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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3
姓名：小玉
性别：女
毕业学校：九方中学
高考分数：530（理科）
录取学校：湖南农业大学

协办单位：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邵东商会 株洲市 教育扶贫基金会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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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纪实

老师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陈世军）记者昨日从
市总工会获悉，截至 8 月 24 日，今
年金秋助学活动已筹集爱心善款
340万元。

2008 年，根据省“双联”和困
难职工帮扶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
由市总工会牵头，全市数家单位正
式联合推出“金秋爱心助学”这一
品牌活动。多年来，市总工会积极

帮助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子女圆教
育梦、求学梦，今年，他们仍然传递
着爱心火种。

相关负责人介绍，全体工作人
员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坚持阳光操
作，严格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严
格资格审核，全面接受社会监督。
所有受助对象都经过了学生申报、
学校初审、入户调查、材料集中审
核、录取核实、家庭财产信息核实

（查房查车）、主办单位联合会审、
晚报公示等9道工作程序，凡信息
不实、资料不全、程序不到位、条件
不符合的申报对象都按规定剔除，
以确保爱心款用到实处。

2021 年金秋助学活动于 7 月
初启动，到现在已历时一个多月。
截至 8 月 24 日，共筹集爱心善款
340万元。接下来还将公示受助名
单、举办发放仪式，再发放资助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今年，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
会作为协办单位加入“2021 株洲
晚报金秋助学”活动，预计出资60
万元，帮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将层层把关、严

格审核资助对象，了解学生成长经
历、学习情况以及家庭状况等。为
户籍在天元区且未被资助的困难
学生给予每人5000元的帮助。

“希望通过参与活动，帮助贫
困学子完成大学梦。”天元区幸福
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胡应群说。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成立
于 2019 年 7 月，宗旨是汇聚社会
各界资金，助学助教、奖优济困，支
持教育科学科研，促进天元教育均
衡发展。2020年，天元区幸福教育
基金会帮助了百余名小学、初中困
难学生，给予每人2000元的资助。

“孩子想要读大学，我一人实
在难以负担，让儿子念完大学是我
最大的心愿。”家住荷塘区荷塘月

色的小冰（化名）今年高考考了
550分，已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录
取。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他上大学
一事，让母亲单女士发了愁。

小冰今年18岁。5岁时，父亲
不幸去世。

“从初中开始，他就一直情绪
化，最严重的时候休学过大半年。”
和母亲单女士的交谈中，记者得
知，小冰从初中开始就患有抑郁
症，母亲为了治好他的“心病”，也
花了几万元积蓄。而现在，儿子仍
然需要靠药物支撑。

单女士告诉记者，由于病情，
她和儿子基本很少交流，儿子遇到
任何事情也基本不跟她说。面对
儿子的不懂事，单女士流下了眼
泪。作为母亲，她看着很是心疼，

害怕儿子会因为抑郁症完成不了
学业，却又无能为力。她每月只有
一两千元的工资，每个月除了基本
生活开支，还要给儿子买药、治病，
还要还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单女士身体也不太好，只能偶
尔出去做事打零工，她当过配货
员，做过保洁员，在工地上过班，因
为身体原因，最终只能做点轻松的
保洁工作。

“我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下
去，想要他好好回报社会，将这份
爱心传递下去。”如今，大学学费成
了这个家最重的负担。

在母亲眼里，知识能够改变命
运，能给儿子带来更多的机会，接
触更多的平台，将来找份不错的工
作，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市总工会：已筹助学款340万元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拟出资60万元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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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4
姓名：小冰
性别：男
毕业学校：株洲市一中
高考分数：550分（物理类）
录取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家庭情况：父亲去世，母亲收入
低。建档立卡户。

“我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下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记者走访纪实

一张旧沙发，一张简易木床，
这是丹妮位于天元区紫金名门的
单间租房。350元一个月的租房，
虽简单清苦，却适合奋斗。去年高
考失利后，丹妮选择复读。经过一
年寒窗苦读，今年，丹妮高考成绩
比去年提高76分，本科梦想成真。

虽然是独生女，然丹妮生在农
村，父母都是农民。近几年，父亲
接连遭遇工伤，几乎丧失了劳动能
力，家中经济捉襟见肘。“先是被斧
头砍伤脚，后又骑摩托车出了车
祸，伤刚好，在煤矿做事时又被钢
筋插穿腰部，那几年厄运连连。”为
了改变命运，复读这一年，丹妮用
尽了全身的力气。

“课间休息从不出去玩，是老师

要劝着休息的那种学生。”班主任袁
觉告诉记者，经过一年刻苦学习，丹
妮成为班上成绩提升最多的学生，
这一点让她佩服。然而，让她印象
最深的，是她的感恩之心。或许，家
庭不富的孩子，对所得格外珍惜。

不仅对老师，对周边帮助过她
的人，丹妮也尽力去回报。8月以
来，丹妮都在帮表哥带小孩。“表哥
表嫂都要上班，我就在家帮助带
人。”丹妮说，她在株洲读书的这一
年，得到了表哥的诸多照顾，能帮
上他们很开心。

对于大学生活，丹妮充满向
往。她说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以
后考上研究生，不负父母和老师的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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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45
姓名：丹妮
性别：女
毕业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
属学校
高 考 分 数 ：509分
录取学校：湖南科技学院
家庭情况：父亲多次受伤不能做
体力活，母亲多病无工作。

复读一年，她的成绩比去年高76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记者走访纪实

全家多人患病
她成了唯一的希望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

昏暗的灯光、残破的窗户、污
损的墙壁……小玉一家人就住在
这样一幢老房子里。据了解，小
玉的父亲患有糖尿病，爷爷患有
慢性支气管炎，奶奶患有高血压，
为了照顾家人她的母亲也没法外
出工作。

但因为小玉考上了大学，为
了能让小玉完成学业，父母“豁出
去”了。父亲不顾病痛外出务工，
但收入十分有限。母亲在照顾家
人的同时，竟独自一人耕种了10
亩地。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小
玉走出去。”小玉的母亲表示，自
己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加上
家庭遭遇困局，多年来一直生活
比较贫苦。所以，他们不愿让孩
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无论如何拼
尽一切也要让小玉改变命运。

“父母为了我付出了太多，我
感觉很过意不去。我一度也希望
能出去勤工俭学，但是因为我大
学录取的专业是园艺，必须要具
备高中化学知识，而我高中并没
有选修化学，所以这个暑假我只
能在家自学高中化学。进入大学
之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并且寻
找工作机会，尽量不给父母再增
加压力。”小玉说。

小玉的班主任彭老师介绍，
小玉在校期间学习一直十分刻
苦，成绩也稳定在班级前列，而且
基本上没有生活必需之外的消
费。但是，小玉承受了太多这个
年纪不应承受的压力。

“高考前一段时间，小玉的压
力应该是达到了顶峰，毕竟她一
个人背负了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
责任。希望小玉在大学能够放宽
心态，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
己身上揽，努力过好每一天。”彭
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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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抗疫真相
智库报告发布

8 月 9 日，中国人民大学重
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联合
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发布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
智库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全文
2.3 万字，是全世界智库界第一
份关于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
告。

该报告从“为党争不为生
命”“反科学反常识”“制度失灵
使疫情难控”“疫情加剧社会撕
裂”“肆意破坏全球抗疫”等方面
还原美国抗疫真实状况。报告
认为，过去的一年半，美国是当
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
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
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
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
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
国。

报告还质疑，美国在 2019
年下半年暴发的所谓不明原因
的“呼吸系统疾病”（也称“白肺
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德特
里克堡以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
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是否
与冠状病毒相关？安全措施实
施情况如何？与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起源是否有关联？这些都
是新冠病毒溯源中理应得到解
答的疑问，但美国政府一直在掩
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作
为至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死
亡病例最多的国家，此前在美媒
发布的“全球抗疫排名”中一度
位居榜首。而美国国家卫生研
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近日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这场
抗疫战，美国可谓“失败”。“现
在，我们正付出惨痛代价。”柯林
斯说。

（摘编自《新快报》）

打造巨型“小提琴”
浮船向逝者致哀

为向新冠肺炎逝者致哀，意
大利艺术家特地打造了一艘巨
大的“小提琴”浮船。据路透社
报道称，该船 8 月 6 日在威尼斯
大运河举行试航仪式，一名身穿
晚礼服的大提琴演奏家坐在“小
提琴”浮船的“琴架”上拉响乐
曲。该船名为“诺亚的小提琴”，
长 12 米，由意大利知名艺术家
利维奥与威尼斯发展联盟联合
创作。

“诺亚的小提琴”最终会在
威尼斯大运河正式启航，船上还
将搭载一个小型乐团演奏美妙
乐章。 （摘编自《经济日报》）

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多，抵
抗力低，是新冠肺炎的高危易感人
群。我们不仅要做好疫情的日常防
护工作，还要尽量减少外出，自觉服
从公共场所防控规定，积极配合社
区做好防控管理。日常防护怎么
做？

1、保持正常生活规律
保证充足睡眠，清淡饮食，同时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外出锻炼或活
动时要尽量减少到人员密集区域。

2、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勤洗手，老年人皮脂腺功能退

化，很容易干燥，勤洗手势必加重皮
肤皴裂。建议将护手霜放在洗手池
边，便于洗手后涂抹。咳嗽和打喷
嚏时要注意遮挡，同时保持居家环
境清洁卫生，勤开窗通风。

3、保持社交距离
老年群体，当前坚持非必要不

外出的原则，尽量待在家中。外出
时要尽量选择步行或者自驾车，尽

量不要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
所，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要保
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4、外出科学佩戴口罩
患有心肺疾病的老年人或其他

严重慢性病患者，应在医生专业指
导下佩戴口罩。普通棉布口罩没有
防护效果，推荐优先选用医用外科
口罩，次选医用护理口罩。不建议
老年人使用 N95 或 KN95 等防护口
罩。这些口罩呼吸阻力较大，长期
佩戴后，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憋
喘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心衰。

5、预约看病
看病提前预约挂号到医院就

诊，尽量选择网上提前预约挂号。
医院可以实施分时段就诊策略，避
免集中就诊，尽可能缩短就诊时间。

6、合理用药
对于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

严重慢性病患者，可定期去附近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开药，或经医

生评估后可以开长处方，减少就医
开药次数。

7、均衡膳食
如果老年人没有特殊饮食禁

忌，可以适当增加优质蛋白摄入（蛋
类、豆制品、鱼肉等），新鲜蔬菜、当
季水果都可以适当增加摄入。部分
老年人患有多种疾病，脏器功能减
退，加上平时咀嚼和吞咽功能下降，
很难达到每日热量和营养的需求，
导致消瘦和营养不良，从而免疫功
能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所以，老
年人一定要通过合理的营养补充来
适当提高营养储备。鉴于老年人行
动不便，有时难以制作营养全面的
食物，也可以选择口服营养补充剂，
进行比较便捷、安全的营养补充。

可在三类营养补充剂各选一
种，搭配使用：①口服全营养补充
剂；②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③
优质蛋白质补充剂。

（本报综合）

老年群体如何做好日常防护？

1. 接种时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
证和健康卡前往；

2.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需由家
属或社区志愿者陪同；

3. 接种前，如实报告自己的健

康状况，接种医生会对老人的身体
状况、接种禁忌等进行综合评估，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4. 接种时请全程佩戴好口罩，
保持一米距离，身着宽松衣服；

5. 接种后，需要在接种门诊留
观30分钟。

6. 接种疫苗后 24 小时，不做核
酸检测。

常见疾病状态下，老人能否接种疫苗？

1. 高血压控制稳定，收缩压<
160mmHg 且舒张压<100mmHg，
可接种。

2.糖尿病控制稳定，空腹血糖≤
13.9mmol/L，可接种。用于治疗糖
尿病的各种药物（包括注射胰岛
素），均不作为疫苗接种的禁忌。

3. 痛风近期没有发作，尿酸控
制稳定，可接种。

4. 甲状腺疾病包括甲亢和甲
减，服用稳定剂量药物，甲功正常，
可接种。

5. 心脏病病情稳定，不是急性

发作期，可接种。
6. 慢性皮肤病如慢性湿疹、慢

性荨麻疹，没有明显发作，可接种。
银屑病非脓疱型等急性类型，可接
种。

7. 慢性肝炎病情稳定，肝功正
常，可接种。

8.肺结核不是活动期，可接种。
9. 慢阻肺非急性发作期，无明

显咳喘，可接种。
10.抑郁症药物控制良好，生活

如常，可接种。
11.免疫系统疾病（系统性红斑

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干燥综合征等），总体原则是谨
慎接种。

12. 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
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暂缓接种。

13.处于发热期间、对疫苗中任
何成分过敏、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
过敏反应、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
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患先
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患者血小
板减少症或出血性疾病等，均应延
缓或不接种。

及时接种疫苗是
预防疾病和保护自我
的最好办法。老人能
否接种疫苗，最主要的
因素就是疾病。以下列
举了一些常见疾病，老
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初步判断自己能否接
种。具体情况，可根据
自己的病情咨询医生。

接种前，先了解自己疾病史

接种现场，这些事情要注意

（综合《广州日报》、澎湃新闻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