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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鲁婷）为规范辖区内餐厨垃
圾处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健康，7月 3日，雨湖区城管执
法局部署“打击非法收集、处置餐厨垃圾”专项工作，要求加强
对餐饮行业餐厨垃圾处理监管，深入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针对非法收集运输餐厨垃圾时间的不特定性和线路的隐
蔽性，雨湖城管灵活机动、错时巡查，重点在交通道口、小巷路
口守点排查。当天，城管执法人员查扣非法收集餐厨垃圾车辆
3台，并对 3家将厨余垃圾交给非法收集者的门店下发了即时
整改文书。截至目前，共立案8起，结案处罚7起。

连日来，雨湖区城管执法局按属地管理原则，局属大队及
乡街中队安排专人赴各餐饮门店宣传法律法规，摸排餐厨垃圾
流向，查验是否设置专门收集餐厨垃圾容器，核查是否与具有
收集、运输、处理特许经营资质的专业服务公司签约等，以确保
餐饮服务行业餐厨垃圾处置合法合规。

雨湖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对餐饮行业宣
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湘潭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提高餐饮
行业规范处理餐厨
垃圾的法律意识，加
大对非法收集、处置
餐厨垃圾的查处力
度，切实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贺详和是乌石镇锦绣村村民，1990年因病瘫痪在床，单身
的他刚开始由兄弟姐妹轮流照顾，后来，同村同为单身人士的
周咏申承担起了照顾贺详和的任务。起初，贺详和的亲友还负
担相关费用，后来慢慢地就断了。即使这样，周咏申也毫无怨
言，干脆搬进了贺家，一边打工种地挣钱，一边照顾病人，十多
年如一日，直至贺详和去世。周咏申也因这一感天动地的善举
登上了湖南好人榜。

锦绣村村民曹迎春也是一位二级肢残人士，村新时代精神
文明实践所副所长、村副主任谭佑良等志愿者不仅帮她申请了
低保，还教她养鸡、养蜂技术，每年有了近万元收入……

周咏申、谭佑良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时代精神文明
实践助残志愿者，锦绣村助残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只是乌石镇志
愿者助残、争当残疾人士贴心人的一个缩影。

乌石镇全镇共有办证残疾人士 985人，其中不少为 4级以
上重度残疾人。为帮助这些残疾人士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帮助
他们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获得收入和很好地融入社会，乌石
镇除全面落实政府助残政策外，还将志愿者助残纳入新时代精
神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范围。

目前，乌石镇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所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人
数超过 5000人，在 14个村（社区）均设立了乌石镇新时代精神
文明实践站。

乌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还把志愿服务作为打通宣传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来抓，在认真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罗列出了包括助残志愿服务在内的21项文
明实践和志愿服务事项清单，通过包括完善责任体系、强化督
查考核、奖励激励引导在内的“1113”工作机制加以落实。

对照服务清单，乌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依托驻村帮扶
第一书记、镇机关干部和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作为志愿服
务和助残的骨干，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龙头、14个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基点，吸纳普通党员和爱心志愿者参
与，构筑起了一个覆盖全镇的助残志愿服务体系。

两来年，乌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积极引导助残志愿服务
由单纯地帮助残疾人士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向帮助残
疾人提升劳动技能、引导残疾人自强自立转变，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众兴村残疾人周正根在助残志愿者欧阳其明等帮助下掌
握了养鸡技术，并在助残政策和项目的帮助下建起了4个养鸡
大棚，如今，年收入达20万元。周正根由原来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

乌石镇：

人人争做残疾人士贴心人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6月 28日，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
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长沙、湘潭两地市
民跨市出行的重要交通线路，该项目受
到广泛关注。

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票价执行标
准是多少？地铁运营时间是几点到几
点？乘坐地铁需注意哪些事项？有何优
惠政策？7月 4日，记者就市民关心的问
题，专程采访了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
限公司值班站长张浩。

问：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票价执
行标准是什么？

张浩：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起于
沪昆高铁湘潭北站，止于长沙地铁3号线
山塘站，设湘潭北站、船形山站、黄家湾
站、双湖站、坪塘站、红桥站、桐溪站、大
王山站 8座车站，列车采用 6节编组B型
车列车，近期运行最高速度 80公里/小
时，远期120公里/小时。

在票价上，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
执行与长沙市轨道交通线网“同网同价”
政策，起步价2元可乘6公里（含6公里），
超过6公里采用“递远递减”的计价原则，

从山塘站至湘潭北站全程票价为5元。

问：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运营组
织是怎样的？

张浩：在运行上，高峰时段上线列
车 29列，行车间隔为 6分 23秒。平峰
时段上线列车 25 列，行车间隔为 7 分
25秒。

长株潭西环线与长沙地铁 3号线贯
通运营，这意味着，市民乘坐西环线可直
达 3号线任意车站，并可与 1号、2号、4
号、5号、6号线实现无缝换乘。长株潭3
号线与西环线运营时间如下：首班车湘
潭北站—广生站为 6:30；末班车湘潭北
站—红桥站为 22:00，红桥站—广生站为
23:00。

湘潭北站开往长沙方向的末班车、
红桥站开往湘潭北站方向的末班车均于
每日 22:00开出，22:00过后红桥站将不
再有列车开往湘潭北站方向，建议乘客
提前5分钟到达相应车站，以免错过末班
车。

问：优惠政策有哪些？行动不便的

乘客乘车该怎么办？
张浩：65周岁及以上老人、现役军

人、伤残军警、消防救援人员、退役军人
及办理残疾人证的乘客，可凭有效证件
从车站“绿色通道”免费乘车。身高不足
1.3米（含）以下儿童也可免费乘车，但需
成年人陪同。

针对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车站设
有爱心预约热线86850000，可提供“一对
一”服务；未及时进行热线预约的乘客，
可拨打各车站出入口公布的爱心专线，
车站将提供“全程陪同”式爱心接力服
务。

问：乘坐地铁需注意哪些事项？
张浩：眼下，随着长沙、湘潭各大高

校、中小学陆续开始放暑假，暑运模式即
将开启。为确保乘客顺利搭乘地铁，下
列注意事项请记好：

一、乘坐地铁时，注意保持良好乘车
秩序，按地面指示牌排队候车，上下车时
注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间隙，以免踏
空。在站台门即将关闭发出灯闪、铃响
等警示信号时，请乘客停止上下车。万

一未及时上车，请不要进行扒门等危险
行为，耐心等待下趟列车即可，列车间隔
时间为7分钟左右。

二、乘客在地铁站内应注意个人安
全。乘坐扶梯、垂直电梯时，请勿奔跑嬉
戏、触碰梯门。尤其是经过闸机时，带小
孩的乘客最好抱起免票儿童（1.3 米以
下），避免被扇门夹伤。为方便轮椅及推
婴儿车乘客通行，车站在站厅进、出站闸
机处均设有宽通道闸机。

三、由于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高
架车站较多，乘客请勿乱扔垃圾，以免垃
圾飘浮物被大风吹起挂在接触网上，影
响行车安全。同时，高架线路两侧各100
米范围内禁止放风筝、气球等低空飘浮
物体和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

四、乘坐地铁时，乘客请勿携带含有
酒精的免洗手消毒液，携带的充电宝、锂
电池单品额定容量不得超过 160Wh，且
累计携带不得超过 3个。白酒（56度及
以下）需密封完好且单人携带累计不得
超过 2公斤。染发剂、摩丝、发胶累计不
得超过 600毫升，指甲油不得超过 50毫
升，打火机不得超过2支。

本报讯（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通讯员 彭虎）日前，湘乡市
召开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调度会，再加压加责，确
保完成各项整治任务。

去年8月，湘乡市启动了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目前已进入攻坚期。近一年来，湘乡市各地全面深入自查、摸
排，对发现的线索，按照属地责任分类处置，基本做到发现一
处、整治一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共开展殡葬执法检查
12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起，拆除非法搭设灵堂 2个，摸排整
治活人墓1座，摸排硬化大墓、豪华墓19座，整治19座。

与此同时，湘乡市在清明节、中元节、重阳节等节点，通过
发放倡议书、制作宣传栏以及利用电子显示屏、移动宣传车和
新闻媒体宣传，引导群众自觉革除丧葬陋俗。同时，引导村（社
区）将殡葬新风写入村规民约，让文明绿色殡葬新风渐入人心。

硬化大墓、“活人墓”是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难
点，也是湘乡市接下来整治工作的重点。先党员干部，后居民
群众，湘乡市要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两代表一委员”和非公
经济代表人士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反
殡葬改革政策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同时，敢于动真碰硬，多
部门齐抓共管，深入推进“青山白化”治理，确保10月底前全面
完成“三沿六区”视野范围内墓区治理率达100%。

湘乡市全力推进
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雨湖城管开展
餐厨垃圾收集运输专项执法

用心疗“心”疾，精湛技术与时俱进
心脏，是生命的发动机，它及其周围

的心血管，对人体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大
脑及其神经系统。能够成功完成各种高
难度心血管疾病手术，代表着一家医院
心血管学科的骄人实力。

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足有这份
底气。

今年 1月，83岁的赵娭毑因心脏二
尖瓣病变并重度脱垂、关闭不全，前降支
近端完全闭塞等多种心脏疾病，被收治
进市中心医院。由于患者高龄且有冠心
病等，进行外科手术的风险和难度非常
大，医院经过会诊讨论后，决定将她转到
心内科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治疗。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后，2月 8日，
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心内科主任、主任
医师吴名星率心血管手术团队，成功为患
者实施了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手术
（TEER）。术中，手术团队以丰富的经验
和精细的操作，将二尖瓣夹准确固定到患
者心脏病变部位，显著改善瓣膜反流情
况。术后，赵娭毑心率平稳、血压正常，她
原有的呼吸困难、不能平卧睡觉的症状
也消失了。患者及家属非常满意。

据介绍，这是湘潭市开展的首例
TEER，标志着市中心医院在治疗结构性
心脏病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瓣膜病介入
治疗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市中心医
院也成为我省第四家能开展该项手术的
医院。

成立于1982年的市中心医院心血管
内科，目前为国家级冠脉和心律失常介
入诊疗培训基地、中国远程心脏监护联
盟华中研究中心等。科室构建了心血管
疾病“防救治康”（预防-抢救-治疗-康
复）的全程管理体系，多项技术在市内、
省内率先开展，介入诊疗技术更是省内

驰名。
74岁的周娭毑深受不断加重的胸

闷、气促、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等症状折
磨，2018年 7月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就
诊。检查结果患者属主动脉瓣重度狭
窄，如果不手术，随时可能死亡。

对于七旬老人来说，外科开胸手术
换瓣风险极高。经过老院长、主任医师
曾建平等心血管专家会诊、讨论后，手术
团队采用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TAVR）这种微创介入术，成功为患者进
行了换瓣，这种手术在当时的湘潭市属
于首例！

“景仰生命、惠济百姓”，这既是百年
惠景的院训，亦是心内科团队追赶前沿
技术、呵护人民健康的初心和行动。

在科室主任吴名星的带领下，2018
年的希浦系统起搏技术、2019年的冷冻
球囊消融技术、2020年的无导线起搏器
植入术等高精技术，科室均是在全市率
先开展，并开展了一站式“射频消融+左
心耳封堵”术。2023年，科室又在全市率
先开展了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手
术、脉冲消融术、Shockwave冲击波球囊
治疗手术……

以侠骨丹心，让生命再获完美支撑
强健的骨骼，支撑着生命的高度。

骨骼健康，人才能挺天立地；骨骼强壮，
生命才有无穷力量。

湘潭市中心医院骨科，已有 73年历
史，现为省重点专科、省老年髋部骨折临
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亦是中南大学、南
华大学研究生院骨科学硕士研究生培养
基地。

知名骨科专家、医院党委书记夏红
深知，专科建设对学科和医院的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骨

科重点发展特色专科，关节外科、手显微
外科、脊柱外科等九个亚专科，在创伤骨
科建设上以“技术规范化、方案个体化”
的原则来治疗骨折及创伤，目前一些复
杂创伤的救治水平已达到国内、省内领
先水平。

2020年，一名骨盆巨大恶性肿瘤患
者入住骨科一区，科室讨论后，决定对患
者实施半骨盆置换术，以根治肿瘤。“半
骨盆置换术技术难度高、出血量大、重建
困难等，是骨科难度最大的手术之一。”
骨科一区主任刘忠介绍。他率科室团队
迎难而上，联合相关厂家通过钛粉3D打
印，以精湛的技术给患者换上了理想的
个性化人工半骨盆假体，使患者恢复了
行走功能。

随着交通运输、建筑工业的发展，车
祸、创伤等事故也相应增加，如何让重创
患者尽量保肢，也成了市中心医院骨科
人心头的一份责任。

2016年，一名六旬男子因车祸造成
急性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左股骨、胫
骨、腓骨粉碎性骨折，双侧多发肋骨骨折

等，在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救治一个月
后转入骨科二区进行保肢治疗。

面对患者患有冠心病、糖尿病并装
过心梗冠脉支架的风险，骨科二区主任
邱志龙率手术团队，通过对患者伤肢清
创、骨折钢板螺钉等固定、抗生素骨水泥
填充及VAC覆盖等治疗，保住了患者下
肢。手术中，患者突然出现失血性+心源
性休克而危在旦夕！生命无价，责任在
肩。手术医生马上进行气管插管等急
救，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继续手术。后
来，这名患者每当提到骨科二区医务人
员时，总是伸出拇指点赞。

“喜登国家级培育项目，对科室今后
的发展，将有极大的助推作用。”副院长、
骨科大主任、主任医师唐新桥豪情满怀
地说。

救死扶伤不畏风险，杏林春暖大医
精诚。市中心医院顶层以高瞻远瞩的战
略眼光推进重点专科建设，广大白衣战
士以“医者红”精神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百年惠景，正在健康湘潭、健康中国的建
设中高歌猛进！

惠景学科发展喜登“国字号”
——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骨科分别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培育项目

张红斌 彭秋香

2023年6月，湘潭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获批2023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也是湘潭市首个综合医院西医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该院骨
科获批2022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

这是市中心医院专科建设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也是湘潭市医疗卫生行业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一个重大突破。
学科建设历来是市中心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工作之一。该院党委书记夏红，党委副书记、院长袁海斌等医院领导在学科建设中主导医教研协同发展，

使学科综合实力不断攀升。目前该院共有4个省级省临床重点专科、8个市州级省临床重点专科、15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专病），医院专科建设水平已跻身
全省同级医院先进行列。

今天，惠景学科发展再登“国字号”。

湘潭市中心医院2022年科教大会，全力推进该院重点学科建设。

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运营组织是怎样的、乘坐地铁需注意
哪些事项、有何优惠政策？——

湘潭市民关心的问题有答案了
本报记者 王超

门前这棵 300 多年的古枫树周边
砌好了保护栏；杉木塘大屋场环境进
行了整治，下一步将打造成美丽屋场；
王伯庚将军（王闿运老人四世孙，少
将）坟墓进行了修缮，下一步还准备对
王氏祖坟地进行修缮保护；进出杉木
塘大屋场的道路进行了整修，并加装
了安全护栏……

在湘潭县云湖桥镇烟山村采访时，
王闿运老人六世孙王新湘向我们一一介
绍了他回乡近半年来与一帮志同道合的

朋友为家乡建设所做的点点滴滴。
1978年出生的王新湘初中毕业时放

弃了上中师的机会，选择了读技校，选的
是自己喜欢的家用电器专业，毕业后被
分配到当时很红火的韶山电视机厂工
作。

然而好景不长，进厂不久后工厂开
始走下坡路，王新湘敏锐地发现了危机，
毅然选择辞职下海。

辞职后的王新湘来到广东阳江，进
了当地一家待遇很好的高速公路管理公

司任电器维修员，并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当时阳江一带的湖南人很多，当地

仅有一家湘菜馆因失火而关闭，平时想
尝一尝家乡菜都很难的王新湘便自己创
办了一家“湘满楼”湘菜馆。

由于是独家生意，生意很红火，湘菜
馆几次因需扩大营业面积而易址。生意
做大了，很难做到工作、开店两不误，于
是王新湘只得选择辞职。

后来，因为自家店里需要大量湘味
剁辣椒，同时也有不少顾客有购买需求，

于是王新湘又开了一家专门生产剁辣椒
的食品加工厂，取名为阳江闿运食品有
限公司，同时注册了“王阿公”商标。

今年春节回乡过年时，正遇云湖桥
镇成立乡贤协会，王新湘被选为协会理
事，于是他选择了回乡发展。他将广东
的业务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则
集中精力发展家乡的事业。

王新湘说：“我的根在家乡，‘王阿公’
食品的根也在家乡。下一步，我准备将
厂子搬回家乡，或在家乡建一个新厂，除
利用烟山村远近闻名的大辣椒（个体大
且圆润肉厚、辣中带甜）生产剁辣椒外，
还将利用当地盛产的各种蔬菜进行深加
工，带动当地就业和增收，为家乡的乡村
振兴事业作贡献。”

王闿运后人的乡土情结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