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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七星小区
属于原破产企业的职工家庭
中，少数民族家庭多半属于“半
职工”家庭，即夫妻一方为正式
职工，而另一方为家属工。企
业破产后，这些家属工全部无
养老保险、无收入，家庭生活比
较困难。

为尽力帮助少数民族家庭
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等遇到的
困难，七斗冲社区多次到政府
各部门进行协调，为 100 余名
家属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其中
20余名少数民族家属工落实了
养老待遇，为 44 名少数民族居
民办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为 2 户 4 人少数民族困难家庭
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为8户少
数民族家庭申请了廉租房。

在受惠于社区帮助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居民
参与到“团结之家”的各项工作

中，把爱心传递给更多的居民。
小区志愿服务队的少数民

族居民常常义务浇灌社区的花
草 和 绿 化 带 ，成 为“ 护 绿 达
人”。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参
加社区组织的治安巡逻、法律
宣传、关爱空巢老人等公益活
动。

今年8月，七星小区的少数
民族居民与所有居民站在一
起，积极参与抗击疫情的志愿
者行动，他们冒着风险背起喷
雾器逐栋进行消杀防控工作。
少数民族居民们主动请缨加入
到小区 24 小时联防联控值班
值守队伍中，解决了社区防疫
人手少的问题。

近日，湖南省民宗委发布
《关于命名第九批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单位）的通知》，
芦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社区作
为全市唯一一家社区入选。

一个小区8个民族一家亲
芦淞区七斗冲社区“团结之家”活动有声有色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谭健

芦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社区里有
个七星小区，这个小区除了汉族外，还
汇集了土家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回
族、瑶族、壮族的 322 名少数民族居
民。多民族聚居，让这个小区居民的
日常生活多姿多彩。

有“家”有乐趣

七星小区位于芦淞区南
端，毗邻株洲城铁南站，这个小
区是七斗冲社区少数民族居民
最多的，也是芦淞区少数民族
居民最多的居民聚集地。

七星小区共有居民 4100
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居民 322
人，全部为原航空航天部五三
机械厂破产改制后移交社会化
管理的离退休职工、下岗失业
人员以及家属。

少数民族居民较多，如何
“浇灌”团结之花？

七斗冲社区办公地点就建
在七星小区里，社区开办了“团
结书屋”，为少数民族居民闲暇

阅读提供了舒适环境与条件。
“团结讲堂”经常组织民主党派
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志愿者、
大学生为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开
展知识讲座，开拓社区居民视
野，宣传统战知识和团结文化。

硬件有了，“团结之家”的
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搞展板、出简报是常事，用来宣
传民族文化、民族政策。社区
居委会在少数民族的特殊节
日，举办了诸如民族手工艺展、
打糍粑、民族舞蹈、乐曲表演等
文艺活动，让少数民族感受到
了家乡的气息与温暖。

有“家”有付出

现状

举措

□《九郎山村又现“马路市场”》后续

闲置地建临时“市场”

▶七星小区居民正在打糍粑。
记者/杨凌凌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摊主和村民，都说这个摆摊点提供了不少
便利，但仍希望村里能有一个正规的农贸市场。”12月3日，石峰区井龙街道九郎山
村新建的临时“市场”，成为当地菜农摆摊卖菜的场所，赢得村民们好评。

村里居住人数不断增加，买菜不方便

九郎山村有22个村民小组，本村
村民983户，3088人。另外位于该村
的荷花家园廉租房小区（一期），住户
有数百户。

年近七旬的村民李先生是一名
菜农。他说，村里没有农贸市场，也
没有赶集活动，距离该村最近的农贸
市场位于清水塘街道天桥街，赶往那
里摆摊卖菜有一定距离。多年来，有
不少菜农和流动商贩在荷花家园廉
租房小区（一期）附近道路边摆摊，形
成了“马路市场”，却存在安全隐患

（详见本报11月16日A08版报道）。
2019 年，“马路市场”被取缔，之

后，村委会在荷花家园廉租房小区
（一期）旁选了一片空地作为临时“市
场”，为菜农和其他摊主提供了交易
场地。但该场地存在时间不到一年，
在荷花家园廉租房小区（二期）项目
施工时，被拆除。

临时“市场”拆除后，道路边又出
现了摆摊卖菜现象。

有村委会工作人员指出，待荷花
家园廉租房小区（二期）建成入住后，
全村居民人数还会继续增加，如果没
有专门的蔬菜超市和农贸市场，居民
买菜不方便仍是问题。

再建临时“市场”，取缔“马路市场”

九郎山村党委书记唐少泉介绍，
11月下旬，为消除“马路市场”安全隐
患，村委会出资 7 万多元再次选址修
建了临时“市场”。选址在一块村集
体闲置空地，位于荷花家园廉租房小
区一期、二期附近的临时道路边。临
时“市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建
有一个面积达 160 平方米的钢架棚，
隔离设施、固定摊位、垃圾桶等一应
俱全。临时“市场”建好后，于11月底
投入使用，免费向当地菜农开放，并
安排有村民专门负责卫生和维持秩
序。

“早上时，摊位摆满了各式商品，
有蔬菜、水果、干货等。”一名摆摊的
菜农称，大棚内能同时容纳上十个摊
位，人气很旺，还吸引一些外地的摊
主。

有村干部表示，经与荷花家园廉
租房小区（二期）项目部沟通，了解到
该项目将建设有商业门面，有门面有
望经营蔬菜超市，建临时“市场”，取
缔“马路市场”，起到过渡作用。村委
会仍希望当地能建设一个正规农贸
市场，已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提
出申请。

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宠物”的概念也逐渐普

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养一只
“小可爱”作为朋友。除了

常见的猫猫狗狗以外，仓
鼠、蜥蜴、蛇、大鹅等“另类
宠物”也走进寻常百姓
家。这类宠物有一个专
门的名字，叫“异宠”。

赵建是株洲一家宠
物工作室的老板，同时
也 是 一 名“ 异 宠 ”爱 好

者。在位于汉华国际的工
作室里，除了客户的猫狗以

外，他还养了蜥蜴、鳄龟、角蛙
等，就像一个小动物园。
孵化箱里，一只又一只可爱的小

蜥蜴正努力地从蛋壳里钻出来，轻轻挪动着
柔软的小身体，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世界。

赵建不仅喜欢这些小动物，还不断
研 究 它 们 的

习

性，查阅资料学习相
关的知识。

家住天元区的“90 后”子
云喜欢蛇类，她觉得蛇的身体
结构和长长的躯体格外吸引
人，特别是爬起来的时候，动作
非常优美。年初，她在网上买了
两只宠物蛇，并在微信群里和全
国各地的爱好者交流养蛇的心得和
经验。“宠物蛇属于观赏类的小动物，
并不是要拿出来玩的那种。”看着一天
天长大的宠物蛇，她收获了很多快乐。

在三三一开艾灸馆的龙丽娟养了一只大鹅，养
鹅对她来说纯属意外。去年年底，她在乡里赶集买了两
只大鹅回来，一只送了人，另外一只准备第二天就做成
餐桌上的美味。龙丽娟给大鹅喂食，可大鹅怎么也不
吃，感觉像有心事一样。龙丽娟就故意调侃着说，不

吃东西就吃了你，奇怪的是大鹅立刻就
“嘎嘎嘎”叫个不停。龙丽娟不忍

心，从此，这只鹅便成了她的
宠物，每次出门总能赢

得很高的回头
率。

▲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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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猪（学
名：豚鼠）。

◀子云给这条宠物
蛇（猪鼻蛇）起了一个好
听的名字——桔片爽。

▶赵建在给
蜥蜴剪指甲。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文/图

◀大鹅给龙丽娟的生活增添了许
多欢乐。

▲好斗的鳄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