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6日晚上8点，曹志宏再次来到彭建国家
里。面对曹志宏的4次上门，彭建国说他头回见到
这么“犟”的干部，心生佩服，便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彭建国为了组上征地等事务忙前忙
后，钱虽然到手了，但分钱涉及 100 多个村民，
要怎么分、分多少，没有具体方案。这时，有些
村民因分钱“慢”而不耐烦，便给他扣上了“贪
污”的帽子。

“我为组上做事不图感谢，但也不能冤枉我
吧？”彭建国说自己十分气愤又不善表达，分钱的
事就此搁置了。也正因为如此，其他村民也纷纷

“倒戈”相向。于是，分发补偿款一拖就是半年，一
场“误会”朝着违纪违法的方向发展。

“你想过没有，你不正确履行组长职责，扣着
属于大家的征地款不发，造成不良影响，这不仅
违反了工作纪律，还可能违法了。”曹志宏边说边
拿出事先准备的党纪和法律书翻给彭建国看，并
耐心讲解。

听说违纪违法，彭建国紧张起来，翘起的二
郎腿放了下来。见普法有起色，曹志宏又在情理
上加了把“火”。“其实我们能对你立案，但村民说
了你的情况，肯定了你的品性，尤其是你在疫情
期间捐菜，让大家很感动……”晚上11点，3个小
时长谈后，曹志宏准备离开，彭建国终于松了口。

心结解开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最
终，彭建国受到批评教育处理。

“喂，纪委吗？我要举报狮
湾组组长彭建国贪污了组上 6
万多元征地款。”3月14日，曹志
宏接到了一个来自深圳的举报
电话。接下来的半天里，他又接
了十几个类似电话，举报人基本
都在长沙、广州等地打工，无法
见面，但举报内容都指向彭建国
贪污。

随后，曹志宏与镇纪委干部
着手调查。在渌口区征地拆迁
事务中心、朱亭镇财政所，调查

人员找到了狮湾组征地合同及
汇款凭证，6.16万元征地款已于
去年11月拨付到彭建国所持有
的存折。

“证据充分，金额达到立案
标准，立案吧。”“别急，纪委‘惩
前毖后’也要‘治病救人’，我们
先找他聊下。他能分钱最好，实
在不分，我们再走立案程序。”谈
论案情时，曹志宏认为要进一步
了解相关事实。

次日，曹志宏等人来到高福

村。“钱在我这里，我没动过，更
没想占为己有，但现在不分，至
于原因，你去问他们自己吧。”原
本以为彭建国会辩解，没想到他
一开口就承认了，还直接出了门。

“他简直油盐不进，不如我
们直接立案把钱追回来。”同行
的镇纪委干部说。望着这个头
戴草帽、满手老茧，承认问题却
不肯解决问题的农民，拥有多年
农村工作经验的曹志宏认定这
背后另有原因。

组长“贪污”公款 纪委为啥不立案？
镇纪委书记4次上门做工作 追回6.16万元征地补偿款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正明 通讯员 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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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曹韵红“感谢纪委4次上门教育，不然我犯了法都不知道。”4月27日，渌口区朱亭镇高福村狮湾组组长彭建国把

6.16万元征地补偿款交到镇纪委书记曹志宏手中，并连连感谢。面对违纪违法，镇纪委为何不立案查处，反而
4次上门做工作？近日，记者对此事做了采访，解开了背后的谜团。

当事人认可举报，却不解决问题

走访中，曹志宏听到了村民
对彭建国“独占”征地款的怨言，
有的甚至直接扣上“贪污”的帽
子。但也有人提出，他勤劳朴
实，愿意为村民做实事，连续几
届被推选为村民组长。

“他很善良，去年 2 月，得知
全市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
渌口区人民医院缺蔬菜，他开
着 三 轮 车 往 返 跑 了 100 多 公
里，捐了一车蔬菜、鸡蛋。”一位

村民说。
几天的走访让曹志宏深入

认识了彭建国。“从情节上看，他
没有侵占的主观故意，也没有私
分、挪用的客观事实，我们要结
合他的平时表现看问题，不能一
查了之。”在集体讨论线索处置
时，曹志宏认为彭建国符合教育
挽救的条件，但最终还得看本人
态度。

之后的几天，朱亭镇纪委工

作人员两次上门做工作，而彭建
国却在西瓜大棚里埋头干活，偶
有交流，但始终不提钱的事。“曹
书记，还是立案吧，他不明白纪
委的良苦用心，村民也不理解我
们为什么不立案查处，两头不讨
好哦！”镇纪委干部王婷委屈地
说。“查处容易，但挽救一个干部
更符合纪委‘治病救人’的精神，
我再试试。”曹志宏说。

有人认为他贪污，也有人赞他为民办实事

村民与小组长闹矛盾
分发补偿款被搁置半年

每一种茶，都
是美丽的。四季轮回，喝茶无

数，每个人对茶都有不同的理解。
自古以来，茶就备受推崇。从唐朝开元

年间开始，喝茶的人就多了起来，唐朝开元盛
世之后，宫廷上，市井中，文人雅士、大茶楼小茶

馆随处可见。随着茶圣陆羽《茶经》问世，茶就更
加大众化，当时的普及程度不亚于现在。

到了现在，随着茶叶加工工艺的不断成熟，这
片小小的树叶逐渐演变成绿茶、白茶、黄茶、黑
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更细的分类甚至有
数百种。

什么样的季节，喝什么样的茶，每
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当夏天来临时，喝
一壶红茶，正当
其时。

六大功效有益身心

夏季喝红茶有六大功效。
一到夏天，人的精神劲儿就很

差，时常昏昏欲睡，非常倦怠。而红
茶中富含的咖啡碱可以刺激神经中
枢，加快我们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
代谢，从而可以提神醒脑、消除疲劳。

夏天饮红茶还能止渴消暑，因为
茶中的多酚类、醣类、氨基酸、果胶等
与口涎产生化学反应，且刺激唾液分
泌，导致口腔觉得滋润，并且产生清
凉感；同时咖啡碱控制下视丘的体温
中枢，调节体温，它也刺激肾脏以促
进热量和污物的排泄，维持体内的生
理平衡。

夏天，我们也总是喜欢吃一些冰
冻 食 物 或 者 冷 饮 来 给 自 己“ 降 降
温”。殊不知这样很容易伤到脆弱脾
胃。而红茶属于热性，具有暖胃护胃
的功效。

红茶还有利尿功能。在红茶中
的咖啡碱和芳香物质联合作用下，增
加肾脏的血流量，提高肾小球过滤
率，扩张肾微血管，并抑制肾小管对
水的再吸收，于是促成尿量增加。如
此有利于排除体内的乳酸、尿酸、过
多的盐分、有害物等，以及缓和心脏
病或肾炎造成的水肿。

红茶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具有消
炎的效果。再经由实验发现，儿茶素
类能与单细胞的细菌结合，使蛋白质
凝固沉淀，藉此抑制和消灭病原菌。
所以细菌性痢疾及食物中毒患者喝
红茶颇有益，民间也常用浓茶涂伤
口、褥疮和香港脚。

此外，红茶还有解毒的功效，因
为红茶中的茶多碱能吸附重金属和
生物碱，并沉淀分解。

因此，对于喝茶来说，饮下一杯
热茶，喝的舒心，没有不适，那便是适
合自己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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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茶资讯

跟着教授
学做茶

“要掌握好萎凋温度
和时间，通过揉捻让茶叶
中 85%以上的细胞被‘破
坏’，这样做出的茶叶才会发
酵均匀。”5月15日，在醴陵市
均楚镇周坊村金妙山茶业公司，
湖南省农业大学茶学教授傅冬
和，向茶农讲授红茶加工关键技
术。

当天，醴陵市举办“茶祖红”
红茶加工技术培训班，闻讯而来的
茶企的技术骨干、农技服务志愿者
等，跟着教授学做茶。

如何避免做红茶产生的淡淡烟
味？如何控制萎凋环节各项指标？
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傅冬和从理论
和实操的角度，重点讲解了红茶加工
从萎凋到干燥各道工序上的技术参
数和注意事项，红茶和绿茶在加工制
作上的异同点。、

色泽乌润，金毫显露，泡出的茶
汤色红亮，滋味甜爽，香气甜雅，略带
花香，叶底红亮。当第一批成品红茶
新鲜出炉时，大伙纷纷表示这次培训
会学到了实打实的技术要领。

据了解，醴陵位于茶叶生产黄金
地带，茶叶生产历史攸久，醴陵红茶
曾为我省重要的出口农产品。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醴
陵茶叶已相继列入省、市“潇湘五彩
茶”“茶祖红”“株洲红”等茶叶产业
发展规划，迎来的新的发展春天。
目前，该市共有茶园50多个，总面
积1.8万亩，产茶面积0.9万亩，
从业人员近3万名，年综合产值
1.4亿元，在脱贫攻坚战中，带
动了5000多名贫困人口增收
脱贫。

醴陵市茶叶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将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联系，
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加快
技术引进，加强技术
培训，提升茶叶品质，
做优做强茶产业，
全力打造好茶叶这
个“绿色银行”。

□ 株洲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军

当喝茶成为一种习惯时，如果
有一些违背健康的小习惯，长年累
月也会伤身。爱喝茶的人，千万别犯
这几个错。

1、睡前饮茶
有的人晚上喝了茶就睡不着觉，是

因为茶中含有咖啡因，会刺激神经持续
兴奋亢进。所以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

人，建议不要在睡前饮茶，以免造成失眠。
2、空腹喝茶

研究显示：茶碱与咖啡因具有促进胃酸
分泌的功效。针对部分有胃病的朋友，如胃

酸过多、胃食管反流患者，最好不要空腹喝茶，
会更刺激胃肠，容易出现不适症状。

3、长期喝浓茶
任何事物或饮品，过量都会对健康造成伤害，

浓茶也不例外。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不仅刺激
肠胃，还会引起大脑兴奋，致使血压升高、加重心脑负
担，从而造成慢性伤害。

4、茶水送药
茶叶中的茶碱、鞣酸等成分会和部分药物发生反

应，影响药效，比如酶抑制剂、黄连素、含碳酸氢钠等。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最好不要用浓茶水送服药物。

茶科普

这4种方式喝茶伤身

红茶也叫
“养胃茶”

夏季燥热，养生的人们喜
欢喝茶，用来祛暑降火。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红茶
太燥、太热，只宜在寒冷的冬季
喝。其实，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不同于绿茶、白茶和乌龙
茶这三类，红茶是经萎凋、揉
捻、发酵、干燥等一系列工艺过
程精制而成的茶，属于全发酵
茶。中医认为，茶可分为寒性、
中性、温性和热性的，而全发酵
的红茶属于温性。

红茶富含胡萝卜素、维生
素A、钙、磷、镁、钾、咖啡碱、异
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谷氨
酸、丙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多种
营养元素。红茶在发酵过程中
多酚类物质的化学反应，使鲜
叶中的化学成分变化较大，会
产生茶黄素、茶红素等成分，其
香气比鲜叶明显增加，形成红
茶特有的色、香、味。

在业内，红茶号称“养胃
茶”。许多人偏爱喝红茶，基本上
是每天必备的饮品，在他们看来，
喝红茶对体质虚寒的人来说，可
以祛湿养胃，让气血通畅起来。

夏天喝红茶，其实有益无
害。

▲ 茶 农
学习红茶加
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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