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威）近日，在渌口区田间的上
空，一架无人机的翱翔引起了众
人的关注。原来，这是市资规局
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在对该地区进
行农作物面积遥感监测。

当前，我市水稻种植面积采样
网点分布在天元区、渌口区、醴陵
市、炎陵县等地的15个水田样方，
每个样方采集1平方公里的调查面
积，在早晚两季稻的调查工作期
间，专业人员利用专用手持数据终
端和无人机对调查样方的地物信
息和高清图像等要素进行采集。

无人机通过卫星定位引导，
自动拍摄需监测地块的高清航拍
影像，工作人员再利用专用软件
进行图像拼接、地块勾画、地物信
息解译等一系列后期处理，最终
取得调查样本在某一调查时点的
准确地物信息和高清影像资料。

“就像做样本和练习题，把现
场采集的影像传送到后台，让计算
机辨别和学习。”市资规局卫星应
用技术中心地理信息部部长张一
弛介绍，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和航拍
影像拼接、裁剪、处理、提取、分析
等，直观展现农作物种植情况的时

空分布，计算农作物种植面积、长
势，实现定时、定量、定位的精准监
测，取得真实客观的种植面积数据。

“有了前期的数据导入，水稻
面积、抽穗、成熟、灾害等情况，后
期通过卫星监测，计算机便可完
成对农田各项指标的推算。”张一
弛介绍，通过卫星影像对地物进
行光谱提取和分析，水稻分阶段
的长势、产量计算都可在后台完
成。这些数据和资料将为省农业
农村厅推算全省农作物种植结
构、种植品种分布、设施农业状况
及其新变化提供基础数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郑奕）“请您打开‘株
教云智慧幼教平台’小程序，就能
查看到各幼儿园信息。”近日，市
教育局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科工
作人员耐心地解答家长的入园咨
询问题，回复过程有条不紊、忙而
不乱，这跟往年的繁忙景象形成
鲜明对比。

“疫情期间，不方便去看幼儿
园，网上搜的资料又不齐全，很难
挑选到心仪的幼儿园。”孩子马上
要读幼儿园了，市民刘女士有些

焦虑。
“通过该平台可以根据区域、

价格、办园性质、距离远近等条件
进行精准筛选。平台图文并茂、
公开透明，真正实现一目了然，园
所信息全掌控。”市教育局学前教
育与特殊教育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平台中涵盖了株洲市千余所
幼儿园，包括详细的园所介绍、公
开透明的收费价格、相关图片，还
能直接导航到目标幼儿园地址，
精准计算步行、驾车、公交的时间
和路线。

此外，依托小程序进行机制
创新，可以压缩每个环节的时间，
保证适龄幼儿有园入、入得好、入
得快。家长在幼儿园线下完成报
名交费后，还可以直接在小程序
内申请注册幼儿学籍，避免线下
笔录和登记的麻烦。

注册学籍成功后可以进入家
长界面，查看自己孩子所在幼儿
园发布的园所动态以及相关通
知，了解幼儿园的每日食谱，还可
通过线上完成请假、转学、投诉、
评价、考勤等。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
楚曈 通讯员/杨清）近日，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在市民中心安装启用 4 台“健
康码人脸测温溯源平台”，市民前来
办事仅需数秒即可完成“两码”核验、
体温检测和身份证人脸对比识别。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表
示，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出示“两
码”是人们日常外出、办事的必要步
骤。但对于广大老年人和没有智能
手机的市民来说，“亮码出行”存在不
小难度。

“健康码人脸测温溯源平台”集
“人、证、码、温”四种查验于一体，实现
了身份证信息与健康码信息联动。市
民不摘口罩，系统即可识别人脸，并与
身份证进行人证比对；刷健康码或身
份证立即读取健康码信息，并语音提
示健康码颜色，绿码通行，黄码、红码
告警且禁止通行，精准地对红黄码、体
温异常等风险人群进行管控。

工作人员介绍，该平台 0.2 秒即
可完成无感人脸识别和测温通行，测
温误差小于0.3摄氏度。平台识别终
端扫描二维码或身份证均可实时获
取健康码状态。

通过卫星影像对地物进行光谱提取和分析

不下农田就能掌握水稻长势

整治中职学校违规招生
严惩“买卖生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日前，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出台
了《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违规行
为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将于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记者昨日
从市教育局获悉，已收到相关文件，并
将遵照执行。

长期以来，“生源回扣”“诱导学生
填报志愿”等现象，在中职招生中一直
饱受诟病。此次出台的《办法》列举了
中职学校招生违规行为的各种情形，
明确了查办处理方式。针对初中生源
学校、有关主管部门的违规行为，列举
了具体情形。初中生源学校及教职员
工如果出现“向招生中职学校收取‘办
学赞助费’‘推荐费’‘入场费’‘好处
费’‘生源回扣’等费用的”“向招生中
职学校、中介机构、个人推荐生源或提
供生源信息并获取经济利益，或接受
招生中职学校、中介机构、个人提供的
礼金、礼品、有价证券等或参加其组织
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的”“欺骗、
恐吓、误导、替代或强迫学生填报志愿
的”等情形，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办法》还规定，民办中职学校、举
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
督机构组成人员如果出现“有偿购买
或用其他违规手段获取生源信息”等
情形，如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的，相关学校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
证，相关人员永久不得新成为民办学
校举办者或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
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

急！主供水管突爆
赞！提前10小时供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蓉 通讯员/易勤思）8月22日晚上6
点多，在石峰区先锋路道路施工现场，
地下 DN800 的供水水泥管道因施工
被压裂爆管。作为该区主供水管道，
爆管影响停水范围大，涉及先锋路、北
站路、田心大道、时代大道、曹家巷路、
田红路、田东路、新明路、迎宾大道、中
车大道等沿线用户。

事发突然，情况紧急。在了解爆
管情况后，市水务集团供水服务分公
司当即安排抢修人员火速赶往现场。
在确定漏点后，公司调来两台挖掘机
同时开挖，两台电镐同时施工，工作人
员在做好自身防疫措施和保障施工安
全的前提下，开始了通宵作业。

最终，经过10多个小时的紧急抢
修，该供水管道于 23 日中午 12 点得
以修复，晚上 6 点开始为沿线居民送
水，比发布的停水时间，整整提前了
1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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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教云智慧幼教平台”小程序上线

不出家门即可挑选幼儿园

市民中心启用“健康码人脸测温溯源平台”

不摘口罩也能识别人脸

▲市民扫健康码进入市民中心办事。 通讯员供图

提起萧华将军，大家都不陌
生。作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
一生金戈铁马战功赫赫，可谓传
奇名将。可你知道吗？萧华在教
育子女上也颇有心得，而且他坚
决反对“棍棒教育”，从来不打骂
孩子。

萧华常说：“马克思不准打骂
孩子。”如果孩子犯了错，他就把
他们放到床上搔痒，直到他们笑
得喘不过气来，说“下回不敢了”
为 止 ，以 此 作 为 不 听 话 的“ 惩
罚”。他也很少板起面孔训人，但
在是非对错的问题上又眼里不揉
半点沙子，定下的家规让子女们
严格遵守绝不敢违反。

作为身居领导岗位的开国将
军，萧华要求子女坚持生活上低
标准，学习工作上高标准，不允许
他们借自己的身份占半点“便
宜”。其子萧云在郊区上学时，都
是与其他同学一道坐班车上下

学，绝不能“蹭”父亲的车。
困难时期，萧华谢绝了组织

上给予的特殊照顾，子女们一边
吃饭，一边听他回忆红军时代的
艰苦生活。在他的影响和教导
下，孩子们不在乎生活条件，都以
艰苦朴素为荣。

由此可见，萧华并不是以家
长的权威和体罚的威慑来教育孩
子，而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
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将红色家
风深植于子女的思想中。

打骂威压，或许能让子女一
时乖乖就范；以身作则，却能让孩
子一世学习效仿。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
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曾多次强调过家风建设的重
要性。他认为，家风好，就能家道
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
及子孙、贻害社会。

可以说，老一辈革命家的优
良家风，就是共产党人最珍贵的

“传家宝”。其价值远超良田美
宅，胜过万贯家财。有形的遗产
终有用光的一天，无形的传承却
可代代受益。

近年来，“鸡娃”成为热词，身
为共产党员的许多年轻父母也难
免变身“虎妈”和“狼爸”。与其深
陷“教育焦虑”中惶惶不可终日，
不妨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子观念
中汲取一些营养。

当九千多万党员人人以传承
优良家风为己任，这份兼具科学
性、平等性、廉洁性、进取性、创新
性、示范性的精神财富必将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

让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先辈
经过实践检验的优良作风与传
统，其意义也远大于卷面上的一
次好成绩，或者培训班里习得一
技之长…… （据中新网）

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先驱，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
家。在做学问上面，刘半农从来
都是精益求精，来不得半点马

虎。有一次，他甚至为了搜集各
地方言而故意“找骂”。

1911年，刚满20岁的刘半农
突发奇想，打算编辑一本专集，此
专集的内容全部以各地方的“骂
人”话为主，书的名字他已经想
好，就叫“骂人精粹”。当他把这
件事告诉身边的几位好友时，大
家听后全都哑然失笑。什么学问
不好研究，为什么非要研究这种
旁门左道的事情呢？

开始，大家都以为刘半农是
在玩笑，但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
子后，才发现此事的“严重性”，于
是纷纷劝说他放弃这种古怪的想
法。然而，任凭朋友们如何开导，
刘半农却坚持己见，并表示不做
出个样子来决不罢休。

刘半农果然说到做到。第二
天一大早，他便跑到《北京晨刊》
那里，在报纸上登了一则令人啼
笑皆非的“启示”：公开征求各地
的骂人方言，并且骂不还口，多多
益善。

很快，语言学家赵元任看到
了这则启示，他一时兴起，便跑到
刘半农那里，用自己所学的湖南、
四川和安徽等地的方言，结结实

实地把刘半农痛骂了一顿。刘半
农非但不恼，而且请赵元任到饭
店喝了一回小酒。

几天后，周作人也得知刘半
农“找骂”的事情，他二话没说，也
找到刘半农，用绍兴土话对着刘
半农张口大骂。虽然刘半农还想
像上次邀请赵元任那样，请周作
人去饭店喝上一口，但周作人根
本就没有把刘半农当回事儿，大
骂了几分钟后，周作人便扬长而
去。

刘半农找骂的事情在很短的
时间内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都
没有放过这个“占便宜”的机会。
有一天，刘半农去教室上课，几个
广东、宁夏等籍的学生，又用自己
家乡的土话数落了刘半农一番。
一连好几天，刘半农在学校里处
处“挨骂”。不过，已经经历过各
种“挨骂”大场面的刘半农，早已
应对自如。

后来，刘半农在自己的一篇
文章中谈起此事时表示，对于立
志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想做到专
和精，没有点吃苦的精神，不练就
一套“挨骂”的本事，那哪成？

（本报综合）

《说文解字》云：“玉，石之美”，意
思是说，玉，是美丽的石头。

美丽的石头一开始是做什么用
的？玉最早肯定不是用做祭天礼地
的礼器，而是做成装饰品：一块块漂
亮的石头被一条丝绳串起来，挂在颈
项上、手腕上扮靓。最早见于甲骨文
的“玉”，是象形字，像一串玉的形
状。到了西周的金文，就把甲骨文中
的数个石块简化成“三条等长的横
画”了，中间穿的那根绳在甲骨文中
是穿出头的，到了金文这里“中竖上
下不出头”了。金文这样一改，“玉”
字与“王”字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了！
为了不造成二字混淆，干脆给“玉”上
加了点。要知道，“玉”上不止一点，
曾经还有过两点呢。点的位置也不
固定，为右下、右上、左右两边都有
过。不管点的位置在哪里，只要与

“王”区分开来就好。
也有人说，“玉”上的点，代表的

是玉上的瑕。当然，这么解释似乎也
无不可。 （本报综合）

刘半农“找骂”文 人轶事

品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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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刘半农。 网络供图

陈克《宁静致远》的创作素材
取自浙江台州天台张家桐村，村
中有一水塘，塘中有一巨石与水
相扶相携千年，唐代诗人孟浩然
曾在此流连，现代名画家吴冠中
也居此写生过。作品选用真丝
绡，以手工刺绣结合绣后上彩工
艺，将年久风化的岩隙、缠绕相伴
的枯滕绿叶，潮湿的岩苔及初生
的嫩草都绣得惟妙惟肖。兀自凸
起的岩石立立于玲珑剔透、波澜
不惊的湖水边，象征着家国基业
长青、步步高升。

（本报综合）

名刺

“名刺”即名片。是
古代拜访别人或与人相
联系时所用的帖子或片
子，上面书有自己的姓
名、职位、地址等，亦称

“名帖”。据清赵翼《陔
馀丛考》卷三十“名帖”
中考证：“古人通名，本
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
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
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
刺。”此俗今仍存在，但
已通称名片。

东汉末刘熙《释名·
释书契》说：“谒，诣告
也。书其名于上以告所
至诣者也。”大约至迟于
秦汉之际，人们在拜访
谒见时，就开始用名帖
来通报姓名了。当时称
名帖叫“谒”。

把名帖称作“谒”是
着 眼 于 它 的 访 谒 的 功
能，称“刺”则着眼于它
的制作方式：以削竹木、
刺刻文字而成。

南 宋 周 密 在 他 的
《癸辛杂识·前集》“送
刺”条中说：“节序交贺
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
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
遍投之，俗以为常。”

现代的名片由名刺
发展而来，还传到了国
外，日语目前都还在使
用“名刺”一词。

（据民俗学论坛）

党 史长廊

民 俗风物

说 文解字 玉

台州刺绣《宁静致远》

反对“棍棒教育”的萧华如何管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