 我 们（ 市 中 心 血 站 彭 女 士

13657332670 或刘记者 15073342002），讲述你

的无偿献血故事。我们会将你的故事见诸报

端，你也有机会参与市中心血站举办的“世界

献血者日”晚会。

莲塘坳镇爱心满满
50人献1.8万毫升血液

攸县莲塘坳镇党委书记唐江南带头捋袖献血。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