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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莫研 吕许艳） 5月24日下
午，市脑科医院机关第二党支
部和临床第二党支部走进学
院路社区，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送去
温暖和关爱，弘扬尊老、爱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扎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

当天下午，志愿者们带着
米、油等生活物资来到空巢老
人家里，通过拉家常的方式，
详细询问了老人的家庭情况，

了解了老人的需求，陪同老人
聊天解闷，帮助老人整理家居
卫生，给老人捶背按摩，对老
人进行必要的医学体格检查
及心理抚慰等，鼓励老人多参
加社会活动，保持乐观向上的
良好心态。

通过这次活动，既帮助空
巢老人解决了生活困难，也让
他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大
家希望更多人投入到“关爱空
巢老人”的志愿服务活动中
来，一起营造助人为乐、尊老
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

关爱空巢老人 志愿者在行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
员 陈华） 感觉最近脾气暴躁乏力精
神不佳？感觉控制饮食体重仍在增加？
最近总是容易生病，抵抗力在下降？时
常 出 现 头 疼 、反 应 迟 缓 、学 习 能 力 降
低？可到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却
告诉你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可能是
你睡眠出了问题。为更好地利用中医治
未病的理念，应用中医药特色技术、治
未病理疗方法帮助大家改善并解决睡眠
亚健康，5月25日，市中医医院睡眠亚健
康调理门诊正式开诊了。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压力、情绪等
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

睡眠亚健康、睡眠障碍等一系列疾病的
困扰。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近半个世纪的
研究成果，将“健康”定义为“不但是身体
没有疾病或虚弱，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
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中国符合世
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定义的人群只占总
人口数的 15%，与此同时，有 15%的人处
在疾病状态中，剩下 70%的人处在“亚健
康”状态。通俗地说，就是这 70%的人通
常没有器官、组织、功能上的病症和缺陷，
但是自我感觉不适，疲劳乏力，反应迟钝、
活力降低、适应力下降，经常处在焦虑、烦
乱、无聊、无助的状态中，自觉活得很累。
而睡眠亚健康是机体出现睡眠不适或因

睡眠问题而引起其他不适，又不能完全达
到睡眠障碍诊断标准的一种亚健康状
态，是亚健康人群的常见疾病之一。良好
睡眠是保证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石，因此，
维护睡眠健康、预防睡眠问题及治疗睡眠
障碍应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据了解，市中医医院睡眠亚健康调理
门诊设立在该院治未病中心，该门诊将采
用中药及养生膏方内治配合耳穴压豆、刮
痧、火龙罐等中医特色治疗，结合生活饮
食指导，日常使用传统中医香囊、药枕来
辅助睡眠，以应对各种不同的睡眠亚健康
状态的判断、调理、预后判断。坐诊时间
为周二、周三、周四、周六上午。

关 注 睡 眠 健 康
市中医医院开设睡眠亚健康调理门诊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敏 通讯
员 王群 舒建平） 莫名出现下肢疼痛
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医生提示，中老年人
如果出现下肢疼痛一定要高度警惕深静
脉血栓。前不久，市民刘先生就经历了
一回。

5月上旬，64岁的市民刘先生因左下
肢疼痛、肿胀、行走困难来到市第二人民
医院老年病科就诊。刘先生告诉主治医
师刘木林，自己5天前突然出现左下肢疼
痛，伴行走困难，但是当时未引起重视，这
种症状持续几天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
来越严重，这才在家里人的催促下来到医
院就诊。

接诊后，刘木林考虑为深静脉血栓形
成，要求患者进行双下肢B超检查，检查
结果一如他所料。面对检查结果，患者疑

惑了，表示不知道什么是静脉血栓，认为
自己只是腿痛。

刘木林介绍，深静脉血栓是血液在深
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阻塞管腔，从而导
致静脉回流障碍，是常见的血栓疾病。最
容易长在下肢，尤其大手术后或严重创
伤、恶性肿瘤患者及身体极度虚弱的老人
因长期卧床压迫静脉血管，或肢体不活动
使血流十分缓慢，极易形成深静脉血栓。
常见的造成深静脉血栓的四种高危因素
有：一、长时间不动；如长时间上网、打麻
将、长途驾驶、远距离飞行、长期卧床等都
容易使血流缓慢，滋生血栓。因此，虚弱
卧床病人应定时翻身，活动四肢或进行四
肢按摩；久坐后应定时（40分钟左右）起来
活动肌肉、关节2—3分钟或伸伸腰、甩甩
手、踮踮脚，使四肢肌肉规律收缩，促进血

液循环。二、手术卧床；手术后应及时翻
身拍背，按摩下肢。骨科手术后卧床时间
长，应给予适当抗凝药或活血化瘀中药。
小手术患者应鼓励尽早下床活动。三、口
服避孕药；有些避孕药有促凝血作用，促
进血栓形成，高敏人群应避免使用。四、
产褥期预防；产褥期母体除激素水平变化
外，卧床不动及肥腻的饮食等均易导致血
栓形成，是产褥期母体的第一杀手，应予
重视。

刘木林表示，对于中老人来说，一旦
出现下肢疼痛一定要高度重视，切不可大
意。他特别强调，深静脉血栓还有一项最
严重的并发症——肺栓塞。肺栓塞致死
率达 70%，应密切观察患者有无胸闷、胸
痛及呼吸困难、窒息感、咳嗽、咯血，一旦
出现上述情况，应及时就医。

下肢疼痛需警惕深静脉血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红 云 通 讯 员 苏 鸿 洲
徐雯倩） 5 月 27 日上午，市
宝庆精神病医院党总支组织
党员志愿者走进联点社区
——双清区滨江街道金台社
区开展“幸福敲门、平安到家”
主题党日活动。

志愿者一下车，就与社区
居民代表面对面地召开民情
恳谈会，进一步了解社情民
意，掌握社区居民群众的需求
与困难情况。志愿者们认真
倾听、详细记录了与会人员的
意见建议，并就部分问题当场
进行了解答。

民情恳谈会后，志愿者对
社区定点帮扶户进行了集中
慰问，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发放慰
问金。同时，医院宣传志愿小
分队走家串户，通过“一对一、
面对面”地向群众宣传安全生
产、交通安全、中小学生防溺
水、禁毒、防范电信诈骗、疫情
防控等知识，呼吁广大居民增
强全民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

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营造
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
氛围。

医院义诊志愿小分队则
在社区搭起了义诊服务台，现
场为居民免费量血压、测血

糖、进行心理咨询及其他相关
疾病的宣教，指导他们正确认
识自己的疾病，并结合他们的
生活习惯，有针对性地介绍保
健知识，帮助居民养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

通过此次活动，党员志
愿者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
作、生活中要继续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共产党
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
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强
烈的责任担当，为群众送去
贴心的服务，用心用情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真
正做到敲开千家门，连起万
颗心。

幸福敲门 平安到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贵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
笑 张沥 周立涛） 5月24
日凌晨6时，市中心医院心内
科护士刘珞雅、彭维紧张忙碌
着。突然，传来了“有人晕倒
了！”的呼救声。听到呼救声
后。她们立即放下手中的工
作，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呼救的
方向。

在市中心医院第一住院
部三楼1号电梯内，只见一名
男性患者晕倒在地上。“喂！
喂！你怎么了？快醒醒！”刘
珞雅、彭维呼喊着。只见病
人意识丧失、面色苍白、大汗
淋漓、脉搏细弱。见状，她们
随即进行就地抢救，除颤仪、
抢救车、心电图机被快速推
送到患者身旁。刘珞雅为病
人测量生命体征及血糖，彭
维建立静脉通道，闻讯赶来
的医生李江连接心电监护及
做心电图等，积极参与到抢

救中来，整个抢救过程紧张
有序、有条不紊。经过几分
钟抢救，患者渐渐清醒，意识
恢复正常，生命体征逐渐平
稳。看到患者转危为安，在
场的医护人员都松了口气。

据了解，这位晕倒的男性
患者是血液肿瘤科一区患者，
当天他和陪护人一起乘坐电
梯去心内科做治疗，不料电梯
到达三楼门刚打开，患者就晕
倒在地。

抢救结束后，刘珞雅护
送患者回肿瘤一区，并与该
病区的医护人员做好交接
工作。患者及其家属心存
感激，对心内科医护人员的
及时施救表示感谢。面对
感谢，刘珞雅说，对每一名
医护人员来说，救治患者完
全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反应，
看着患者转危为安的那一
刻，他们觉得一切付出都是
值得的。

患者电梯晕倒 医护合力抢救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谢志刚 谢
颖超） 5 月 25 日上午，邵东市人民医院
组织20多名急救科普医务人员来到该市
城南小学，开展急救知识科普宣传活动。

在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面前，青少年
和儿童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为更好地
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急救科普小组经前

期现场调研，决定采取“视频教学+现场演
示+分组练习+课后测试”的方式，对该校
25 个班级 1312 名学生进行溺水、一氧化
碳中毒、气道异物、烧伤烫伤、猫狗咬伤、
中暑等意外伤害应急处理和心肺复苏、海
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知识培训。

在观看科普视频“溺水施救成功与失

败案例”“落水了应该怎么办”“如何拨打
120”“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同
时，科普导师们进行现场演示，并对学生
分组实操练习。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积
极举手提问和回答问题，在实操练习环节
踊跃参与。

近年来，邵东市人民医院通过开展“进
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机关、进家庭”等
急救知识技能“五进”活动，强化学生、机关
工作人员等重点人员掌握急救技术，营造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急救科普进校园

义诊咨询。

（上接2版）
这些年来，他领导市楹联

学会不断提升创作水平、壮大
创作队伍。目前邵阳市各级
楹联组织发展会员上万人，年
龄最大的 95 岁，最小的 12
岁。远在北京的周玉清也谦
称当起了邹宗德的学生，跟随
邵阳楹联人的热闹节奏，写了
百多副作品。

作为邵阳楹联的领军人
物，邹宗德推动楹联文化不断
扩大社会影响力。1997年，他
探秘城步儒林镇古民宅出现
的隐字联“门垂碧柳□□，宅
近青山□□”，撰写的论述文
章在《文汇报》《羊城晚报》《人
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上引发

“百家争鸣”。他还把争鸣文章
集结成书——《城步隐字联探
秘》，作为城步建县55周年的
贺礼。他研究《声律启蒙》作者
车万育，推动邵阳更好地开发
这一名人资源。通过研究楹
联，他发现妈祖的祖先曾在邵
阳当过刺史，纪晓岚《阅微草堂
笔记》有关于邵阳的联语记载，
长沙市天心阁、水陆洲名联为
邵阳人所写，石达开在邵阳留
下了两副对联……为邵阳的
历史文化拾贝揭彩。

他持续开展楹联文化教
育推广活动。楹联授课遍及
九县（市）三区，在隆回的每个
学区都办过教师楹联学习班，
连续七年为隆回二中对联兴

趣班授课，培养了大批楹联爱
好者和传承者。他从2005年
应邀主持《邵阳晚报》“巧联
句”栏目，十余年吸引国内外
楹联高手共搅风云。2011年
起《邵阳日报》开设《水府品
联》专栏，他为此撰写的 108
篇文章后结集为 30 万字的

《邵阳历代名联鉴赏》，列入
《邵阳文库》丛书出版。

他创造性地以楹联文化
助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社
会公益。曾积极促成武冈市
政府成功申报武冈双牌乡浪
石古楹联村为“中国第一古楹
联村”，又向外界推荐了湖南
新田的龙家大院古楹联村、江
西吉安庐陵文化村渼陂古
村。策划的“湖湘楹联七子湖
湘行”活动，被评为《中华楹联
报》2012 年度十大新闻。他
的楹联作品悬挂于全国数十
处风景名胜点，为文旅融合留
下人文景观。

“一个人的业余时间花在
哪里，他的成就就在哪里。”正
如邹宗德自己所总结，多年来
的深耕广种，楹联亦不负其韶
华。2009年他被中国楹联学
会评为“十大新闻人物”，2012
年获邵阳市政府首届文学艺
术贡献奖，2021 年入选湖南
省“三百工程”文艺家。他感
谢楹联赋予他的生命重彩，也
憧憬着能像唐诗宋词一样迎
来属于楹联的文学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