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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筋水泥丛林里，总有些地
方冒出浓浓的市井烟火味，七星区
码坪街就是如此。但很多人想不
到，如今这个充满人情味、烟火气
的街道，在上世纪 50 年代前还只是
一个土坡，自第一批老码坪街道的
居民搬迁至此之后，它才焕发出了
蓬勃的生命力。

以前荒凉无人居

据桂林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
1994 年编撰的《桂林地名集刊》记
载，码坪街建于原三里亭西北部的土
岭坡上，既与七星路平行，亦比七星
路高出 4 米余，是桂林目前仍沿用街
字作路巷名的两处之一。码坪街全长
258 米，车行道宽 8 米。

刚开始，此路使用民生路之名。
1966 年 9 月 15 日，民生路更名为红
光路，1978 年 11 月 29 日，红光路更
名为码坪街，沿用至今。

6 日下午，记者来到码坪街，一
些居民在街边感受秋日的暖阳，街道
宁静而美好。出生于 1952 年的蒋毓
芬是从七星景区内迁出至此的老居
民，对她而言，这条路承载了她大半
辈子的回忆。“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现在的七星景区里曾经都是街道。”蒋毓
芬回忆说。

蒋毓芬家从前住在七星景区里老动
物园旁的山边。

1959 年开辟七星景区时，原东灵街、
码坪头街、赐恩楼的居民房拆除，绝大部
分居民搬迁至现在的码坪街。蒋毓芬说，
现在的码坪街在当时是一个土坡，基本都
是坟场荒地，后来坟场慢慢被迁走才有了
这条街。

刚搬到码坪街时，生活用水还要从老
码坪街挑回来，房子墙体是用编织的竹条
混着泥巴搭起的，外面刷石灰水，整条街
上只有两个公共厕所。

后来，很多当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也
迁到这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码坪街也
热闹了起来。

曾是三里店最大居民区

1970 年，蒋毓芬到橡胶制品厂工
作，几年后，因为工作变动到无线电三
厂，已经出嫁的她和家人又回到码坪街居
住。“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住上了楼房，
90 年代，街上只要是有空隙的地方都建
起了房子。”

《桂林地名集刊》中也记录着，随
着居民的迁入，码坪街成了当时三里店

片区最大的居民区。蒋毓芬回忆说，因
为居住的人越来越多，码坪街上形成了
一个农贸市场，家乐城市场建起来后，
农贸市场就消失了。

虽然当时码坪街还是黄泥巴路，但
在这里建办公场地的单位不少，其中有
桂林市无线电八厂、桂林市日用艺术玻
璃厂、七星区人民政府等。

卢纪新生于 1953 年，原住在甲山
一带，上世纪 90 年代初搬迁到这里。
卢纪新说，在七星路还没有扩宽修整
前，码坪街就是主干道，人流量也不
少。七星路修整扩宽后，沿路建了商住
两用楼，码坪街就变成了一条背街小
巷。

码坪社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目前，居住在码坪街的居民共有 863
户， 1766 人。这里的单位有七星区教
育局、七星街道办事处、码坪社区，还
有已经申请破产的无线电八厂等。

小巷的“烟火气息”

现在生活在码坪街的居民很多是
老街坊邻居，或者单位老同事，大家
都见证了码坪街的变化。

居民白女士告诉记者，从前码坪
街的路面坑洼不平，不少车辆来这里
乱停，给居民带来了很多不便。后来
政府铺上了沥青路，社区在路边装上
了 U 型管，划定电动车停车线，道路
通畅了，居民的心也顺了。

在码坪街，随处可以看到晒太阳
的老人慈祥的笑脸，小店铺老板热情
的招呼，老街坊间温情的问候。傍晚
时分，老人们纷纷收起小板凳往家里
走去，家家户户亮起了明灯，饭菜的
香气漂浮在街道上空，充满了生活的
气息。 记者周子琪 文/摄

昔日杳无人烟
今日市井繁华

中西医结合治顽疾

在风湿疾病中，强直性脊柱炎可谓大
名鼎鼎，它是以脊柱为主要病变部位的慢
性病，累及骶髂关节，引起脊柱强直和纤
维化，造成不同程度眼、肺、肌肉、骨骼
病变，是自身免疫性疾病，严重的患者对日
常生活会造成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残疾。

今年 30 岁的黄女士（化名）早年被
查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前几个月她的强
直性脊柱炎突然恶化，疼痛难忍，腰都直
不起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来到了市中
医医院找到了戴博士。“来到门诊的时
候，只能一直弯着腰，我们马上安排了住
院治疗。”戴小良主任说，根据患者情
况，除了仍然沿用她两个月前曾在其他医
院使用过的安佰诺，还尤为重点加入了中
医的全面治疗，包括针灸，内服南蛇藤风
湿饮，外用痹消散 2 号敷贴。经过 4 、 5
天的治疗，病人的腰直了起来，没多久病
人康复出院。

戴小良表示，大多数风湿疾病都属于
慢性病，不能断根，但是可以控制，通过
治疗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疼痛，防止并发
症，防止关节变形，提高生活质量，对于
长期疼痛难忍的患者来说，能够恢复正常
生活是非常好的结果。

风湿病科成立以来，通过中西医治疗
帮助了许多患者恢复正常生活。在科室病

房内，笔者见到了 40 多岁身患类风湿性
关节炎的郭女士，她正在做最后一期的住
院治疗。

“我是一名导游，前几个月，我的腿
部、手部的关节都出现了剧烈疼痛，不能
走路就等于丢了饭碗。”郭女士尤为感激
地说，“ 7 月份刚来中医院看门诊时我
都是疼得哭着进来的，一直需要别人扶

着，经过 2 次中西医结合治疗，我的疼痛
已经缓解。这次是第三次的巩固治疗，现
在走路不成问题，还可以马上回去当导游
了，非常感谢，想给风湿病科医护团队送
一面锦旗！”

声名远传区内外

去年，市中医院运筹帷幄，引进桂林
市名中医戴小良博士团队，组建桂北地区
首家中西医结合风湿病专科。该科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接诊患者， 2020 年 3
月 23 日正式开放病床。

戴小良主任从事风湿病诊治 10 余
年，之前任解放军第 924 医院（原解放军
181 医院）中医风湿科主任，医学功底扎
实，临床经验丰富。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风湿免疫、心血管疾病等有独到的见解。
尤其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痛风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的
诊治。现在中医风湿病科室不仅熟练掌握
西医风湿疾病的诊疗常规，还发挥特色，
通过中医辨证论治的手段，为患者“定
制”中医诊疗方案。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不断改进，风湿
病科现有特色的内服制剂和外用敷贴，包
括南蛇藤风湿饮、痹消散 1 号和痹消散 2
号，根据患者不同的症状、体征，择优选择。

风湿病科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众多“粉
丝”。开放病床仅半个月的时间， 20 张
病床就全部爆满，截至目前门诊已接待了
3779 人次，出院 360 多人，不仅吸引了
广西区内患者，更有贵州、广东、湖南的
风湿病患者慕名而来。

“我们科室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打造
成为全区知名的中西医结合风湿病重点专
科，把西医和中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戴
小良说。 林扬 詹金容 文/摄

中西结合助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市中医医院打造风湿病重点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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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名中医戴小良博士正在为患者诊疗 医护人员看望患者

风湿疾病，痛起来“要命”。

在南方地区湿热气候下，风湿病的

发病率逐年上升，这类疾病不仅治

疗难度比较大，而且容易反复。

今年 3 月，在桂林市名中医

戴小良博士的带领下，桂林市中

医医院风湿病科正式开科，短短

半年的时间，该科室利用中西医

结合的方法，帮助近 400 名风湿病

患者治疗出院。科室时常大排长

龙，床位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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