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5 日，在株洲经开区、云龙示
范区管委会办公楼旁，云龙大道（洞株
路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人行天桥

施工现场，工人们正顶
着烈日进行人行天桥
梯道建设。

云龙大道快速化
改造项目，是长株潭一
体化“三干两轨”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约 13.98 公里，沿线将
设 置 2 座 主 线 上 跨 桥
梁 、2 处 地 下 工 程 ，新
增 6 座 人 行 天 桥 。目
前，4 个节点主体工程

全部完成，5 座人行天桥主体结构已完
工，最后一座正在进行桥面施工。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文 通讯员/刘贞 摄

云龙大道人行天桥建设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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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张洁
通讯员/何俊明

6月 16日早上 7时许，在醴陵市国瓷
街道姜湾社区陈家坪组一栋普通房子
里，66岁的徐建平像往常一样，给先天性
智障、生活不能自理的夫兄张先云穿衣
服、洗脸，然后招呼他坐在桌子旁，给他
端上可口的早饭。这“简单”的事情，她默
默坚持了 45年。

沧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是艰苦生
活在徐建平身上印下的痕迹。一位普通
的家庭妇女，用一颗善良的心，诠释着

“孝老爱亲”的真谛。今年 6 月，她被评为
醴陵市第五届道德模范。

“我嫁的是人，而不是家庭条件”
1974 年，20 出头的徐建平经人介绍

与家在姜湾社区的张新明结婚。张新明
家庭困难，兄弟姐妹 4 人，最大的兄长张
先云是婆婆带的养子，与其他兄弟姐妹
无血缘关系。他先天性智障，说话不清
楚，生活全靠别人照顾。婚前，徐建平知
道这些情况，但她依然嫁给了张新明。

嫁过来之后，徐建平发现，张家的条
件远比她想象的更差。一家人生活费用

全靠她和丈夫打工维持。刚结婚那会儿，
全家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逢年过节买
点肉，她和丈夫舍不得吃。最苦最累时，
徐建平也伤心地流过泪，但看到善良的
婆婆待她像亲生女儿，丈夫对她疼爱有
加，她就释然了。她用一句最朴实的话表
达了自己的想法：“我嫁的是人，而不是
家庭条件。”她和丈夫勤俭持家，渐渐地，
家里生活有了一些起色，虽说没有大富
大贵，但也有滋有味。

1996年，婆婆去世，照顾兄长张先云
的重担压在了徐建平夫妻身上。但爱人
张新明在外打拼，家里事无巨细，都是徐
建平一人操持着。

“照顾好家人，是最大的幸福”
好不容易熬到儿子结婚，盼到孙女

妮妮出世，家里多了欢声笑语。但不久，
徐建平发现，妮妮生长发育明显比同龄
人慢。2006 年，妮妮在长沙诊断的结果
是，她的骨龄远比生理年龄小。儿子、儿
媳没有稳定工作，孙女每月治疗费用达
4000多元，这个家庭的负担再次加重。有
人在背后议论：“家里负担这么重，他们
不会不管张先云了吧？”

但徐建平说，她从没动过这样的念

头。2018 年 11 月，丈夫张新明因病离世，
她一个人挑起了照顾夫兄的重担，一如
既往。80 多岁的张先云患有多种疾病，
她饭前饭后督促他按时吃药。张先云吃
硬东西咬不动，徐建平做饭时，尽量把
饭做绵软一些。吃肉时，她把煮得很烂
的肉，用手撕着一点点喂他吃，还随身
准备毛巾帮他拭去嘴角的口水。有时
忙，她无法时刻待在兄长身边照看，就
帮他做了一个护衣，以免他弄湿衣物，
沾寒生病。

“今天的菜好吃，快来吃吧！”一天三
顿饭，都是徐建平做好后，喂给张先云
吃。张先云老了，越发像孩子，有时不吃
饭，爱发脾气。每当这时，徐建平耐心地
连劝带哄。每晚，她先照料张先云睡好。
而她自己无论多晚，都要为张先云把衣
服洗干净。多年来，张先云穿的衣服总是
干干净净，不知道内情的人，根本就看不
出，他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45 年如一日，辛辛苦苦照顾无血缘
关系的夫兄，为家庭付出，多数人对徐
建平赞誉有加，但也有人觉得她傻。面
对 这 些 ，徐 建 平 只 是 笑着说：“照顾好
家人，是最大的幸福，自己再苦再累，都
值得。”

残疾夫兄生活不能自理

她精心照顾45年如一日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谭志平

株洲日报讯 今年 6 月是全国
第 19 个“安全生产月”。16 日，茶陵
县安委办、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
自然资源、气象等 21 家县直单位在
犀城广场、紫荆花广场开展以“消除
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
集中宣传咨询日活动。

各单位通过发放安全生产宣传
手册、设置咨询台现场讲解、悬挂安
全生产宣传标语、设立安全生产宣
传展板、移动宣传车等方式，宣传安
全生产知识。活动现场共设置宣传
展板 22 块，发放宣传手册 30000 余
册，宣传手袋 15000余个。

从本月初，茶陵县还通过安全
知识线上学习答题活动，开展“安全
生产月”集中咨询日宣传活动，线上
线下共同发力，营造安全生产浓厚
宣传氛围，汇聚“齐抓共管、上下联
动、全员参与”的强大合力。

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见习记者 敖滔
通讯员/金鹏

株洲日报讯 6 月 15
日，芦淞区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召开，其《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今年要突出科技
引领，着力做优做大做强
做精主导产业，夯实高质
量发展基石。

产 业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重要支撑。做优服饰产业
方面，该区今年将开展服
饰产业链资源整合专项
行动，打出摸清家底建立
数据库、品牌联动带动供
应链等组合拳，如梳理明
确产业链各环节领军企
业和人才，联合中国城商
联等打造服装设计师共
享服务平台，培育引进原
创设计师品牌，引进智能
制造设备，打造共享工厂
等。航空产业要做大，该
区将依托现有主机企业
吸引配套企业入驻园区，
力争引进整机制造及配
套企业 8 家以上，推动链
上企业互助合作，打造中
小航空发动机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实施

“通航+”战略，支持航企
拓展业务领域，打造“视
频医生+空中救护车”远
程医疗综合服务基地。做
强新材料产业方面，重点
发展新型合金材料、高性
能纤维材料、新型建筑材
料，积极引进信息材料、

生物材料、纳米材料，为服饰、航空
产业赋能增效，鼓励支持企业在制
造工艺、高端检测装备等领域取得
关键技术突破或在科创板上市，力
争微孔新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
项目落户。做精现代服务业，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
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
和多样化升级。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承载主体。
今年该区创新亩产效益评价机制，
全面清理闲置和低效用地，推动园
区集约化、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实
现标准厂房开竣工分别超过 18 万
平方米、15万平方米。

项目为产业发展增添后劲。该
区将实施项目 160个，完成投资 130
亿元，确保 30 个项目如期开工、20
个项目投产达效。同时要完成集体
土地征拆 3512 亩、国有土地房屋征
收 3万平方米，强化要素保障。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张斌

株洲日报讯 6月 15日，醴陵经开
区金库正式运行，系全市园区首家。首
日 8000万元库款产生，实现“开门红”。

醴陵经开区是湖南省十个特色
产业园区之一，是制造强省重点领域
20 个新兴优势产业链（先进陶瓷材料
产业链）的重点产业基地，是“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陶瓷出口
转型示范基地”，确立了“一主两特”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子设备制造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产业定位，已进
入国家级经开区的培育期，“中国陶
瓷 特 色 小 镇 ”已 被 纳 入 国 家 打 造 序
列 。近 年 来 ，按 照“ 打 造 千 亿 产 业 园

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的战略目标，
醴 陵 经 开 区 加 速 构 建“ 一 谷 一 城 一
园”大发展格局。

金库设立，是园区财政管理体制
的重要标志。去年 12月，醴陵经开区金
库作为株洲市园区首家正式获批设
立。相关文件明确，醴陵经开区规划范
围内中国陶瓷谷、东富工业园实现的
本级财政收入为园区财政收入。

去年以来，作为省市园区体制机
制改革的试点，醴陵经开区全面完成
行政管理、财政管理、行政审批、招商
引资、公司平台等体制改革。金库正式
上线运营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使
园区自我造血能力进一步提升，有利
于助推醴陵产业突围，促进园区各项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

醴陵经开区金库正式运行
系全市园区首家，首日产生库款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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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黎世伟
通讯员/林晓静 彭子牛

6 月 14 日一早，攸县新市镇光明
村刘国江就拄着拐杖下地割草，给自
己养殖的麻鸭做“早餐”。看着一只只
麻鸭争相抢吃的样子，他的脸上乐开
了花。

刘国江一家 4 口人，20 多年前，他
做鞭炮时因发生爆炸，导致左脚、左
手、左眼残疾，劳动能力弱。其爱人患
有精神病，生活难以自理，而且上有 83
岁老父，下有读书的儿子，家庭经济困
难，2014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家就一个弱劳力，如何帮助他

家脱贫？帮扶干部伤透了脑筋。一开
始，根据帮扶干部建议，他把自家土地
流转给农业公司，自己到附近的农业
基地帮人打零工，加上政府给的低保
金，虽然他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
仍没脱贫。

为此，攸县税务局驻光明村第一
书记余铁贻等帮扶干部转变工作方
式，结合刘国江的实际，帮助他选择发
展力所能及的产业，送去 800 羽麻鸭
苗，让他发展麻鸭养殖，年出笼达 5000
多羽，仅此一项年收入 1.5 万元。同时
鼓励他在水稻田里养殖鲫鱼和泥鳅。
这样一来，他家合计年收入 2.5 万元以
上，成功实现脱贫。

帮扶干部助力，残疾人家庭脱贫

线上线下协同宣传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