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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三三一医院开启“弹性特约门诊”
突破传统门诊服务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荷塘区阳光里社区，有这样一位在职党

员，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履职尽责显担当，为

民解忧‘贴心人’”的深刻内涵，他就是株洲市

三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唐建中。自加入社区“双

报到双报告”工作以来，唐建中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社区建设，成为社区居

民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履职尽责 彰显党员本色
自到社区报到之日起，唐建中便迅速融入

角色，将社区工作视为己任，无论是日常巡查、

政策宣传，还是紧急任务处理，他总是冲在最

前，不折不扣地完成每一项交办任务。他坚持

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

态度一丝不苟，踏实认真，赢得了社区居民的

广泛赞誉和一致好评。在他的影响下，社区的

工作氛围更加和谐，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发挥专长 服务居民健康
作为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士，唐建中充分发

挥自身职业优势，积极为社区链接医疗资源。他

多次组织并亲自参与小区内的义诊活动和健康

讲座，将专业的医疗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为他

们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咨询服务。这些活动不

仅增强了居民的健康意识，还解决了他们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为民解忧”。

志愿服务 传递温暖力量
除了本职工作外，唐建中还是社区志愿者

团队的中坚力量。他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无论是维护“幸福邻里节”的活动秩序，还是

参与小区环境整治、垃圾清理等公益活动，总能

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的无私奉献和热情服务，

不仅美化了社区环境，更温暖了居民的心田。

2024 年 2 月，唐建中因其卓越的表现和突出的

贡献，被荷塘区阳光里社区居民委员会授予

2023年度“优秀志愿者”称号，这是对他工作的

高度肯定，也是对他无私奉献精神的深刻诠释。

唐建中的志愿服务路，是新时代在职党员

进小区、服务群众、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心中有爱、肩上有

责、脚下有力，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

平凡的业绩，成为社区建设的排头兵和居民心

中的“贴心人”。 （通讯员/龙思佳）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芳 通讯员/
李韵凝） 每年的 7月 24日为国际自我保健

日。7月 23日，人民网·人民健康系列科普沙

龙在长沙成功举办了一场以“带状疱疹预防

与管理”为主题的专场活动。本次活动旨在

提升公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群对自我保健及

疾病预防的认识，特别针对当前中老年群体

普遍存在的多病共存现象及带状疱疹的高

发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科学指导。

据 权 威 统 计 ，我 国 慢 性 病 老 年 患 者

数量已突破 1.9 亿，这一庞大群体正面临

着免疫力自然衰退、感染性疾病风险增

加的严峻挑战。其中，带状疱疹作为一种

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感

染性皮肤病 ，其发病率在中老年人群中

显著上升，成为不容忽视的健康威胁。

活动现场，湖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

科主任刘翠中教授与湖南湘江新区梅溪

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戴敬康，围

绕带状疱疹的疾病特点、危害及预防策略

进行了详细阐述。刘翠中教授强调，带状

疱疹不仅会造成皮肤损伤，还可能引发严

重的后遗神经痛，对慢性病患者而言，更

是可能加剧原有病情，甚至危及生命。她

特别指出，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是预防该疾

病最为积极有效的手段，并纠正了部分中

老年人关于慢性病与疫苗接种的误区，明

确指出慢性病并非疫苗接种的绝对禁忌，

关键在于科学评估接种时机。

戴敬康则进一步为中老年群体提供了

疫苗接种的实用建议。他强调，在选择疫苗

时，应综合考虑年龄、保护效力和接种禁忌

三大因素，确保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

时，针对中老年人普遍关心的疫苗接种后

不良反应问题，戴敬康表示，大多数不良反

应轻微且短暂，无需过度担忧，并鼓励符合

条件的中老年人积极接种，以科学手段筑

牢健康防线。

此次科普沙龙活动不仅为公众普及了

带状疱疹的相关知识，更激发了中老年人

群对自我保健和疾病预防的重视。通过专

家的权威解读和科学指导，相信将有更多

中老年人能够正确认识带状疱疹的危害，

主动接种疫苗，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

康未来。

与会专家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中老

年人群的健康问题，推动健康知识的普及

与传播，为实现健康老龄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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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健

康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

一。然而，传统的门诊服务模式往

往受限于固定的时间和地点，难

以满足患者多样化的就医需求。

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繁忙或居住

在偏远地区的患者而言，能够灵

活安排就诊时间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株洲市三三一医院创新性

地推出了“弹性特约门诊”服务，

旨在打破常规，为患者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体验。

什么是“弹性特约门诊”
“弹性特约门诊”是一种新型

的门诊服务模式，它突破了传统

门诊服务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允

许医生在非门诊时间或地点为患

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利用

医生的碎片化时间，弹性开放医

生号源，患者可以通过预约系统

预约到熟悉的医生，无论是在工

作日、节假日，还是白天或夜间，

只要医生在医院，就可以为患者

提供门诊服务。

预约步骤
以下以预约脊柱外科学/疼痛

学双专业主治医师蒋定元医生的

“弹性特约门诊”为例，详细介绍

预约流程，助您轻松就医。

需要提醒的是，预约均需事

先与需要预约的医师取得联系。

同时，“弹性特约门诊”号一经挂

出无法退号，故建议患者在与医

师协商时间确定后，到医院了再

手机挂号操作。

1. 第一步：先微信或电话与

蒋医生取得联系，确定预约时间。

2. 第二步：按照预约时间在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脊柱外科微

信公众号”或“株洲市三三一医院

微信公众号”挂号均可。

【微信公众号挂号流程】
（1）“株洲市三三一医院脊柱

外科微信公众号”主菜单——诊

疗服务——门诊就医——预约挂

号 —— 其 他 —— 弹 性 特 约 门 诊

——选择预约医师的职称，选择

和医师预约的时间段——支付挂

号费即可。

（2）“株洲市三三一医院微信

公 众 号 ”主 菜 单 —— 门 诊 就 医

——预约挂号——其他——弹性

特约门诊——选择预约医师的职

称 ，选 择 和 医 师 预 约 的 时 间 段

——支付挂号费即可。

3.第三步：“株洲市三三一医院

微信公众号”主菜单——门诊就医

——挂号记录，出示“门诊号”即可。

【结语】
为积极响应患者对于灵活就

医的迫切需求，株洲市三三一医

院特设“弹性特约门诊”，让医疗

服务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束

缚。无论您身处何地，何时需要，

只需简单几步，即可预约到心仪

的专家医生，享受个性化、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

（通讯员/蒋定元）

警惕多病共存下的带状疱疹风险
中老年人要积极接种疫苗筑牢健康防线

▲志愿服务中。通讯员 供图

构建改造“共同体”寻找诉求“公约数”
从晨光小区看老旧小区改造的株洲探索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李艳艳 刘兴旺

株洲七月，骄阳似火，老旧小区改造亦如火如荼地
开展。

透过典型案例看株洲探索，入选住建部联系示范点
的荷塘区晨光小区改造有哪些看点？

7月 25日上午 8点，沐浴在晨光中的晨光小区，被正

在进行的改造施工持续更新着面貌。

“目前改造施工完成了九成以上。”晨光小区党支部

书记谭小珍说。

如果是初次走进晨光小区，你的第一印象或许是

“新”：崭新的沥青路，新划的停车位，新增的带遮阳棚的

电动车充电桩，休闲广场的橙蓝绿等色块似乎还没干

透，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可对谭小珍这样的老住户来说，每个崭新的画面，

都有过去破旧的样子做对比。“以前乱搭的‘飞线’像蜘

蛛网，各种车子乱停，黑乎乎的楼道里堆着杂物等，是典

型的老旧小区。”她回忆说。

63岁的彭志明家住 35栋，是将近 10年的住户，他指

着现在沥青路说，以前小区的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

有时还污水横流，很不好走。

实际上，现在的晨光小区老旧小区改造是连片集中

改造项目，涉及新晨光小区与老晨光小区两部分。上面说

到的还只是新晨光小区，老晨光小区以前的环境更差。

谭小珍说，老晨光小区是“三合一”场所，有不少从

事服装等行业的小加工厂，生产、仓储和务工人员住宿

都在一块，给环卫、消防等管理工作带来挑战。“幸亏小

区里有市场服务中心，也配备了消防力量，起火等安全

事故都能及时应对处理。”她说。

年近六旬的肖冬生家住 12栋，属于以前的老晨光小

区。在他印象中，“改造以前，这里加工废料和生活垃圾

乱丢，没有路灯和监控，我从来没在小区楼下散过步，亲

戚来串个门也直摇头。”

老旧小区改造后，施工人员清洗路面为铺沥青做准

备那天，肖冬生很激动，拉着同在现场的谭小珍笑着说，

“我在这住了快 20年，从来没看到小区这么干净过。”

如今只要天气晴好，肖冬生每天早晨傍晚都会摇着

蒲扇散散步，和邻居拉拉家常。

按照规划，当改造全部完成，晨光小区会比现在更

亮丽与智慧：垃圾分类处理点、运动休闲广场、党建活动

中心等设施，会进一步完善；相关小程序开发做好后，居

民可及时掌握小区党支部与物业方的工作信息并预约

相关服务。

晨光小区的位置有些特别，它处于荷塘区

文化路以西，合泰路以南，石宋路以北，西临石

子湖公园。在合泰地区，老晨光小区作为“三合

一”场所，曾经是火灾隐患的重点整治地。

检索公开报道可发现，老晨光小区相关楼栋单

元曾有多家服装加工场所扎堆，并不同程度存在生

产车间和宿舍、厨房在同一空间，灭火器过期、无应

急灯和消防安全逃生窗口等消防安全隐患。

曾经，荷塘区市场服务中心联合月塘派出

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时，老晨光小区

都是被整治的重点小区。

谭小珍介绍，很多在老晨光小区开厂的老板，

都在新晨光小区买了房，由于老晨光小区环境差、

流动人口多等原因，两个小区之间曾有围墙相隔，

“都叫晨光小区，但就像两个被隔开的孤岛。”

这给居民带来了一些不便。“新晨光小区有

幼儿园，我们老晨光小区的要送孩子去，需要绕

远路。”肖冬生说。

晨光小区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启后，围

墙的拆除变得势在必行，但不是所有居民都能

理解。背后原因错综复杂：有居民担心，老晨光

小区的流动人口会带来管理上的难题；有住在

新晨光小区的老板担心，小区改造对“三合一”

场所的整治会增加他们的成本等。

但随着围墙被拆除，并对老晨光小区的“三

合一”场所进行规范，一些原本存在的担心并没

出现，而共赢的局面却在悄然形成。

对两个小区的局面来说，老旧小区改造提

升了小区“颜值”，也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可谓“面子”和“里子”都有了。

对老晨光小区的老板来说，加工区及员工

住宿区等区域的规范，短期来看是多花了钱但

在招聘时却是“加分项”。

对外来务工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原来拥挤脏

乱的宿舍变得宽敞有序，工作环境也显著改善。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改造老旧小区助

推基层治理，晨光小区的经验探索拆除的是心

墙，重塑的是善治。

从老旧到新颜，从难管到善治，从表及

里，这处老旧小区改造撬动基层治理的典

型，藏着什么启示？

答案，依旧在党建。

“你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会看到我们小

区的‘红色细胞’。”在晨光小区的党建活动

中心，谭小珍指着一张图片说。图上有所有

楼栋的分布图，35栋楼贴着各自的二维码。

记者随机扫了 12 栋的二维码，手机上

很快显示出该楼栋组长、楼栋长、邻长，以

及党支部党员等人员的相关信息。如果有

相关需求，很快就能找到相关工作人员。

晨光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成功，

凝聚着株洲老旧小区改造的探索，诸多经

验中党建引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月塘街道和东湖社区牵头下，2021

年 7 月，晨光小区成立了党支部，新晨光小

区和老晨光小区都有党员参与。“虽然当时

两个小区之间还有围墙，却通过党建的纽

带紧紧联系到了一起。”谭小珍说。

有了红色阵地，谭小珍又在街道和社

区指导下，开展了楼栋长与邻长推选工作。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彭志明是 35 栋的

楼栋长，他坦言自己起初并不想当这个楼

栋长，“以前新晨光小区搞过自治，效果并

不好，而且小区多年存在的问题积重难返，

我刚开始对能否改造好有些怀疑。”

对此，谭小珍通过请老党员劝导、自己也

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等方式，最终打消了彭

志明的疑虑。“首批11个楼栋长推选，成果出

乎我们的预料，大家的支持率都很高。”她说。

随着党支部建立、楼栋长与邻长选出等，

老旧小区改造也就有了有力抓手。2022年 6

月，谭小珍得知可申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

消息，前后花3个月跑了10多次市住建部门，

终于成功把资料递交了上去。最终，晨光小区

的老旧小区改造还被选为住建部的联系点。

老旧小区改造牵一发动全身，需要理

清不少“麻纱”，株洲的做法是以党建为引

领，探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三覆盖”模式，

即党组织、业委会自治、专业物业全覆盖，

建立党建+网格员+楼栋长来当家，打造一

个推进工作的“共同体”。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老旧

小区改造共同体，包括街道、社区、参建单

位、小区物业、党员代表、居民代表等，可引

导居民参与工程实施、违建拆除、矛盾协

调、竣工验收等全过程。

通过这种“共同体”模式，晨光小区于

今年 5月正式成立物管会，建立了小区的业

主自治组织。同时，将老晨光小区的物业公

司覆盖到新晨光小区，实现了专业物业的

全覆盖，为老旧小区改造推进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军 通
讯员/曹姝霖） 盛夏七月，持续的高温

天气给管网抢维修工作带来严峻“烤”

验，市水务集团抢修人员无惧酷暑，24

小时待命，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

7 月 18 日 ，石 峰 区 响 石 西 路

DN100 暗漏工地上，井内的自来水夹

杂着淤泥喷涌而出。抢修员王建民脱

去上衣，毫不犹豫跳进井底，一次又一

次潜入水底关闭阀门，为修复管道争

取了宝贵的时间。

临下班前，劳累了一天抢修人员又

接到紧急任务：解放街与芦淞路交界处

DN450阀门吊板需紧急更换。他们顾不

得休息，马不停蹄地赶赴现场。现场经

过挖机开挖形成近 4 米深的作业基坑，

但阀门周边及底部无法继续使用机械

开挖，且底部全是坚硬的混凝土垫层。

抢修人员只能拿着电镐、铁锹、洋

镐，进入深坑内进行人工挖掘、清理。作

业基坑狭窄闷热，汗水不停地从抢修人

员的额头、两颊滴落，浸透了工作服。但

他们没有退缩，大家轮番上阵，有条不

紊地开展抢险工作。经过通宵奋战，他

们于次日 14 时全面完成抢修，恢复正

常供水。

在晨光小区新增的充电桩遮阳棚下，居民的电动车有序摆放。记者 李军 摄

1 变化：
“三合一”老小区重生

2 推进：
寻找各方诉求最大公约数

3 启示：
用党建构建“共同体”

战高温 不服“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