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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株洲方言研究空白

株洲为长株潭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处新湘语

核心地带。株洲方言与长沙、湘潭方言相近同，不过

老派话仍具自身特色。鉴于与长沙、湘潭方言的同

质性及其千丝万缕的联系，株洲话的关注度一直不

是很高，迄今尚无专门的研究成果。《株洲方言》作为

首部株洲方言专著，其出版填补了株洲方言研究的

空白。

《株洲方言》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南方

言调查成果之一，由教育部、国家语委项目“语保工

程”、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一等项目共同资助。

该书系统描写了株洲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

面貌，提供丰富的原始自然语料，包括长篇话语、歇

后语、歌谣、花鼓戏以及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化材料，

所有语料均来自田野调查，均摄有音频和视频，具有

原创性、可听性和可视性。

严谨是该书的一个特点。据估算，1 分钟的生语

料要进行方言、普通话、国际音标三项转写，至少需

要 5个小时的时间。在整理研究过程中，陈山青教授

所带领的课题组成员付出了诸多艰辛和汗水，所有

语料都经过了十余遍乃至数十遍的补充调查和核

对，极具严谨性。

陈山青：对株洲方言怀有特殊的情感

该书第一作者为陈山青，湖南汨罗人，博士毕业

于中山大学，现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家语委科研工作专家

库专家，汪涵资助“響應”计划项目首席专家。

她热衷于汉语方言和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具有

丰富的方言田野调查研究经验，现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 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以及其

他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教材等 6部（含合著），

在《中国语文》《方言》《汉语学报》《语文研究》等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

她自大学毕业后曾长期在株洲工作和生活，视

株洲为第二故乡，对株洲方言也怀有一份特殊的情

感，她表示：“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也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为方言研究者，拿出五年时间，为第二故乡

——株洲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推出一份成果，贡献

一己之力，是自己最开心的事情！”

“孩子个头发育挺好，请继续保持每日摄入牛奶、

早睡、多运动的好习惯。”近日，学龄儿童家长邱先生带

着儿子来到天元区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 分

钟即完成骨龄检测；家住圆方路的孙女士，生完宝宝

后，在家门口的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产后

康复项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健康项目和优质服务，带动了

天元区各基层医疗机构的人气，居民纷纷点赞：“社区

医院的家医就像家里人一样，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让

社区医院看病不再难，也帮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知名专家定期坐诊

每周五，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二楼总有

居民期盼的目光，这是株洲市中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的专家们定期坐诊的日子。

带着孩子前来看哮喘病的易女士告诉记者，以往，

每月要带孩子往返奔波大医院，换乘公交、挂号排队，

她说：“自从中心医院纪青主任定期来基层医院坐诊

后，我们不要再跑远，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株洲最好的医

生，不仅为我们节省了时间与金钱，更让女儿的健康得

到了持续、细致的关注与呵护。”

三门镇，是天元区距城区最远的镇。今年初，为了

方便镇上居民就医，三门镇卫生院开设血液净化中心，

更好地为尿毒症患者服务，提高其生活质量。截至目

前，已为患者透析 1800 余次，其中，该卫生院新增的血

液透析滤过机，因为效果优于常规透析，较其他治疗模

式有很多优势，适用于心血管系统功能欠稳定的高危

和老年尿毒症患者，受到老年血透患者的好评。

天元区卫健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知名专家和医

疗资源下沉，是该区医联体建设深化的重要成果。通

过专家下沉、资源共享，有效推动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

置与分级诊疗制度的深入实施，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

基层医疗服务的质量，还促进了基层医务人员专业技

能的飞跃。

服务更高效更便捷

与此同时，天元区在医疗数字化建设上也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如今，前往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看病、理疗，患者

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完成预约挂号、报告查询、在线缴

费、诊间支付等流程，还可直接通过线上进行零门槛费

医保报销支付。

家住美的城小区的王珺因糖尿病需要定期复诊，

在天元区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的电子病历

被完整保存在云端，每次就诊，医生都能迅速调取其过

往病史、用药记录及检查结果。这不仅避免了纸质病

历的丢失和损坏风险，还确保了医疗信息的连续性和

准确性，为医生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依

据。王珺说：“现在家门口看病的确舒服方便，门诊、西

药房、收费等关键服务都在一楼大厅，看病、拿药、缴费

是一站式体验，缩短了患者的等待时间。”

近年来，天元区全面启动基层卫生信息一体化建

设项目，构建起集医疗、公卫、家医于一体的智能医卫

融合系统，实现了公卫体检数据的即时上传、患者信息

的区域共享、智能辅助诊断、双向转诊以及远程心电诊

断等功能，极大地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与患者体验。

从《株洲方言》里了解株洲
该书成为株洲方言首部集成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玉珍 通讯员/叶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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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医 让看病不再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昕吾 通讯员/李小燕

市中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纪青，定期坐诊

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记者/谭昕吾摄

牛郎约织女——后会有期。

二郎神的慧眼——有远见。

木匠的刨子——爱打刨（抱）不

平。

藕炒黄豆子——无孔不入。

见人先作揖——礼多人不怪。

以上这几句歇后语是从《株洲方

言》一书中摘录出来的。该书作者是

陈山青教授、朱福妹副教授、王小军博

士等。《株洲方言》为株洲方言语料调

查实录，是株洲方言文化首部集成者，

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株洲方言》书影 株洲方言调查现场（左四为第一作者陈山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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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工作信息，假期心情的”隐形杀手”

“每次放假，我都告诉自己要好好放松，总是做

不到。”80 后的市场营销专员李明说，他工作性质让

他即使在假期也难以完全脱离工作。“你看，这个群，

这个邮件，还有这个电话，都是工作。”他指了指手机

屏幕上不断弹出的红色通知。

记者注意到，李明的手机上有两个专门的工作

群，里面的消息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更新一次。

“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关掉手机，可又怕错过重要的

消息。”他说，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的假期变得异常

纠结。

“ 我 放 假 第 二 天 去 了 一 趟 郊 外 ，但 心 里 一 直

想 着 工 作 ，连 风 景 都 没 心 情 欣 赏 。”李 明 无 奈 地

说 ，最 后 ，自 己 只 好 提 前 结 束 行 程 ，回 家 处 理 工

作。

这种“虚假假期”的现象在职场中并不少见。“很

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渴望休息，但又害怕错过

工作机会。”李明说，这种心理负担让他在假期中感

到更加疲惫。

●调休烦恼多，超级月亮下的赶路人

中秋之夜，株洲街头，张先生抬头凝望那轮明亮

的圆月，心中却涌动着复杂的情绪。作为在株打拼

的外地人，他原本想与家人共赏“超级月亮”，但调

休安排却让他的计划泡了汤。中秋当天，他只能匆

忙地加入返程的人流。

车 站 里 ，人 潮 熙 熙 攘 攘 ，张 先 生 背 着 行 囊 ，

随 着 人 潮 移 动 。“ 每 次 假 期 都 因 为 调 休 而 变 得

索 然 无 味 。”张 先 生 面 对 记 者 ，忍 不 住 抱 怨 ，中

秋 是 调 休 最 后 一 天 ，外 地 上 班 族 和 学 生 都 匆 匆

赶 路 ，哪 还 有 闲 情 逸 致 去 赏 月 、享 受 团 圆 ？

回想起前几年的中秋节，张先生和家人围坐一桌，

品尝着美味的月饼，聊着家长里短，沉浸在团圆的温馨

之中。他期盼着，下一次的假期能够减少调休带来的

遗憾，让他有机会真正放松，享受与家人的欢聚时光。

“这个中秋，我们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最终还

是成了一个‘虚假假期’。”张薇，一位会计，也向记者

表达了她的困扰。她觉得，每次调休前后的加班，都

让她失去了享受假期的兴致。

调查

“这个假期，你真的休息了吗？”

假期本应是一段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美好时

光。不少市民却感到了一种“虚假假期”的疲惫。记

者采访了多位市民，试图揭开假期休息状态的真相。

“放了，又没放，但放了。”王先生是一名广告公

司的创意总监，面对即将到来的项目截止日期，即便

是中秋假期，他也无法完全抽身。“假期对我来说，就

是换个地方工作而已。”王先生说。

张女士这个假日在神农湖畔，享受了亲子时

光 。“ 铺 上 餐 垫 ，摆 满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美 食 ，孩 子 们

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笑声不断。”张女士满脸幸福

地 告 诉 记 者 ，她 认 为 假 期 就 应 该 和 家 人 在 一 起 ，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才能真正放松下来。

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张女士一样，找到属于自己

的放松方式。记者采访了几位 90 后、00 后，他们中

的大多数都表示，假期虽然不用上班，却感觉更加疲

惫。“宅在家里刷剧、玩游戏，一天下来，感觉比上班

还累。”小李是一名程序员，他无奈地表示，自己似乎

陷入了“假期综合症”的怪圈。

记者进行了一项小范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在假期中并未得到充分

的休息和放松；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假期中的活动

安排过于紧凑或单调，导致身心俱疲；而仅有不到两

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充分利用假期时间，进行

充电和放松。

声音

“调休，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社交媒体上，关于“虚假放假”的讨论更是

如火如荼。有人吐槽假期消费高涨，外出旅行变

成了“人挤人”的噩梦；有人则晒出自己在家中的

悠闲时光，倡导“宅度假”的新风尚。市民们也各

抒己见。

“调休才是真正的虚假放假！”李女士是一名销

售人员，中秋假期因为调休只放了一天，而且这一天

还被各种家庭琐事填满，根本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多放一天会天塌吗？为什么每次都要用周末来凑

长假，搞得人身心俱疲。”李女士的话语中透露出无

奈与不解。

赵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他利用中秋假期

进 行 了 一 场 说 走 就 走 的 旅 行 。“ 我 觉 得 假 期 怎 么

过，关键在于自己。”赵先生笑着分享道，“我提前

规划好了行程，享受了难得的宁静与美景。假期

就是要让自己开心，何必去计较它是真是假呢？”

“出去玩价格很贵，根本没办法好好玩。”张小姐

是一名大学生，她原本计划利用中秋假期和室友一

起旅行，但高昂的交通和住宿费用让她望而却步。

“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家里，看看书、追追剧，也挺惬意

的。”张小姐表示，虽然没能出远门，但她依然享受到

了假期的乐趣。

支招

如何缓解“虚假假期”疲劳？

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缓解这种“虚假假期”带

来的疲劳？不妨看看这些建议。

“提高睡眠质量是缓解疲劳的关键。”医生表示，

很多人假期熬夜，白天又睡懒觉，这种不规律的作息

会打乱生物钟，导致身体疲劳，建议市民们保持良好

的作息习惯、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等。

“只有真正投入到正在做的事情中，才能得到真

正的休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叶子表示，“无论是

工作、旅行还是居家休息，只要我们能够全情投入、

享受当下，就能让假期变得有意义。

叶子表示，管理心理压力也很重要。她建议市

民们通过运动、冥想、瑜伽等方式释放压力，必要时

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很多人假期中感到焦

虑，是因为他们在放松和工作之间找不到平衡点。”

“虚假放假”引热议，假期真的比上班还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中秋佳节，本是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

我却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采访中，张先

生的一句“每次都是这样，调休调得一点节日

的味道都没有了”，让我深刻感受到假期对于

他们来说，不再是放松和享受的时刻，而是一

种无形的压力。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追求的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满

足和情感上的交流。让我们期待，未来的假

期能够少一些无奈，多一些温馨，让每个人都

能享受到真正的放松和团圆。

记者的话

有人渴望休息，又害怕错过工作机会。 网友热议“虚假假期”。

中秋小长假落幕，株洲市民投入

忙碌的工作之中。昨日，不少人工作

首日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假期，

过得比上班还累！”从工作电话和信

息侵扰的非工作时间，到调休政策导

致的节日时间缩短，再到假期中的各

种“不放松”现象，一场关于“虚假假

期”的讨论悄然兴起。今天，让我们

走进市民的生活，听听他们的声音，

探寻假期疲惫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