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房公告
尊敬的金科集美雅郡4、5、11号栋
业主：

首先感谢您对我司的高度认可
与厚爱，根据我司与您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您
购买的商品房交房时间为2021年4
月17日，请您备齐下述资料并及时
到交房地点办理收房手续，交房期
满后您仍可以办理收房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交房地点：金科集美雅郡

4#商铺前坪
二、交付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2021年4月18日
三、收房应缴纳款项及携带资

料：根据相关部门要求，需缴纳相关
税费并提供业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购房合同、交款收据（原件）、物

业维修基金缴纳凭证等（以寄发给
您的《交房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要
求为准）

四、详细情况可咨询：0731-
85355666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
乔迁之喜！特此公告。

株洲财富兴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4日

同站为何不同名？
两处公交站出现怪现象

租客变家人
房东一家照顾邻村残疾叔叔27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实习生 陈俞汐）文化园东门还
是文化园后门？同一个公交车站怎么
出现了 2 个不同的站名？4 月 13 日，
有市民在芦淞区人民中路的“文化园
后门”公交车站候车时，发现公交车站
牌上出现“同站不同名”现象。同样的
现象还出现在人民南路的“新华桥南”
公交车站。

记者核实发现，“文化园后门”公
交车站是 T43 路公交车和 T35 路公
交车的停靠站点。在公交车站站牌
上，T35 路公交线路的标注与站名一
致，而 T43 路公交线路将“文化园后
门”标注为“文化园东门”。

在“新华桥南”公交车站，同样是
T43 路公交线路的标注“与众不同”，
与其他公交线路对“新华桥南”公交车
站的标注不一致。该线路将“新华桥
南”标注为“人民路新华桥南”。

“同一个站存在 2 个站名，不应
该。”候车市民王先生表示，公交车站
站名混乱，易给不熟悉情况的候车市
民造成误导，建议管理部门对公交车
站的“同站不同名”现象进行整改，对
站名进行规范、统一。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到了市公
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将对“同站不同名”现象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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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变成了陈浩家的
一名家庭成员

从此，易海燕就在陈浩家住了下
来，慢慢地变成了陈浩家的一名家庭
成员。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家里有
什么，易海燕就跟着全家人吃什么。
日常生活中，小到一个牙刷，大到一
双袜子，陈浩父母没让他缺过。

那时，陈浩家经济比较紧张，陈
浩父母起早贪黑地挣钱，家里经常只
留下易海燕和陈浩兄妹俩在家。10
来岁的时候，陈浩经常像小大人一
样，在厨房做饭，干家务活。和父母
一样，陈浩兄妹俩也总是把易海燕照
顾得很周全。

有维修手艺的易海燕，虽然行动
不便，但他很努力，也很勤奋，在家总
是琢磨如何提高维修技术，他维修家
电的手艺也得到了周边乡邻的认可，
大家也愿意把家电送到陈浩家维
修。如今，在易海燕的屋里，还摆着
几台待维修的彩电。

陈浩接棒照顾，有好吃
的总忘不了叔叔

看着易海燕在陈浩家住得挺好，
易海燕的母亲也安心了。如今，易海
燕的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除了正
月期间，易海燕回家和自己的家人团
聚外，其余时间，易海燕都住在陈浩家
里。自陈浩成年后，他成为一家之主，
慢慢地从父母手中接棒照顾易海燕。

“易海燕夹菜时不方便，陈浩要
不就把碗端到他前面，要不然就帮他
夹菜。”陈浩母亲介绍，陈浩虽然话不
多，但心特别细，有好吃的东西，总是
很自然地给易海燕，送到他房里。

对这些，陈浩只淡淡地说：“易叔
叔来我们家20多年了，我们早就是一
家人了，对待家里长辈，就应该这样。”

易海燕需要买什么东西，和陈浩
交代一句，也会很快办到。易海燕不善
言辞，只是说：“我94年来到陈浩家，他
们一家人照顾我大半辈子，尤其是陈
浩，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激之情。”

砖桥村党支部书记沈庭介绍：
“很多人对待自己的父母尚且不能如
此，陈浩一家人能这样对待没有血缘
关系的易叔叔，特别难得，也让人特
别感动。”

“我们要晚点回，你先煮点饭咯，我回来炒菜。”“好，家里辣椒不多，买点辣椒
回来。”……这是雷打石镇砖桥村罗头湾组的陈浩和易海燕之间日常的对话，听起来就
是一户最普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实际上，陈浩一家人和易海燕并没有血缘关
系，但陈浩一家人和身体不便的易海燕共同生活了27年，从陈浩的父母一直到陈浩，
都把易海燕当成家人一样照顾。

▲陈浩（右）一家人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易海燕27年。
记者 旷昆红 摄

陈浩一家人和易海燕的故
事要从 1994 年说起。那年，易
海燕24岁，正是个年轻小伙，家
住雷打石镇胜利村，离陈浩一
家仅 2 公里。易海燕小时候因
为小儿麻痹症落下了终身残
疾，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在家务
农或者外出打工挣钱。为了谋
生，易海燕学了点维修电器的
手艺。

1994 年，砖桥村不少村民
家里都买了电视机和收音机，
也带动了维修电视机和收音机
的生意。那时，农村维修电器
一般都是维修师傅上门，但因
为易海燕腿脚不方便，易海燕
的父母就想找一处交通方便的
地方，让他有固定的场所维修
电器。

看了很多地方后，最后选
择了陈浩家。因为陈浩家就住

在马路边上，和各村各户来往
比较方便，易海燕打算短期租
下来住上一阵。陈浩的母亲介
绍：“当时家里已经建了楼房，
房间多，多一个人我们也觉得
不要紧。”

那年，陈浩 8 岁，正在上小
学2年级，对于家里突然出现了
这样一位行动不便的“不速之
客”，陈浩不仅没有反感，还对
易海燕带来的各种维修电器的
工具充满了好奇。放学后，陈
浩总是跟着易海燕，帮他递工
具、看他维修电器。易海燕性
格随和，陈浩围着他问东问西，
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

短租了一段时间后，易海
燕打算回家，重感情的陈浩对
易海燕依依不舍，泪水都流了
出来，陈浩的父母看着心痛，决
定留下易海燕在家长期住下。

短租房子修家电，邻村叔叔住进了家

▲T43路公交线路将“文化园后门”标注
为“文化园东门”。 记者 刘平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 通讯员 汤丽）4 月 9 日上午，
在云田镇云田社区的“以牌会友，乐在
其中”活动上，70 岁的太平桥社区老
人言定生与牌友们相谈甚欢，脸上露
出久违的笑容。

据了解，言定生老人早年丧妻，膝
下无子女。老人家平日生活虽能自理，
但生活枯燥无味。2020年7月，云龙示
范区民政部门启动“幸福守望”孤寡老
人关爱项目，给辖区孤寡老人送去安全
防护、生活照料、紧急救助等专业服务
的同时，让老人感受到了关爱和帮助。

截至目前，云龙示范区23个社区
共计 54 名孤寡老人纳入“幸福守望”
孤寡老人关爱项目。

云龙示范区54名孤寡老人
纳入“幸福守望”关爱项目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旷昆红 通讯员 余红梅

青春跃动
绳舞飞扬

“1、2、3跳”……在南方中学运动场上，
满是青春的气息。趁着难得的好天气，日
前，该校举行了跳长绳比赛。拍击地面的摇
绳声，紧凑的脚步声，高呼的助威声，热烈的
欢呼声，交织成一首动听的乐曲。

该校负责人表示，希望学生们在运动中锻
炼身体、加强团队协作、释放压力，促进同学们
健康、快乐成长。
（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徐亚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胡珂）4月 10 日，湖南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芦淞西校区人
头攒动，气氛热烈，一场毕业生供需
见面会正在举行。

见面会采用“线上+现场”模式
同时进行，吸引了来自上海、广东、

浙江、江西、成都、深圳、福建及本省
共计 250 多家用人单位参会，为学
生带来了 9900 个就业岗位。岗位
主要集中在湖南省各市、县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民营医院、医药企业、
康复保健机构等。

如何让学生更了解岗位需求？

该校通过“就业创业云平台”，让学
校提前了解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岗位
需求情况，在网上进行投递简历、网
络签约，同时，根据大数据了解学生
就业情况进行针对性指导。

株洲市职工大学（工业学校）开展“大师进校园”活动
让“工匠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子获近万个岗位挑选

火爆！三个岗位抢一个毕业生

采取“一对一”帮扶举措 助力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

“新生入学时就要做好职业规划，
就是要到基层去。如今，社区、街道、
乡村都需基层医卫人才。”湖南中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邓建中表示，
毕业生一定要先就业再择业。

邓建中介绍，学校一直倡导高
质量就业，此次供需见面会提供的
招聘岗位至少是 2:1，能够满足学
生的就业需求。

“我们学校的就业指导思想就
是为基层培养德技双修的医卫人
才。”邓建中告诉记者，“一方面，
在基层乡镇，有很多医疗机构出
现了用工荒，而另一方面，很多学
生 宁 愿 在 城 里 面 飘 ，都 不 愿 就
业。有人没事做，有事没人做的
情况一再出现，这就需要转变老
师、学 生 以 及 学 生 家 长 的 观 念。

作为一所专科学校，我们就是要
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此次供需见面会，学校不
仅推出了线下一对一指导服务，也
推出了线上服务。为了让学生下得
去，留得住、用得上。学校还将部分
地方卫计部门负责人亲临供需见面
会现场给予指导，助力学生高质量
就业。

提供服务：促职校生高质量就业

如何让建档立卡家庭贫困家庭
毕业生顺利就业，湖南中医药高专
就采取了“一对一”帮扶举措。

记者注意到，不少院系教师也
亲自上阵“推销”自己的学生，对曾
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一对一
的帮扶，确保他们百分百就业、高质
量就业。

“作为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学校指定了老师对我们一对一帮
扶。”当天，中医学专业的大三学生
徐思思，一早就来到了见面会现场，
她想先了解今年的就业行情，再考
虑是工作还是继续读本。“老师会给
我们介绍现在就业可以享受哪些政
策扶持，我们也会把顾虑和疑问告

诉老师，听取意见。”
在湖南中医药高专，像徐思思

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有
多数，为了确保这些学生顺利就业，
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都
明确了一名老师进行结对帮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谭筱 通讯员/谭延喜）4 月 12
日，株洲市职业教育“大师工作
室”带头人谢俊威在株洲市职工
大学（工业学校）举行首次学术座
谈会，并邀请全国劳动模范邹毅
和驻株全国人大代表吴端华开展

“劳模大师进校园”活动。
“谢俊威大师工作室”于2020

年12月授牌成立，对学校科研、竞
赛、创新创业，学生的就业进行相
应的指导。“我们将邀请更多专家、
教授融入学校发展，共同推进株洲
职业教育发展，服务产业经济。”

“大师工作室”带头人谢俊威说。

“大家好！我叫邹毅，是一名普
通的‘蓝领'……”当天下午，全国劳
动模范、“蓝领”王子邹毅走进学校，
他以《坚守初心使命，不负青春韶华》
为题，讲述自己的“寻梦”历程，为师
生上了一堂感人至深的励志课。

“攻坚克难、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令人感动、受益匪浅，
为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他

是大家学习的标杆和榜样，我们将
不断用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鞭策自
己。”……学生们纷纷表示，这堂励
志课入脑入心，特别让人动容和信
服。

校长唐红敏表示，通过劳模工
匠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引导学子们
立足勤奋学习、立志劳动创造，更好
地引领青年学子成长。

讲述匠心铸就梦想的故事

企业“大师”进学校、学校“名
师”进企业 … … 近年来，株洲市
职工大学(工业学校)以“双师工作
室”为抓手，加强校企合作，积极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学校现有 4
个“双师工作室”，其中“大师工作
室”有包慧婷“大师工作室”和谢俊
威“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有
刘琼“名师工作室”，唐伟劳模创新

工作室。同时，聘请全国技能大师
刘建为大师工作室主持人。

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职业
教育协会会长杨宋虎表示，市职业教
育“双师工作室”是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的重要平台，开展“劳模进校园”活
动，让师生聆听劳模故事，分享工匠
情怀，催生“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在校园落地生根，厚植校园。

让“双师工作室”成为产教融合桥梁

▲为全国劳模邹毅颁发”谢俊威大
师工作室“顾问聘书。 谭筱 摄

您的难题，我来帮忙！

您的孩子接受教育过程中，有
没有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教
育相关政策，是否需要专业人士答
疑？当下教育热点话题，您是否也
有话要说？欢迎您拨打本报教育服
务热线：28831972。

南方三小：
免费电子成长记录手册
助力学生成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孙晓静）小学期间，学生学习能
力如何？参与了哪些综合实践活
动、社区服务？每到学期末，梳理
是件麻烦事。而在南方三小，学生
和家长却很省心，该校构建的小学
生学生核心素养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为每位学生形成一份电子成长
记录手册，课程表现及成长足迹一
目了然。

“这套免费的评价体系真不
错。”家长袁先生说，该系统不仅能
记录女儿在校的课程表现、作业情
况、自评、互评等情况并分析出学
习轨迹；还可以图文并茂地记录孩
子的成长足迹。家长刘女士说，儿
子属于“顽皮仔”，有一次登录系
统，在成长档案中发现了一张运动
会奖状，还有老师鼓励的话语，她
当即在点评中给予加油。慢慢地，
她也发现儿子越来越懂事，成绩也
在稳步提升。

该校校长黄新表示，此套系统
避免了成长档案收集困难、评价主
体单一、分析与反馈不准确的弊
端，具有过程性、全面性、可量化、
可积分、易操作等特点。通过个性
凸显、横向比较等多个方面，可以
让老师随时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
以便及时调整教育手段因材施教。

据悉，南方三小是全省教育信
息化试点单位，株洲市数字校园。
2019 年参加教育部基础教育成果
展示活动，被评为株洲市教育创新
成果二等奖。在 2019 年全市教育
信息化优秀典型案例中，该校的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信息化
的实践与研究》被评为一等奖。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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