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专干看望百岁老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你娘还好吗。”10月14日是重
阳节，石峰区响石岭街道白石港社区
残联专干易革红和网格员一起来到芦
淞区董家塅街道劳动社区，看望百岁
老人陈莲英。陈莲英很快认出了已有
8 年未见的邻居易革红，并询问易革
红母亲的生活情况。老人的记忆力让
在场人员惊叹。

年轻时当搬运工

陈莲英于今年 1 月过了百岁生
日，比易革红年长 46 岁，两人都是白
石港社区下河街居民。

“干的是体力活，很累很脏，但她
很勤劳。”79 岁的汤菊清是陈莲英大
女儿。汤菊清介绍，其父母是土生土
长的本地人，年轻时都做过搬运工，经
常早出晚归，在工厂从事背水泥、卸砂
石、推板车等装卸工作。有时因卸载
量大，需要忙碌一整晚。汤菊清和两
个妹妹常在放学后或放假期间，前往
工厂，帮助陈莲英推板车。

“身体好，坚持做家务。”白石港社
区党总支书记、网格长周平回忆，陈莲
英一个人居住在下河街的老房时，岁
数大，但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社区干部走访时，曾遇到陈莲英在家
劈柴、码放蜂窝煤等，坚持生活自理。

爱串门、常散步

在下河街居民印象中，陈莲英心
态好，性格开朗，和邻居们相处融洽；
关心邻居，会常到邻居家里串门，到湘
江风光带散散步。

“怕给别人添麻烦。”居委会工作
人员称，陈莲英的老伴于 1993 年去
世，其女儿多次想接她过去一起生活，
但陈莲英不愿意，坚持留在下河街的
老住处。后来，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
陈莲英离开下河街，开始在 3 个女儿
家里轮流生活。

在被女儿接走的头两年内，老人
仍会不时回下河街居住。

被女儿接走时，陈莲英已 90 岁。
目前，陈莲英轮流在3个女儿家里居住
4个月，保持着一日三餐正常、不挑食、
散步等生活习惯。遇到女儿女婿在家
午休时，陈莲英会主动出门在小区内
走走，怕在家弄出声响影响家人休息。

“说得再好，不如把每一件事
情办好。社区工作都是琐碎事、繁
杂事，但是都得办好。”彭映玲说。

新立社区下辖南华小区、龙
华小区。南华小区有住房29栋，
住户 828 户，常住居民约 2600
人，其中60岁以上的有832人。

南华小区是一个“自治”小
区。“最初跟居民商讨这个事情的
时候，居民都不同意自己管理。

我们的前期工作就是一个楼栋一
个楼栋选出楼栋长，并逐一上门
做楼栋长的思想工作。”彭映玲
说。

谈及南华小区现在的发展，
彭映玲自豪地说：“小区已改昔日
脏乱的形象，管理也变得井井有
条。”

小区建设得称心如意，也让
社区书记与居民更近了。居民愿
意成为志愿者，参加社区的综治

夜巡、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
创文宣传员等等，新立社区志愿
服务做得有声有色，“抱抱团”“帮
帮邻”“管得宽”这些渗透到居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

10月13日，南华小区的热心
居民沈奶奶为社区工作人员送来
包子。老人说，社区工作人员常
年为居民谋福利，她自己做的包
子，刚出锅还是热乎乎的，想送给
他们尝一尝表示感谢。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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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沙银行株洲分行接到三门
镇梽木村陈先生的电话，向为其办理乡
村振兴卡意外保险理赔的工作人员表
示衷心的感谢。

据悉，陈先生于今年6月在长沙银
行株洲分行营业部三门社区支行办理
了一张乡村振兴卡，并在办卡后由工作
人员协助当场下载了云闪付APP并绑
定乡村振兴卡，成功申领了一份涉农人

员意外伤害保险（20000 元）和涉农人
员意外住院医疗补贴。

7月初，陈先生因意外被收割机划
伤而往三门镇卫生院进行住院治疗，住
院8天共花费1703.1元。出院后，陈先
生记起曾在长沙银行办理乡村振兴卡
时领取了免费的意外保险权益，便联系
网点工作人员告知此次意外事故。工
作人员得知此事后立即与承保的保险

公司取得联系，全程协助陈先生处理理
赔事宜，并在 9 月 26 日陈先生顺利收
到了保险公司支付的理赔款。

长沙银行乡村振兴卡是长沙银行
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践行金融服务

“三农”政策，为农村客户量身打造的借
记。该卡是一张免卡费、年费、短信费
以及跨行取款手续费的储蓄卡，持卡人
可免费申领涉农意外保险、法律服务权

益、医疗服务权益、农技指导权益、农产
品物流权益等多种权益，极大地便利了
农村居民生活，提升了居民幸福感。

截至目前，长沙银行株洲分行已通
过 485 家农村金融服务站发放乡村振
兴卡 1.6 万余张，并为 6.5 万农村客户
提供了金融服务，用心做到了用专业、
优质、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普惠于民。

（通讯员 魏维）

“卡片”避风险 理赔暖人心
长沙银行乡村振兴卡意外险成功理赔

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谋福利

居民把热乎乎的包子送到居委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谢春

“彭书记人特别好，从来
不烦我们事多，我们有什么困
难她都愿意帮忙。”在芦淞区
董家塅街道新立社区居委会
的活动室，居民沈奶奶这样对
记者说。

今年 43 岁的彭映玲是新
立社区党总支书记。在岗八
年时间，她实干、暖心、担当，
在平凡的岗位上得到了众多
社区居民的认可。

▲彭映玲与居民聊天。 记者/杨凌凌 摄

她是社区服务的“多面手”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们
所从事的绝大部分是一些平凡、
琐碎的小事，看似简单和容易，而
把这些简单的事年复一年都做
好，就是不简单，把看似容易的
事，一件件落实好，就是不容易。”
彭映玲说。

2019年7月9日，连日的强降
雨导致南华小区受灾严重。7月10
日晚，忙了一天的彭映玲接到老公

的电话：“你怎么还不回来，儿子哭
个不停……”还没来得及和老公解
释，这边居民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彭书记，你快点来，这里还有两位
老人没转移，情绪非常不稳定。”

一边是抗洪抢险，一边是小
儿子哭闹的声音，怎么办？

来不及多想，彭映玲跟老公
说：“南华小区全部被淹了，还有
很多群众没有转移出来，我必须
在现场守着！”

7 月 11 日上午，南华小区的
水位下降，垃圾成堆，遍地都是污
水。此时，一位老居民握着彭映
玲的手说：“彭书记，我们相信你，
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有
了居民的鼓励，彭映玲带领居民
一起自救，并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回望最艰苦的时刻，彭映玲
说：“只要社区干部们勇于站出
来，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担当。”

勇于担当，坚守前线

“在新立社区，不管是常住居
民还是流动人口，我都希望他们
能享受到同样的服务，只有让不
同背景、地域、生活习惯的居民融
在一起，亲如一家，这个社区才会
变得越来越好。”彭映玲说。

新立社区有一对谢姓夫妇，
丈夫患有肝腹水，妻子患有糖尿
病，均没有固定工作，日子过得非
常清苦。

“我们知道这对夫妻有困难，
就尽最大努力帮他们申请国家的

补助，平时过年过节也上门慰问，
有爱心单位送温暖也会第一时间
想到他们家。”彭映玲道出她的无
奈，“有时候居民的事情没有办法
一下子解决，社区干部需要做的
就是时时刻刻记住这些需要帮助
的人，积极跟各个部门沟通，等到
合适的政策下来了，我们能在第
一时间与他们对接。”

采访中，一位在活动中心打
桥牌的老人见到记者，又向记者
夸起这个暖心的彭书记：“彭书记
人很好啊，重阳节的时候还会给

我们送祝福，我们感觉很温暖，很
贴心……”

彭映玲因社区工作表现突
出，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
定。新立社区被评为市级文明社
区、学习型社区等荣誉称号。彭
映玲也先后获得市级精神文明个
人嘉奖、市级优秀社工师、市级优
秀百姓学习之星、市级疫情防控
先进个人、区级文化体育工作优
秀个人、区级文明公民等荣誉，并
评为区级党代表。

愿街坊们“亲如一家”

阅读，从孩子启蒙，亲子关系，
从陪伴开始。

“双减”背景下，关于如何提高
孩子的综合素养，国家明确给出了
指导意见，其中更是多次提到“阅
读”。亲子共读，不仅能让孩子对
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还能给父母
创造更多与孩子沟通的机会，让孩
子在温馨的氛围中收获爱与知识。

上世纪90年代末，亲子阅读的
理念开始走进株洲，如今被越来越
多的人所认同，在如今的“双减”背
景下，亲子阅读或将成潮流。

从小小萌芽到遍地开花
与亲子阅读共成长（下）
策划/李卉 赖杰琦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温琳

▲稻花香读书会在开展亲子阅读活动。受访者 供图

我市亲子阅读发端于图
书馆和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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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亲子阅读又称亲子共读，是以书
为媒，以阅读为纽带，让孩子和家长
共同分享多种形式的阅读过程，是让
孩子爱上阅读的方式之一，在学生课
外阅读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亲子阅读
理念尚未在全社会普及时，株洲市图
书馆与市妇联便开始推广亲子阅读
活动。“当时的亲子阅读活动只是零
星开展，并没有形成体系。”市图书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的推广活动大
多通过讲座的形式，鼓励父母在家多
陪孩子读各种经典书籍。

伴随时代的发展，亲子阅读的理
念开始逐步普及，2010 年后，我市开
始出现亲子阅读相关的读书会。王
艳是我市最早推广亲子阅读理念的
人之一，2015年，她和几个朋友一起，
在小区的国学馆里，组织亲子共读经
典活动，并很快吸引了众多家庭加
入。第二年，市妇联便成立稻花香读
书会，让亲子阅读活动形成常态化，
并培养了一批推广亲子阅读的志愿
者，在全市范围内成立了 23 个读书
会。如今，亲子阅读的风潮已从城市
来到农村，连偏远的炎陵县策源乡也
定时开展亲子阅读活动。

与此同时，株洲市图书馆也致力
于亲子阅读的推广，馆里开展的亲子
阅读活动从过去的零零散散，到如今
每周不断档，活动内容也从过去的讲
座，扩展到亲子诵经典、大人孩子讲
故事、国学大讲坛等。

“如今，走进市图书馆的青少年
儿童，占到市图书馆总人流量的四成
以上。”市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每当到了假期，尤其是寒暑假，市图
书馆会成为孩子们的乐园。为此，市
图书馆专门为低龄儿童打造了绘本
馆，亲子阅读活动也从传统的书本阅
读，扩大到了手工制作、影片展映、义
工服务等领域。

亲子阅读
家长要以身作则

孩子并非天生对书感兴
趣，而父母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能够将书带到孩子的世界。相
关调查显示：83%的家长不能
理解儿童阅读活动的正确含
义，很多家长把早期阅读当作
提前开始的学科教育。这些家
长在亲子阅读活动中，会有功
利性的目标设计：比如认识多
少个汉字，学会多少个英语单
词，会背多少首唐诗。这忽略
了低幼儿童大量阅读知识性、
文学性内容的重要性，对他们
的成长只能起到揠苗助长的作
用。

同时，一个业余时间只会
看电视、看手机、玩游戏、打麻
将的父母，别指望孩子能意外
养成爱阅读的习惯。相反，一
个爱阅读的家庭，孩子喜欢阅
读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你想要
孩子养成什么样的习惯或成为
什么样的人，自己先要以身示
范。

亲子阅读不止阅读，还有
交流互动。阅读中的互动交流
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很好地理解
故事内容，加深记忆，还能够促
进亲子间的亲密度，在阅读的
过程中进行家庭教育。这种边
读边交流过程中的教育其实是
最润物细无声，也是最有效的。

孩子接触阅读的年龄越来越小

几年前，亲子阅读的主流形式
以纸质书籍为主，不过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音频听
书、读电子书、影视化读书等诸多阅
读形式也受到了家长们的喜爱，毕
竟电子产品携带方便、经济成本低，
并且现在垂直儿童阅读领域的平台
越来越多，这也为家长在选择阅读
内容提供了更多选择。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如今亲子阅读活动出现了许多
新的趋势：尽管目前家庭亲子共读
的主力是妈妈，但爸爸陪孩子参与
阅读活动的比例正在逐年攀升，但
父母在亲子阅读方面的倾向性不完
全相同，妈妈更喜欢文学性读物，喜
欢给孩子讲故事，爸爸会更倾向科
普类读物，化身科普达人。此外，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这类隔辈陪孩子
共同阅读的比例也在攀升，诗词经

典、文化历史则是他们的最爱。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长青睐国

产原创童书。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
说，以前家长没得选，只有国外童书
和绘本可以看，近年来，本土原创亲
子图书内容保持高速增长，无论数
量还是质量都上来了，例如《探索宇
宙的孩子》《人体城市》《给孩子讲时
间简史》等国产原创童书作品就已
跻身畅销榜。“相比国外童书，国产
原创童书的儿童文学观、教育观更
有利孩子成长。”邵先生说，如今他
每个月都会给孩子买童书，大部分
都是国产童书。

李艳认为，亲子阅读的关键在
于陪伴的质量，不一定非要去看书，
也不是单纯耗时间。更重要的是

“真诚沟通，尊重个性特点，给孩子
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

越来越多的爸爸陪孩子一起读书

“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
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
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
我听的妈妈。”在《朗读手册》这本书
中，作者吉姆·崔利斯借用史斯克
兰·吉利兰之口，用诗一般的语言道
出“亲子阅读”的力量。

根据2020年第十七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报告，在0—8周岁儿童家
庭中，七成家庭有陪孩子读书的习
惯，在0—8周岁有阅读行为的儿童
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
庭占到 94.3%，在这些家庭中，家长
平均每天花24.98分钟陪孩子读书。

上述数据说明一个问题：近年
来，亲子阅读越来越受重视。

“亲子阅读的实质是一起读，这
在无形中创造了父母与孩子沟通的
机会，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给孩
子带来欢喜、智慧、希望、勇气、热情
和信心。”王艳说，现在越来越多家
长对“教育要从婴儿抓起”的理念表
示认同，以前的孩子都是读小学后
才开始读书，现在大部分家长在孩
子 3 岁以前就开始接触阅读，甚至
有的家长在孩子出生不久后就让他

听书。
造成这种现象有诸多原因：首

先是全民阅读各项活动的持续开
展，让亲子阅读更深入人心，尤其是

“双减”政策下，阅读成为风尚；其
次，现在的年轻父母受教育程度相
对较高，了解读书的重要性，会有意
识让孩子多读一些书；再次，出版界
瞄准了商机，纷纷推出各类儿童读
物，也为父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
间。

不少家长表示，亲子阅读的好处
不仅体现在孩子身上，更有利于亲子
关系。市民邵先生对记者表示，他平
时上班很忙，和女儿相处时最温馨的
时间就是夜晚陪她阅读，让孩子入
睡，而陪伴阅读也让女儿跟他的关系
越来越亲近。

“孩子天性爱玩，对阅读还没有
太多认知，通过父母的引领，可以让
孩子进入浩瀚的书籍世界。”王艳说，
通过共读，父母与孩子共同学习，一
同成长。她也提醒，亲子阅读真正目
的在于让孩子感受到阅读乐趣，逐步
培养认知能力，而不是像填鸭一样的

“技能式”学习。

记者手记

你家宝贝有没有超级萌的
瞬间？是不是说过令人捧腹大
笑的“名言”？与其在朋友圈里
疯狂晒娃，不如让更多人来欣
赏娃儿的萌趣时刻吧！赶快拿
起相机或手机，拍下自家萌娃
卖萌撒娇或是搞怪有趣的一瞬
间，发送到 zzrbsg@163.com ，
我们将在“家有萌娃”栏目晒出
来。

萌娃征集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