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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视频期待您的参与，稿酬从优
媒体融合，移动优先。欢迎来到“火龙果视频”专版。在这里，我

们用视频推介株洲高质量发展亮点，扫描当下时政社会热点，服务
市民生活难点。我们期待，所有读者，一同参与，或提供成品，或共
同拍摄制作。题材不限，有趣的、有用的，工作的、生活的，均可。联
系电话：22896942；视频投稿邮箱：736700050@qq.com（可发
视频，也可只附上网上链接地址），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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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科技

视·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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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千年醴瓷》系列
第二集《釉彩耀寰宇》

视·醴瓷
醴陵中国陶瓷谷

高贵典雅的釉下五彩瓷，是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之时，瓷业先
驱高举实业救国大旗，用千年窑火煅烧出一个历史的奇迹。《遇见·千
年醴瓷》系列第二集《釉彩耀寰宇》讲述釉下五彩瓷横空出世，斩获国
际殊荣，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的故事。

图片/网络 视频文字/醴陵市融媒体中心

“足不出户看株洲”系列视频
第十集《建宁驿站》

自 2018 年以来，我市启动城区“厕所革命”，按照“新建 200 座、改造
200 座、开放 200 座”要求，打造“厕所革命”的株洲样本。小厕所蕴含着大
民生。自 2018 年第一座建宁驿站建成至今，市民留言点赞已达 5000 余
条，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增强，“建宁驿站”彻底颠覆了人们
对城市公厕的认知。

图片/刘震 视频文字/株洲市规划展览馆

“绿海豚”抵昆明
长水机场即将“服役”

车头酷似海豚，流畅的车身线条搭配清新的
苹果绿配色。日前，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研制的“绿海豚”有轨电车顺利抵达昆明长水机
场，即将开始服役。这也是国内首列采用自动驾驶
模式的储能式有轨电车。

图片/网络 视频文字/中车株机

家中失火
狗狗叫醒主人获救

日前，我市阳先生和新婚妻子在熟睡时，家
中发生火灾，事发时起火点离卧室仅几米远，幸
好阳先生被狗叫声惊醒后报警，消防员及时赶
到了现场，冒险抢出冒着热气的液化气罐，目前
火灾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图片视频文字/网络

金山污水处理厂
试运行

金山污水处理厂通水调试，12 月 1
日试运行。金山污水处理厂采用国内
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能够让处理水
质更稳定，标准更高。项目建成后，每
天污水处理规模为 3 万立方米，设计出
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一级 A 类标准。

图片/姜星辰 刘震
视频文字/株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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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驿站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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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残疾人就业，就是给他们爱、给他
们家、给他们希望。】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我市纷纷
开展活动，有的走进残疾人家庭，慰问残疾
人；有的走上街头宣传残疾人政策，为残疾
人朋友答疑解惑……各种活动深受残疾人
朋友欢迎。

其实，对残疾人各种优惠也好，慰问残
疾人缓解困难也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而帮助残疾人就业，让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养活自己才是治本之策。毕竟，美好生活，
人人共享，残疾人也有平等享有就业并创造
社会财富的权利。为此，当热“心”、真“心”、
用“心”、尽“心”为残疾人就业撑起“保护
伞”。

摸底要“细心”。广泛走进残疾人家庭，
全面了解残疾人家庭就业、技能特长、职业
要求等情况，以社区和乡镇为单位，不漏一
人地建档归档，并适时更新档案内容，以便
于有针对性地为残疾人就业提供服务。

政府要“用心”。强化残疾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实现无障碍设施与社会公共服务部
门的无缝对接；强化残疾预防、康复等公共
服务，提高残疾人教育普及水平；建立用人

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公示制度，对超
比例安排的给予奖励。把农村贫困残疾人作
为重点扶持对象，纳入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定期组织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努力实现残
疾人就业与市场的对接；加强劳动执法监
督，有效保护残疾人劳动权益。

企业要“真心”。相关企业当扛起社会责
任，多多挖掘企业内适合残疾人就业岗位，
提供给残疾人。同时在工资待遇、企业福利
上不戴“有色眼镜”看待残疾人，做到凡企业
内职工“一视同仁”。

社会要“关心”。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撑
起残疾人就业“保护伞”，需要全社会来关
心。怀有“仁爱”之心，去尊重并平等看待每
一个残疾人；积极牵线搭桥，为残疾人就业
穿针引线；尊重残疾人的劳动，为自强不息
的残疾人加油鼓劲。你公交车上给残疾人的
一个让座、上坡途中给残疾人助力车的一个
推送，都会给残疾人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就业乃民生之本。残疾人就业，则是提
高残疾人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之策，也是构
建助残格局的关键一环。让全社会都行动起
来，用“心”撑起残疾人就业“保护伞”事关残
疾人民生福祉，毕竟，保障残疾人就业，就是
给他们爱、给他们家、给他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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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家访进进门，多多了解学生情；家
校双方多沟通，相得益彰育新人。】

傍晚时分，家中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原
来孙子的老师前来家访。两位老师一落座就
和家人聊起孩子学习情况，当面表扬了孙子
大胆发言和会表达的长处，指出了上课注意
力欠集中的毛病，并征求了家长对教学工作
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家校两方在交流中对教
育好孩子形成了很好的共识。老师临走时，我
和家人都说，“谢谢你们做家访，很久没有见
到这种传统的家校交流方式了！”

不可否认，社会发展至今天，人们联系的
方式实在太多，在学校，各班级都建立了“家
校联系群”，每班还有家长委员会，每学期还
召开家长会议。这些联系当然能够较好地促
进学校与家庭、老师与家长之间的联系和沟
通，不可谓不好。但笔者总以为，学校与家庭、
家长和学生之间仅有家长会和微信群还不
够。虽然有信息沟通，但毕竟没有面对面的交
流，而且接受教育的小孩子也没有参与，这种
交流缺乏亲和力、亲切感和亲身体验，特别是
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隔代家长和不喜欢
看微信、看手机，甚至不怎么关心小孩学习的
家长，无疑就不能收到很好效果。如今一些学
校基本没有要求老师做家访的制度和习惯，
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缺陷。

笔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也曾经做过三
年“孩子王”，那时还没有“大哥大”，甚至连座
机都没有，但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
庭和老师与家长之间的联系，教育主管部门
和学校均对老师做好学生的家访工作，提出
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要求：至少每周不少于
两次家访，每个学期全班学生的家庭都要走
访到。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促进教学相长、
加强彼此沟通、增加相互理解和支持等作用
非同小可。

老师家访进进门，多多了解学生情；家校
双方多沟通，相得益彰育新人。家访是中小学
教育的一项优良传统。为了更好地促进家校
联系，也为了使教育和教师更好地融合于社
会之中，真心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特别是
那些年轻教师，都能在利用好家长会和家长
群的同时，多花点时间做好家访工作。

还是做些
家访好

江鸣

据本报报道，日前，我省启动
2020 年度根治欠薪百日攻坚冬季
专项行动。为切实保障农民工权
益，拓展农民工欠薪投诉举报线
索采集电子服务渠道，省人社厅
已建设直接面向农民工群体的欠
薪维权互联网服务平台。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符合条件的拖欠工资
线索将由省人社厅政务服务旗舰
店统一受理，并与省人社厅劳动
监察“两网化”投诉举报联动处理中心对接，实现群
众“一点投诉举报，全省联动处理”。这无疑为农民工
讨薪又添了条捷径，对欠薪老赖上了道“紧箍咒”。

这正是：背井离乡忙挣钱，辛辛苦苦累一年。盼
钱回家好团圆，老板恶意工资欠。政府助力来维权，
网上申诉又上线。一点联动出重拳，分毫不差全兑
现。

追欠维权，投诉上线
严兴才/文

【让农户种地有奔头，能致富，田园牧歌的美好
图景必将再次重现。】

近日，市政协就“治理耕地抛荒”进行专题协
商，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在全市调研的 10 个行政
村中，有 7 个行政村存在不同程度的抛荒现象，遏制
耕地抛荒刻不容缓。

保障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大量的耕地抛荒，
导致本地粮食从自给有余到多数人靠购买粮食，这
只是表面现象。农村大面积农田全年抛荒、杂草丛
生的现象蔓延，只种一季稻的隐形抛荒现象已成常
态，“双季稻”已逐渐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名词。长
此以往，势必造成国家粮食储备的严重不足，威胁
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分析耕地抛荒现象，既有劳动力缺乏、水利设
施损毁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户安于现状、知足者乐
的消极意识作祟。但根本还在于，粮食比较效益低
降低了种田积极性。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

究院院长陈文胜曾直言：“如果种粮收益低于求他
收益甚至亏本，抛荒就成为农民作为经济人的理性
选择。”

天下粮仓，藏粮于民，先靠藏粮于地。作为全国
第一个成建制过吨级的地级市，株洲是传统的粮食
高产区。不妨以“一县一特”产业布局为抓手，推进
优质稻模式化生产。如在城郊区发展“优质稻+体验
观光”模式，山区发展“优质稻+鸡鸭”立体种养模
式，河边等灌溉便利的地方发展“优质稻+虾”模式，
传统蔬菜地区可发展“优质稻+冬季蔬菜”模式等，
提高农户综合收益。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双管齐下。依法打击违法
占用耕地的同时，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建设高标准
农田，引导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土地托管公司在供、
耕、插、管、防、收、烘等各个环节开展“保姆式”“菜
单式”服务，严格执行有关“种地得补贴、不种地不
得补贴”政策，让农户种地有奔头，能致富，田园牧
歌的美好图景必将再次重现。

【让更多老年人搭上“数字列车”享受其
便利，能体现社会的温度、文明的深度。】

一个和谐文明社会，一定不会任由科技
的进步，而“抛弃”那些“弱势群体”。

老人无法出示“健康码”进站遭拒、94 岁
老人被抬到银行做“人脸识别”、老人不会

“手机支付”无法交医保……近日，多起老人
被智能技术“抛弃”事件引起社会热议。

纵观当今社会，“互联网+”俨然成为一
道天堑，年轻人在这头，老年人在那头。大多
数老年人沦为信息化浪潮下的边缘人群，面
对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智能黑科技，他们
感到束手无策、寸步难行，却是不争事实。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怎么帮老年人
越过数字“鸿沟”，成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现
实课题。令人欣慰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于日
前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一系列给力举措，促
进老年人融入智慧社会。

技术无罪，关键在人。可喜的是，我市在
填补老年人“数字鸿沟”上，做出了不少探索
尝试：多家医院服务台设立“请刷身份证”区
域，为没智能手机或不会扫健康码的老人，
快速核验“健康码”；社区工作人员热心为独
居老年人办理社保人脸识别认证，扫除老年
人后顾之忧；银行设置有专门的大堂经理，
为不熟悉业务的顾客和老年人提供咨询和
帮助……

民心所望，政之所向。目前，我市有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76.69 万，占全市总
人口的 18.7%。笔者认为，将“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以清单形式、提上日
程，这绝非小题大做：让更多老年人搭上“数
字列车”享受其便利，这不最能体现社会的
温度、文明的深度吗？

遏制抛荒，要提高种粮收益
邓伟勇

用心撑起残疾人就业“保护伞”
艾才国

科技进步别忘老年人
马文章

漫画/王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