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届“株洲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名单
(共20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祁波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项目
副总师

王颖(女)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护士

文凯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焊接技师

方斌 湖南全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党支部组织委员

尹正艳(女)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文艺生活广
播总监

杨浩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湖南
总队技术员

邱亿明 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针灸理疗科主任

张巧昱(女) 炎陵县霞阳镇中学教师

陈艳飞 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铜塘湾派出
所教导员

陈斌 攸县义工联合会秘书长

周查 醴陵市龙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侯新平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株洲供电分公
司城东分中心副主任

贺鹏 株洲市营养健康管理协会会长

顾宏宇 株洲时代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媛(女) 株洲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

黄磊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
院急诊科主任

梁晶(女) 株洲市第一中学教师

彭志强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机械设
计与制造专业负责人

彭梅楷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副局长

曾文琛(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
司株洲分公司政企客户部行业组长

5 月 16 日，由湖南省跆拳道运动协会主办的株洲市
跆拳道比赛在南方职工文体中心完美落幕。本次比赛旨
在交流切磋、展示风采，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引领
全民运动活动浪潮。

据悉，本次比赛株洲地区共29支代表队，700余名运
动员参赛。天骄跆拳道作为参赛的“老将”，派出100 余
名选手参与品势、竞技、混双品势、团体品势、团体竞技等
比赛项目。

比赛现场，呐喊声，助威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天骄
跆拳道派出的小将刘若妍、宋晨潇凭借精湛技术摘得首
金，鼓舞了其他队员力争冠军的士气。经过两天激烈角
逐，天骄跆拳道代表队过关斩将，从预赛到决赛，以锐不
可挡之势一路高歌猛进，最终斩获 35 金 23 银 21 铜，以
717.5分的高分勇夺桂冠，再次将竞技团体第一与金牌总

数第一的荣耀收入囊中，缔造九连冠不败纪录。
本次比赛传承发扬了历届选手们奋勇拼搏的精神，

充分体现了礼义、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道之精
神”，磨练了选手们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意志。比赛中，
天骄选手的精彩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礼让谦逊、
宽厚待人的品德更是广受赞扬。“小选手的表现充分展现
了天骄跆拳道的育人水平与专业素养，期待他们明年有
更好的表现。”大赛组委会表示。 （图/文 王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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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株洲青年五四奖章”颁给了他们
20名青年和10个青年集体获奖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通讯员 何丰希

5 月19日，共青团株洲市第十六届委
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上，
共青团株洲市委、市青年联合会为20名青
年和10个青年集体授予了第一届“株洲青
年五四奖章”。其中3名青年代表现场做
典型发言，讲述青春故事，传递榜样力量。

第一届“株洲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名单
(共10家，排名不分先后)

株洲日报社朱理平工作室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钣金焊接中心
工艺室

茶陵县消防救援大队

株洲市中心医院抗疫先锋队

株洲市选调生教育帮扶联合会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青年志愿服务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IGBT产
业化团队

株洲市公安局董家段分局白关派出所

株洲市城发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株洲石三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彭志强。 通讯员供图周查：无私奉献，回报家乡

周查来自醴陵市白兔潭镇
星湖村，曾在北京求学、工作十
余年。2015 年，他回乡创业，
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大面积
种植水稻、高粱、油菜等粮油作
物，种植规模达 5000 余亩，发
展成为醴陵本地数一数二的种
植大户。

致富不忘桑梓情。发现村
里的黄土路难行，周查主动带
头捐款修水泥路。听说村道上
夜晚发生了亡人交通事故，周查
赶紧出资12万余元为村里安装
了 70 盏路灯，并独自承担路灯
照明电费至今。看到村里 200
多名小学生要翻山越岭到邻村
上学，沿途要经过河流和多口水
塘，安全隐患大。周查出资了6
万元，并发动在北京的老乡捐款
25万元，改造星湖小学校舍，恢
复星湖小学办学。开学后，周查
又捐赠7台电脑，供老师办公。

去年 2 月份，周查身在北
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想方
设法为醴陵捐赠了12.5万只医
用口罩。

彭志强：勤学笃行，岗位能手

彭志强来自湖南铁路
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是学校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负责
人。已在教学一线任职 12
年，教学、育人成效显著，在
2019 年 9 月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

自己必须有一桶水，甚至一
缸水。”在学术方面，彭志强

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断积累
储备专业知识，积极参加各
类竞赛，巩固学习成果。获
得了包含国家级一等奖在
内的10余项奖项，先后被授
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
技术能手、湖南省技术能
手、株洲市技术能手等专业
技术荣誉。

学校师生用“倾囊相
授”形容彭志强。原来，他
在完成常规教学后，还常利
用晚上、周末和寒暑假时
间，将自己的所学所感传授
给学生。还牵头筹划并组
建数控协会，组织学生参加
各级各类技能竞赛。

作为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业负责人，为进一步提升
本专业教师教学和专业技术
水平，组建了彭志强大师工
作室。2019年，该工作室被
认定为国家级大师工作室。

青年产业团队：攻坚克难，创新突破

会上，来自时代电气半
导体公司研发中心的青年邓
岳平，介绍了其所在团队——
IGBT产业化团队的事迹。

IGBT 园区坐落在石峰
区，拥有我国第一条 8 英寸
IGBT 生产线。该园区现有
职工618人，其中35岁以下
青年人员480人。这支队伍，
多次荣获青年文明号、青年

岗位能手、中国高铁工匠等
多项荣誉。

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疫
情的双重夹击下，团队成员
直面前所未有、严峻复杂的
挑战，苦练内功，辛勤付出，
在IGBT产业领域取得了卓
有成效的成绩。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团
队成员怀揣着科技报国的
青 春 志 向 ，攻 坚 克 难 ，创
新 突 破 ，自 主 IGBT 芯 片
技术已从第三代技术迭代
创新到了第七代逆导技术，
构建了量产一代、优化一
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的
技术体系。

当前，该团队正在积极
申报国家级 IGBT 创新中
心，力争再为株洲加印一张
国家级科技名片。

▲邓岳平。 通讯员供图

▲周查。 通讯员供图

为年轻人创造
更好的婚育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对年轻人
的家庭生活，应尊重多元化、多样化
的个人选择，对独居人群给予更多
的包容和理解。

与此同时，结婚人数降低带来
的负面效应也应引起足够重视。结
婚和生育密切相关，结婚率降低会
影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
会发展。

“结婚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的
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
条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教授原新建议，要加大对适龄青年
的婚育辅导力度，保障他们在孕期、
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的法定权益。

在完善社会政策的同时，社会
还应对年轻人加以引导，帮助他们
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
观。专家指出，一些年轻人受自身
家庭因素或成长环境影响，对婚姻
提不起兴趣，甚至心怀恐惧；对此学
校、媒体等应当加强教育引导，帮助
他们去除偏见，抵制负面的婚恋观
念，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导向。

对那些苦于找不到对象的年轻
人，社会各方要努力为他们创造渠
道，接触更多适龄青年。专家建议，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
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单身
青年参加文体娱乐、兴趣培养、技能
提升、社会服务等健康向上的集体
活动，丰富青年交友择偶的机会。

“对于因彩礼等结婚成本高而结
不了婚的人群，各方也要有所作为。”
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说，

“社会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
划出一条线，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
礼，反对铺张浪费，积极推动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乡风。”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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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一粒山楂丸胜过千步走
精选鸡内金山楂等浓缩成丸助力消化 适合胃口不好的人 每丸仅需1块3

全 国 免 费 包 邮
先收货后付款订购电话：400-836-5059

鸡内金和山楂都有
助于消化，调理脾胃。
民以食为天，我们一天
三顿，难免会有大吃大
喝的时候，当大鱼大肉
后消化不良或者肠胃不
舒服时，来一颗鸡内金

山楂丸，酸酸甜甜，越嚼越有味，吃了
一粒，还想吃第二粒。

鸡内金山楂丸采用传统古法工
艺，三蒸三晒，反复清洗，丸子紧实圆
润；选材地道，经科学研究配伍，黄金
配方，内含鸡内金、山楂、红豆、铁棍山
药、蜂蜜、麦芽，全是日常食品，吃的放
心，药食同源，美味健康；独立锡纸包
装，安全卫生，开袋即食，携带方便；每
罐20丸，每丸9克，柔软酸甜，老人小孩
都爱吃。

什么人适合吃鸡内金山楂丸？
爱吃肉、吃得多、舌苔变厚，消化不

良、胃口不好的人；不爱吃饭，口中有
异味的人。厂家不找明星做代言，省
去中间环节，工厂价每罐只卖49元，一
次买4罐送2罐，买8罐送7罐，每丸仅
需1块3！原材料皆为精挑细选，好料
出好丸，调理肠胃，胃口好了，从此吃
饭不再发愁。

专家认为，单身文化的兴起并
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
社会背景。

——社会转型使家庭功能发生
变化，婚姻成为“选择题”。

李银河认为，单身群体的增加，
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进
程相关。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不仅
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组建家
庭是刚性需求；但在现代社会，完全
可以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结婚变
得可有可无，成为人生的一个选项。

“特别对于女性来说，过去男主
外、女主内，女性如果不结婚就没有生
活来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女性完全
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男性，结婚
意愿较过去大大降低。”李银河说。

——社会教育水平大大提升，
使结婚年龄不断推迟。

“现在硕士毕业已经二十五六
岁，博士毕业一般就快三十了，如果工
作几年就更晚。”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谭克俭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年轻人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结
婚在人生重要性上的排序降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
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

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
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

——社会对单身青年的包容度
在提升。

多位受访者指出，与过去“男大
当婚，女大当嫁”、不婚者被视为异
类相比，现在对婚姻的观念正变得
更加开放，晚婚、不婚、同居越来越
常见，婚姻早已不是人生的必选项，
社会对不同选择也更加包容。

上海白领葛书怡自称“母胎
SOLO”，即便一直单身，她也觉得
舒服自在。葛书怡说，“即便是父母
和亲戚，好像也在慢慢接受自己想
一个人生活的想法。”

——结婚成本抬高，部分青年
经济压力大。

39 岁的山西泽州县南村镇人
司小东（化名）感叹，攒钱的速度永
远都赶不上彩礼上涨的速度。当地
现在的标配是近20万元彩礼、在市
里买房买车，加起来要六七十万元，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很重。

一位受访者语带苦涩地说：“爷
爷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
妈妈只用了‘半头猪’，我结婚却要
用掉爸妈的‘半条命’。”

结婚人数连年降
这届年轻人为啥不结婚？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曾代表人们对爱情和美好人生的向往。然而，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婚姻观正面
临挑战。

民政部前不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连续第七年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与父母辈相比，越来越多“80后”“90后”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选择。“30多岁了还没结婚”“20多岁了

还母胎SOLO”等现象在年轻人中见怪不怪。

越来越多适龄青年
不想结婚

“如果成家了，绝不会像
现在这么自由。”34 岁的丁浩

（化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博，
住在宿舍，吃在食堂，忙的时
候做科研昏天黑地，闲下来了
就叫上“驴友”四处走走。如
果不是家人偶尔催婚，他觉得
这样的生活也挺惬意的。

27 岁的白领张佳（化名）
和男友已经恋爱 7 年，并放弃
了结婚计划。“每次一谈到结
婚，就跟着很多麻烦和问题，
比如融合两个家庭、买婚房、
生孩子，双方家庭分歧都很
大。”张佳说，后来她和男友达
成默契，只恋爱不结婚。

眼下，越来越多适龄青年
选择不结婚，过着“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生活。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在上
世纪80年代做家庭调查时，随
机抽样中独居人口只占2％左
右；而在 2007 年做家庭调查
时 ，独 居 人 口 已 经 上 升 至
1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
鉴》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从 2015 年起，我国一人户
占比逐年增加，已经从2015年
的 13.15％增加至 2019 年的
18.45％，我国家庭正呈现单身
化趋势。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
婚是一种主动选择。在一项

“哪些原因让你不想结婚？”的
网络投票中，获票最多的选项
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
单身生活”。对另一些年轻人
来说，不结婚则是被动接受。
一 位 受 访 者 坦 言 ：“ 每 天

‘996’，哪来时间恋爱结婚？”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不

结婚”话题引发广泛讨论。网
友纷纷表示：“单着不好吗？
为何要去尝爱情的苦”“每天
都有恐婚新理由”“结婚才需
要理由，单身不需要理由”“找
不到合适的绝对不将就”……

随着单身青年渐多，“单
身经济”悄然兴起，单身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舒适和便利。

为什么选择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