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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湘潭市中心医院南院区普外泌

外烧伤科治疗团队，在一名患者病情危重

已无法送到手术室的情况下，于ICU（重

症监护室）里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做手术，

将患者救治了过来。

湘钢退休职工刘娭毑，因尿频、尿急、

尿痛伴下腹部胀痛不适，于半个月前在湘

潭市中心医院南院区普外泌外烧伤科住

院。患者还有糖尿病、高血压、陈旧性脑

梗塞、右侧肢体偏瘫等多种严重疾患，入

院后诊断为右肾及右侧输尿管上段结石

梗阻感染，尿脓毒血症，心脏、肝肾等多脏

器功能衰竭，被迅速送进ICU进行抢救。

救治中，刘娭毑因尿毒血症并发肺功

能衰竭，需要气管插管通过呼吸机进行辅

助呼吸，病情极其危重。普外泌外烧伤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於佶带领的治疗团队，

反复讨论患者病情并与患者家属沟通后，

决定立即为刘娭毑行输尿管内引流术，解

决其输尿管结石引起的梗阻，从而从根本

上改善患者感染源头。

然而，患者此时肺功能衰竭，无法脱离

呼吸机进行自主呼吸，不但麻醉风险极高，

身体条件更不允许前往手术室。思考再

三，於佶决定就在ICU里给患者做手术。

在与麻醉科、手术室及ICU紧急衔接

后，大家说干就干。手术室护士把手术器

械整体搬移到了ICU内，麻醉师在气管插

管的情况下为患者行了静脉全麻；由于

ICU内没有手术台及抬脚架，医生刘小平

和石磊就做担当了“人工抬脚架”，并用常

规消毒铺巾。ICU的病床高度不够，患者

体位太低，於佶就毅然跪在地上做手术：

小心翼翼地把输尿管镜置入患者膀胱，并

把输尿管上段的梗阻结石推回肾盂……

於佶精湛的技术加上大家的配合，手术顺

利完成。目前，刘娭毑已脱离呼吸机，肾

功能恢复正常，感染指标、肝功能、心衰也

明显好转。

术后，患者及家属对南院区普外泌外

烧伤科救治团队连连道谢，於佶却摆摆手

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不管何

时何地，只要病人有危险，哪里都是我们

的“战场”。 （陈可舟）

市中心医院南院区为一危重患者 ICU里做手术

解除生命危险，哪里都是“战场”

本报讯（记者 王超）5月12日，湘潭市“智造莲城”创新成
果转化项目路演高端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链投融资对接
专场活动在潇湘要素大市场湘潭分市场举行。10家优质企
业和 17家投融资机构、13家金融机构签订意向投资金额4.95
亿元。

高端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市“十四五”战略性新
兴产业，2020年医药产业完成规模工业产值42.6亿元。近年，
得益于国、省、市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倾斜，我市高端医疗器械及
生物医药产业链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但客观上仍存在产业链
规模、产值和对就业、利税的贡献较小，头部企业、带动互生能
力强的产业集群较少，产业集群分布和产业之间的融合较散，
企业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品牌识别度较弱等问题。

为加快解决这些难题，这次路演围绕产业链特点筛选了立
阖泰（湖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赛尔敏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湖南康荟富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优质企业参演，向
投融资机构大力推介慢病医疗预后管理新生态、上肢康复外骨
骼机器人、无创连续血压监测系统等项目。经洽谈，10家企业
与17家投资机构、13家金融机构签订意向投资协议40份，涉及
金额 4.95亿元。同时，这次路演借助微赞视频直播、图片直播
等渠道进行了线上直播，吸引了5万人次观看。

本报讯（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日前，在湘乡市金融服务“三
高四新”战略专场政银企对接会上，11家金融机构与24家企业
签订贷款协议，总金额达20.16亿元。

过去一年，湘乡市金融系统在做好“六稳六保”、推进复工
复产、支持产业建设、防范重大风险等方面实干担当、创新突
破、成绩斐然。其中为 198户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 19.57亿
元，为1263户企业无还本续贷22.23亿元，为180户企业的3.28
亿元贷款减费让利。

这次政银企对接会上，各金融机构再次释放诚意。辖区内
11家银行分别与6个重点项目、11家制造业企业和7家科技创
新企业现场签订贷款协议，还首次签约2笔供应链金融业务和
两笔“园区助力贷”，协议涉及意向金额总计20.16亿元。

湘乡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市将牢固树立“能让企业
家赚钱的环境就是好的营商环境”意识，严格执行规范涉企行
政执法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着力防范金融风险、化解融
资难题、提升服务水平、强化队伍建设，全力打造全省一流营商
环境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推动湘
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 谷桔）5月 12日上午，长株潭一体化三地文
化（群艺）馆数字化建设合作项目——“智慧生活加油站”课程
互送活动在湘潭市群众艺术馆一楼报告厅举行，不仅为湘潭市
民送上了精品课程，同时向长沙市群众艺术馆、株洲市文化馆
前来交流的人员展示了湘潭本土文化。

针对中老年朋友使用手机时遇到的难点、盲点、困惑，活动
邀请株洲市文化馆综合部副主任赵小茵讲课，生动实用、可操
作性强的内容，受到中老年朋友的好评。在长株潭三市相关人
员交流环节，我市展示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纸折叠，湘潭
市群众艺术馆拾雅女子合唱团表演了节目《你来了》，来自长沙
市群众艺术馆、株洲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体验了一番彩纸折
叠，纷纷惊叹其艺术魅力。

市群众艺术馆负责人介绍，长株潭三地文化（群艺）馆开展
一体化联动，内容将涵盖文艺文化、非遗、旅游、体育等贴近群
众的课程，将为广大市民增加美好情趣，提高生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冯叶）社会组织如何不断扩大影响力，在社
会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5月12日，在全市社会组织党建联
席交流会上，“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用群众笑脸检验支部
建设”成为共识。

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党建指导员彭建勇介绍，目前我市共有
社会组织2000余家，面大量广，类型繁多，活动比较活跃，领域
分布和辐射面较广，加强党建工作十分重要且必要。具体怎么
做？来自各县（市）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社会组织代表展开了
交流讨论。

以雨湖区锦德老年公寓党支部为例。其建立了党员责任
区制度，每个党员负责一个护理区，每季度末，养老公寓内的老
人以匿名贴笑脸的方式，分级评定党员工作表现，考核结果计
入每月绩效工资。另外，建立了党员民主权利制度，每月开展

“我为锦德献良策”活动，对提议最佳者给予表彰和现金奖励，
激发党员的“主人翁意识”，把养老院当成自己家，把院内老人
当成自己的父母来服务。目前，锦德老年公寓党支部已成功创
建为全市“五星党支部”。

目前，我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下辖党组织 44个、党员 298
名。为帮助社会组织做好党建工作，市派党建指导员、市社会
组织综合党委党建指导员将定期组织培训、上门服务，分类施
策，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把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堡垒，
让其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全市社会组织代表交流党建工作经验

用群众笑脸检验支部建设

湘乡政银企对接
达成融资意向20.16亿元

5月10日，晴，绿树环绕的杨开慧故
居游人如织。故居卧室玻璃橱窗内，几份
杨开慧的手稿引得很多游人驻足观看。

手稿字迹娟秀，内容是杨开慧生平
自述，以及部分家书。当中，有一封托孤
信读来让人格外动容。杨开慧深知，自
己作为革命志士，随时有可能牺牲，她最

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 3个孩子。为了革
命事业，她毅然选择了牺牲，将自己年幼
的孩子托付给堂弟杨开明。

杨开慧烈士是伟大的，这位女战士
用她短短 29年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辉煌
壮丽的人生华章，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
神财富。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清泰
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父亲杨昌济
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教育家。杨开
慧虽为女儿身，但丝毫不输男儿。她自
幼进入长沙的小学读书，还串联福湘、周
南女校5名女同学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
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在湖
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
烈讨论。

1913年，杨开慧随父亲从板仓迁往
长沙时认识了毛泽东，这位共产党早期
创始人的人格魅力和思想主张深深感
染了她。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了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
员。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在长沙举行
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他俩的
婚礼真正做到了“不作俗人之举”，一不
办嫁妆，二不置新房，三不坐花轿，四不
摆酒席。

1921 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1年10月10日，毛泽东等在湖南
建立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 5月改组湖
南支部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
记，杨开慧负责湘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
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
务等多种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并随毛泽东辗转上海、韶山、广州等地，
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
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
地下斗争。1930年 10月，杨开慧被捕。
敌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
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地
说，“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
功”“牺牲我小，成功我大”。同年 11月
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
场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用鲜血浇筑对理想的忠诚，
用生命托起对丈夫的信赖。1957年，毛
泽东为纪念杨开慧写下《蝶恋花·答李淑
一》词，赞其为“骄杨”。

历史无言，精神永恒。每年有150万
人慕名来到杨开慧故居，向这位女中豪
杰、巾帼英雄致敬。她的崇高信仰和英
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
忘初心，奋斗不止。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文
本报讯（记者 丁玉洁）二次供水

事关群众饮水安全，是饮用水进入百
姓家中的“最后一公里”工程。5月11
日下午，省住建厅、省城乡建设行业
协会供水分会率专家组来潭，就《湖
南省城镇二次供水设施技术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开展现场宣传落
实，推动二次供水工作迈上新台阶。

目前，我市拥有二次供水设施的
单位和小区有 170余家，涉及二次供
水的居民达 10万余户共 30多万人，
日用水量达 6万多吨，日常生活当中
二次供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和
隐患。

省专家组介绍，新《标准》由省住
建厅组织编写，适用于全省行政区域
内城镇新建、扩建、改建的民用与工
业建筑二次供水设施的工程设计、施
工安装、调试验收、设施维护和运行
管理。新《标准》的发布实施，将确保
二次供水水质、水量、水压，降低漏损
率，从而提高供水安全性和可靠性，
提高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管理水平
和城镇居民的生活品质。

与之前的二次供水设施技术标
准相比，新《标准》有不少亮点。其
中，供水安全是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最
重要的原则，也是这次《标准》修订的
首要原则。在新《标准》中，涉及供水
安全达296条，包括对二次供水水箱、
管道与阀门、设施材质、泵房、安防以
及水质等方面规定。同时，新《标准》
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节能，要求在市
政管网引入管上应分别设置阀门、具
有远传功能的流量计和压力表，推进
DMA分区计量，所有水表均采用智能
水表，对二次供水进行在线节能监
测。为确保《标准》落地落实，省住建
厅还发布了一系列通知，基本实施了
二次供水设施全过程管控，还做好了
二次供水产品准入工作。

为确保新《标准》不打折扣地在
湘潭市贯彻落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在设计审查、施工许可、建
设验收等环节进一步加强监管，对没
有严格按照《标准》设计、建设的二次
供水设施，不得验收、通水，确保城镇
二次供水有关政策及技术标准落实
落地，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智造莲城”项目路演
聚焦高端医疗医药产业

长株潭三市文化（群艺）馆联动

互送“智慧生活加油站”

全省城镇二次供水新标准出炉

我市确保技术标准
不折不扣落实落地

5月 12日，湘潭生物
机电学校内浓烟滚滚，警
报声响起，2000多名在校
师生捂住口鼻，紧张而有
序地从教室、办公室疏散
撤离，跑到空旷地操场上。

当天是我国第 13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为正确
应对突发事件，妥善处理
校园安全事故，市红十字
志愿者协会联合湘潭生
物机电学校举办了一场
疏散应急演练，模拟地
震、火灾来临时如何逃
生。除此之外，市红十字
志愿者协会还为全校师
生进行了逃生避险及防
溺水主题教学，让师生们
掌握正确的逃生避险方
法，确保灾难危险来临时
能够快速、高效、有序地
进行自救和施救。

杨开慧：“我死不足惜，
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的
先辈选定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100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光明
的道路。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怀念并且
沿着先辈的足迹，以信仰闪耀的智慧之
光，点燃未来的希望。

5月12日上午，由中共湘潭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的“百年百
课堂——星火传承耀百年”宣讲活动，在
岳塘区火炬学校举行。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成员、省委巡回指导组成员和火炬学
校的 100多名师生一起，听讲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未来道路。

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意义

看看来时路，不忘初心。“火炬学校

前身是霞城书院，毛泽东、周恩来、郭沫
若等革命先辈曾在此留下光辉足迹。在
这个特别的地方，和大家一起，尤其是和
同学们开展这么一场丰富多彩、内涵深
刻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意义重大。”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为大
家开讲第一课，阐释了这堂宣讲的特别
之处。

当年，毛泽东在开启考察农民运动之
旅时，曾在这里召开农民运动调查会，为
后来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
了重要参考。当天，火炬学校的学生，齐
声诵读着毛主席的诗词，仿佛眼前正是一
代伟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
气，挥斥方遒”。又仿佛，看到“红军不怕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概，感受到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澎

湃，平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豪迈。清亮质朴的童音，饱含当代
少年对革命先辈的敬仰，更透出他们继往
开来的决心。

薪火代代相传，希望生生不息

宣讲课堂上，一群特殊的“708090
后”对话“607080 后”赢得了一阵阵热
烈的掌声。在医疗岗位工作 53 年的
全国劳模、76 岁党员周仕钧，与“70
后”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赵建
成一起，回顾各自坚守一线岗位多年
的经历；93 岁的湘钢第一批建设者周
静安，与“60 后”党员、全国劳模、兵器
大国工匠罗军，谈起大国工匠精神；87
岁的一等战斗英雄、抗美援朝老兵尚

瑞尧，与“80 后”党员、曾立公安部个
人一等功的民警刘骁锋，誓言永远保
家卫国。

“希望年轻人勤奋工作，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定
牢记初心，用心用情用力工作，在乡村振
兴的征程上展现担当作为。”“无数人的艰
苦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要用无限
的努力把工作做好。”“向前辈致敬！用绝
对忠诚和担当全力守护一方平安！”这些
各个时期的优秀党员的代表，在课堂上吐
露出一名党员的心声。一代代薪火相传，
希望生生不息。

前辈披荆斩棘，开天辟地。我辈躬逢
盛世，与有荣焉。新征程已经启航，青少
年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在这美好的时
代，接棒奋斗必将更加动人。

沿着先辈足迹 点燃未来希望
——“星火传承耀百年”宣讲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邬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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