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16 岁的谢佳伟是湖南工
贸技师学院建筑 1901 班的学生，
因患尿毒症，他不得不休学治病。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他在亲属的
帮助下，在荷塘区租房自己做腹透
配合医院的治疗（详见5月13日晚
报 A10 版报道）。此事被报道后，
多名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给谢
佳伟爱心捐款。昨天，又有多名读
者通过记者手机，向谢佳伟表示问
候和慰问。爱心捐款不断增加，温
暖的问候持续不断。

昨天上午9时，一位姓朱的女
士给记者打来电话，询问谢佳伟父
亲的电话。朱女士说，她看了报

道，为谢佳伟顽强与病魔抗争的精
神和积极乐观的性格所感动，很想
为孩子献点爱心，让记者一定在报
社等着她。

10 时 40 分，一位闫姓女士致
电记者，表示想捐 400 元。10 时
50 分，林女士致电询问谢佳伟父
亲的电话，表达想捐助的意愿。

11 时 03 分，第一个用短信方
式表达捐钱意愿的读者是手机号
183××××8720的张女士，她在
给记者发来的短信中表示“我想捐
200 元钱，怎么操作”。张女士表
示，小佳伟面对病痛那份乐观、从
容，让我感动。社会就应该是一个
充满关爱的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

有义务为这个家庭增加爱心。
截至记者发稿时，共收到慰问

电8个。除了捐款，还有不少热心
人打来电话提供相关医疗信息，热
情鼓励父子俩坚强不息。

“真心感谢帮助我儿子的这些
好心人，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谢
桂良希望通过本报，向好心人致谢。

谢桂良相信，他们一家人一定
能够渡过难关。他也教育儿子，等
以后有了能力，一定要回报社会，
传递爱心。

如果你想帮助这个花季少年，可
以致电本报记者（15673385818），
或 与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28829110
联系。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通讯员 易阳）5 月 17 日，一
场楼顶平台“圈地占用”整治行动
在天元区嵩山路街道韶溪社区中
建御山和苑小区开展。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联合小区物业人员冒
雨对12栋楼顶平台上种有蔬菜的
泡沫箱、花盆进行清理。楼顶平台
恢复原貌，变得干净、整洁、宽敞。

嵩山路街道综合执法中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天元区的小区楼顶

平台“圈地占用”集中整治行动从
5 月 1 日起进入全面整治阶段，对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小区楼顶违法
搭建的建（构）筑物及占用消防通
道、排污管道、公共空间等违法建
设实施拆除，净化小区环境，保障
群众居住环境安全。全面整治工
作将持续到6月30日。

整治期间，相关部门将根据前
期摸底调查情况，对城市建成区楼
顶违建当事人下达《限期自行拆除

通知书》，动员产权单位和当事人
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对违建
当事人规定期限内未自行拆除或
拒绝拆除的，将进行强制拆除。

小区居民如发现楼顶平台存
在“空中菜园”“养殖农场”、违规搭
建的杂物间、堆放废弃物等现象，
可向所在街道办、社区居委会、小
区物业公司反映，也可通过“株洲
城管”微信公众号的“微服务”栏目
进行举报。

预防野生蘑菇中毒
勿采勿食勿买卖

天元区开展整治行动

对楼顶“圈地”种菜说不

本报讯（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 谢璇 罗雄武）
近期雨水多发，蘑菇开
始在山野疯长。看到
小贩售卖的野生蘑菇，

你是否也心动？5 月 17 日，在天元区
食安办开展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宣传现
场，不少市民表示自己遇到有卖野生
蘑菇的摊贩，会忍不住买点尝鲜。

据湖南省疾控中心食源性疾病监
测显示，近5年来，我省发生野生蘑菇
中毒1000余起，发病人数3700余人，
均为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蘑菇所致。我
市每年都有毒蘑菇误食事件发生。不
采不食不买卖野生蘑菇，是预防野生
蘑菇中毒的最有效办法。

17 日上午，在为民路益民菜市
场，工作人员对过往市民发放野生毒
蘑菇识别知识宣传单，并对一些容易
混淆的蘑菇进行现场讲解和识别。同
时，工作人员深入市场销售主体，对市
场内所有销售蘑菇的摊主进行逐一提
醒，要求他们必须严格把关进货渠道，
并建立相应采购台账，确保责任可溯
可查。整个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
料400余份，排查销售摊位20家。

近期，天元区食安办深入菜市场、
居民小区、餐饮企业、工地食堂和农村
地区乡镇村组、山林入口、集市开展毒
蘑菇中毒防控宣传，最大限度地避免
群众误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生

A08

2021年05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沈勇跃
美编：陈春艳
校对：曹永亮

▲御山和苑小区，工作人员冒雨取缔“空中菜园”。 通讯员供图

爱心电风扇赠送
残疾人家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希望电风扇能在炎炎夏日为他
们带来清凉。”5 月 16 日是全国助残
日，来自市黄程保健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来到荷塘区仙庾镇，向两户残疾
人家庭送去电风扇、被子、大米、食用
油等物资。

残疾人谭女士患有小儿麻痹症，
行动不便，丈夫身体虚弱，不能从事重
体力活，有个女儿还在上大学。谭女
士负责村道的卫生保洁工作，每月工
资有一千余元。

“非常感谢你们。”收到爱心物资
后，谭女士非常激动。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5 月 1 日至
15 日，该公司开展募捐活动，筹集善
款 5 万余元，计划为 100 名低收入残
疾人、“一户多残家庭”残疾人、家庭中
有在校就读人员需要供养的残疾人、
在校就读的残疾人学生及身患疾病需
要长期医疗救治的残疾人捐赠电风扇
等生活物资。

□《为减轻家中负担 他每天给自己做腹透》后续

好心人致电捐款 用爱延续生的希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 汤建伟 黄带运）“少
年志则国志、少年强则国强……”5月
15日，2021年湖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
展演在我市举行，天元小学的湘剧戏歌
表演斩获“小梅花”展演集体节目组冠
军。据悉，《少年中国说》由18名天元小
学“小戏骨”组成，该节目还将代表我省
参与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竞赛。

18名“小戏骨”获奖

◀《少年中国说》展演现场。
记者 孙晓静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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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泰，大大小小的制衣厂不计其数，小伍制
衣厂便是其中一家。

伍凯明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年近不惑。因为
厂里员工年龄大多数比他大，他也没有老板架子，
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一声“小伍”。小伍这个名字，
也就这么喊开了。

当初来到株洲，小伍跟着亲戚一起做服装生
意。几年前，在亲戚的帮助下，他成立了自己的服
装厂，开始创业。他除了要为工厂的发展找出路
外，还要充当一线生产工人的角色。

“订单有了，却找不到人做。”近两年，最让他头
痛的是用工荒，这也是厂子经常流失大单的主要原
因。他说，拿不到大单就意味赚不到大钱，小订单
通常只能维持工厂的基本开销。

58 岁的李启兵当车工 40 年，在沿海城市闯荡
过，也当过老板，目前是小伍制衣厂年龄最大的一
名车工。

小伍告诉记者，车工这个职业太累，工作时间
长，又不自由，现在的90后基本不学这个，目前就是
一些80后和70后还在做，60后也都快退休了。或
许以后，制衣行业都机械化了，就不需要车工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谢慧 文/图）

制衣厂愁啥？

▲把做好的衣服熨一遍。

▲把成品包装好。

▲偶尔说说笑笑，缓解一下工作疲劳。

▲穿针引线。

▲难得的一名90后，老板娘视其为宝。

◀ 扫 码 可
看采访视频。
视频制作：谢慧

▲小伍是制衣厂的老板，自己操作机器。

▲李启兵今年58岁，当车工40年，在沿海城市闯荡过，也当过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