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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献血专栏
为方便广大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血，特将我市各献血点电话及工作时间公

布如下：
株百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21:30 联系电话：28258115
天元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18975353362
红旗献血房车：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13327332022
清石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28612936
渌口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18975359517
南方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22228047
流动采血车：联系电话:18975350933

醴陵献血房车：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18932127731
醴陵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23026120
攸县爱心献血屋：

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电话：15343330290

茶陵爱心献血屋：
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电话：
13327338093
机采室：
开放时间：预约制
联系电话：
28227729

用热血诠释石峰人民的
大爱情怀

9月9日，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团体无偿献血活
动，号召全区工作人员及居民积极捐献热血，为患者康
复助力。截止活动结束，共有79人成功献血26300毫升。

响石岭街道办事处程卫平率先登上
献血车，成功献血 400 毫升。“这是我第
三年参加献血了，自献血以来，我都严格
管理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确保顺利通过
献血前检测。”程卫平说：“献血是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我一定会坚持到六十岁。”

“我希望通过献血，为他人尽一些微
薄之力。”玻璃厂退休工人王蝶首次参与
无偿献血，捐献爱心血液 300 毫升。王
蝶说：“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身体
还很健康，今后还要多多参与爱心事业，
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我觉得献血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年轻人更应该积极参与。”这是零零后胡志
雄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800 毫
升。胡志雄说：“献血无损身体健康，还可以
拯救生命，同时也会激励自己增强锻炼，保
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帮助更多人。”

李凤女士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累计
献血量 600 毫升。“区里组织的无偿献血活
动，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奉
献社会的平台。我们希望能用
捐献的热血，感恩社会，也为用
血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李凤女士开心说道。

感恩于心，奉献于行，石峰区爱心居民纷纷用热血诠释着大爱情怀，展现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面貌。

“我当书记的使命就是让大
家的腰包鼓起来”

填充木屑制作食用菌黑木耳菌袋，杀
菌40个小时，发酵四五十天置入地里；木耳
摘下来之后烘干再收藏，村里已对接好浙
江等地的收购商；刨除所有成本，每袋纯赚
1.5元左右……大学原本学医的谢一平对黑
木耳种植与销售各个环节了如指掌。

1982 年出生的谢一平大学毕业后，从
事互联网工作，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去
年 1 月，他回到家乡，担任塔前村党支部书
记，带领村民种植黑木耳。“乡村振兴大有
可为，感谢父老乡亲信任，我当书记的使命
就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谢一平在多个
场合重复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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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村民来说，发展种植业，
一是要成活率高，损耗低；二是要
销路畅通，最关键是变现快。

谢一平用一年前的试种证明
了他们的黑木耳是抢手货，可以
快速变成真金白银。去年，村里
组织人员去浙江等地进行了考察
学习，发现木耳种植有几个优势：
一是种植木耳对土地没有要求；
二是木耳菜摘下来烘干后易收
藏；三是变现快，基本上上半年投
入，下半年就可以把本钱挣回来，
且风险可控。

另外，经过洽谈，提供技术支
持和设备、厂房建设的浙江商家，

负责回购木耳、这意味着村民无
需担心销路。

与此同时，谢一平从浙江聘
请了一名有 20 多年种植黑木耳
经验的老师傅住在村里，带领村
民一起种植黑木耳，保证黑木耳
的产量和品质。

每年 5 月开始制作黑木耳菌
袋，7月份种植，10月份放入田地
中，11月份开始采摘，直至次年清
明节前后。今年 2 月份，试种的
第一批6000斤干木耳，早早就有
商家上门收购，毛利润 30 多万
元。

有了第一年试种经验，今年，

他们的种植规模增至 50 万袋。
根据预算，每一袋的产值为 5 元
至6元，意味着此次可以实现300
万元产值。

一有空闲时间，谢一平就会
拿出自己心爱的无人机，到村子
里进行航拍。他开通了“美丽乡
村，我为塔前代言”的抖音视频
号，利用互联网宣传塔前村。

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在城里
好好当老板，而要回到农村从早
忙到晚？”

“在村里种木耳也是当老板，
关键还可以和父老乡亲一起发家
致富，更有成就感。”谢一平说。

带领村民在家门口致富

“80后”公司老总回乡种黑木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谢升兰

昨天清晨，攸县黄丰桥塔前村党委书记谢一平和村民们站在田埂上，看着长势喜人的黑木耳，笑得合不拢
嘴。再过两个月，村里数十亩田地里的黑木耳将迎来大丰收，预计产值接近300万元。

在“学习强国”上找到致富新路径

塔前村位于攸县东部山区，
由原来的燕山、塔前、爱塔三个自
然村合并而成，共有24 个村民小
组，2468 人。原来村里的经济来
源主要依靠矿产资源。近年来，
随着煤矿企业的关停并转，很多
村民只好外出务工赚钱。

上任后，如何让村民在家门口
发家致富，又能照顾家中老人和小

孩，成为谢一平首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谢一平在“学习强

国”上看到了一篇《小木耳·大产
业》的文章，讲述的是外地积极探
索产业扶贫的新路径，打造集成
全产业链体系，让小作物真正成
了带动人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谢一平同时得知，黄丰桥镇
也正在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子。一

番市场调研后，谢一平决定带领
村民转型种植食用菌黑木耳。

目前，塔前村通过村民入股的
形式成立了株洲丰绿农盛种养专
业合作社，建有黑木耳菌棒生产线
一条，养菌棚 13 个，种植基地 30
亩，预计生产黑木耳菌袋70万袋，
带动村里近百名村民就近就业，村
集体经济预计增收8万元。

开通抖音视频号，利用互联网宣传塔前村

▲谢一平（左）在介绍村里种植的黑木耳。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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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
采桑子.重阳
隶书 作者：陈青(株洲

晚报老年大学书法班学员)

我真正开始学习绘画、书法是临近
退休的前六年。那年我54岁，在株洲麻
纺织厂各个工作岗位上已经忙忙碌碌
近四十年。如何适应退休以后环境的
变化？如何找到更加充实的生活方
式？是我当时反复思索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那一年，因为单位改革，我调整
了工作岗位。在单位工作最后的六年
里，我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了中国画和书
法。为了使自己作品更好看，我还自己
学会了刻印。现在我用的所有印章，全
部出自自己之手。

2020年5月退休后，我马上来到株
洲晚报老年大学，报名参加绘画、书法
两个班的学习。绘画班老师张澄光，是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株洲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书法班老师刘湘清，是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两位老师都是多年从事绘画，
书法研究、创作以及教学，有多幅优秀
作品参加国展，省展。跟随名师学书
画，在晚报老年大学我开始了人生的第
二段学习经历。

在株洲晚报老年大学，我系统学习
了绘画、书法的基础知识。我在坚持认
真上课学习的同时，还常会给自己加学
习任务，经常晚上挑灯夜战。每天至少
用两、三个小时复习功课、阅读教材、临
摹字画、完成作业。有几次，为了参加
书画展览，一个晚上连续四个小时不离
板凳，全神贯注完成了参展的书画作品
……因为我平常刻苦，好学，加上原来
自学绘画、书法还有一定基础，常常受
到老师，同学们的鼓励和赞许。通过在
株洲晚报老年大学的学习，使我的退休
生活有了新的内容，进一步坚定了我

“活到老，学到老”的信念。以书画会
友，扩大视野，陶冶情操,增添活力,促
进身体健康，这两年，我深深体会到了

“书画相伴、其乐融融"的真正意义。
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办学宗旨是“老

有所学,增长知识;老有所乐，促进健
康;老有所为，服务社会”。学校积极创
新老年教育的新路子，办学规模逐步扩
大，走出了老年教育特色之路。我们老
年人，在工作单位退休回来后,在人际
关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会有一些新
的变化，传统的观念下不断变革的现实
相碰撞，有时心里会引发一些失落感和

烦恼。这就必须正确对待和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就要不断地加强学习，特别
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培育新的学习
兴趣与爱好。我来晚报老年大学后，参
加绘画、书法两门课的学习的确是充实
了我的晚年生活。陶冶情操，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的较好途经。
我在作画、写字时专心致志，常常忘了
年龄，忘了病痛，忘了烦恼。给自己营
造了一个终身学习,情有所依，学有所
得，书画长伴，快乐无限的氛围吧!

作为一个退休的老同志，我也常想
在有生之年如何为社会做点贡献。我
居住在芦淞区大园村，这里的社区领导
与党组织对我们也非常关心，经常组织
我们党员与居民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去年疫情发生时，大家出不了门，社区
领导就在网上开展宣传活动，丰富大家
居家隔离的生活。我也有一幅隶书作
品入展。同年八月，芦淞区贺家土办事
处举办了一个展览,我一幅国画《墨竹
图》参展，社区领导还带回一个奖品给
我……在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学习期间，
我也积极参加了株洲市老年(老干部)书
画协会送书画进社区活动，还参加了株
洲晚报老年大学及社会各界爱心朋友，
纪念毛主席诞辰 127 周年活动。春节
前还参加了大湖塘社区与晚报老年大
学联合举办的“送春联”活动等等。今
年 1 月份,我成为了株洲市老年(老干
部）书画协会会员，还参加了协会一系
列活动……

在株洲晚报老年大学学习期间，我
的退休生活不仅很充实，也极大地激发
了自己的学习热情，给我带来了无穷的
乐趣，促进了我的身心健康。现在，我爱
人也非常支持我，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
房子，变成了我的工作室,取名叫“静雅
斋”,满屋的书法、绘画作品、作业。满屋
的墨香，不禁让我想起了王勉的诗句:

“不要人夸如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生活给予每个人的机会和时间都是平等
的,关键在于你如何把握和创造。只要
用平和的心态珍视生命，把生命的过程
当作一次艺术创造的过程去体验，生活
也将回报你更多。我这一生将“书画相
伴，其乐融融”！

（作者为株洲晚报老年大学绘画班
班长 欧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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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欧阳雅创作的国
画作品《鹰击长空》。

国画《工笔荷花》
作者：田琼（株洲晚报老年
大学绘画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