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雪除冰保障通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旷昆红 通讯员/刘阳）12 月 26 日，为
保障城区易积雪路段的畅通和市民安
全出行，天元区市政维护中心第一时
间启动除雪应急预案，市政维护中心
工作人员迅速出动，对辖区范围市政
道路、桥梁进行应急作业，切实保障辖
区范围市政设施完好。

记者在主干街道上看到，大型清
雪机械车辆正在对路面进行清理，防
止积雪压实，确保道路通畅，保障群
众正常出行，及时清扫的速度赢得了
过往司机和路人的称赞。此次除雪
撒盐工作主要采取机械和人工相互
配合方式，为了快速高效完成城区道
路除雪任务，保障市民、车辆在大雪
天气安全顺利通行，此次应急行动共
出动除冰除雪设备车辆12台，作业人
员107人。

医护人员冒雪采样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张波）12 月 26 日，天
降大雪，芦淞区庆云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护人员冒着雨雪深入各社区，
为辖区内居家隔离人员上门采集核酸
样本。

核酸检测工作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工作之一。雪天
车辆难以进入小区，医护人员只能两
人一组骑电动车前往。他们穿上防护
服直到当日核酸采样任务完成后才能
脱，中途不能喝水吃东西，防护面罩上
的雪模糊了视线，手冻得通红……

雪很大，温度很低，风雪严寒中，
庆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仍
然在默默坚守，为居民输送疫情防控
的“温情”与“安全感”。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谭筱 通讯员/王昕）昨日，我市
迎来了今冬第一场雪，严寒和风
雪挡不住足坛后浪的脚步。在市
体育中心足球场外场，第六届“青
苗杯”少儿足球邀请赛开赛。近
300 名小球员大雪中奋战，表现
出了顽强的斗志和求胜欲望。

比赛现场，选手们在展现娴
熟足球技术、奋力拼搏的同时，也
享受着足球带来的快乐。本届

“青苗杯”少儿足球邀请赛，来自
我市各区 15 支队伍参加角逐。
尽管天气寒冷，但参赛的小队员
们在球场上激情四射，尽情挥洒
汗水。

“雪中的孩子们彻底放飞，这
才是孩子们该有的样子。”一段孩
子们雪中踢球的视频传到网上
后，网友们纷纷为这些“足球少年
们”点赞。

“今天一定是孩子们难忘的
一天。后期我们计划把‘青苗杯’
打造为少儿足球系列赛事，将以
球育人的理念融入赛事，通过比

赛，影响更多热爱足球的少年儿
童。”天元区足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首届“青苗杯”举办于 2018
年，初衷是为了给10岁以下的少
年儿童提供比赛交流的机会，同
时通过“青苗杯”这个平台，推广
校园足球，提高少儿足球氛围。

如今，比赛由每年一届增加
到每年两届，参赛队伍由俱乐部

内部队伍覆盖到多家俱乐部及多
所学校组队参赛，涵盖的地区从
天元区扩展到芦淞区、石峰区，参
赛人数从最初的不到 100 人，增
长到超400人。

本次比赛由市全民健身服务
中心主办，市黑蚂蚁足球俱乐部、
天元区足球协会、石峰区足球协
会、芦淞区足球协会共同承办。

第六届“青苗杯”少儿足球邀请赛开赛

足球少年追梦绿茵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肖捷）12月26日，株洲2021年第
一场雪如期而至。恰逢周末，孩
子们兴高采烈地冲向雪地尽情撒
欢，朋友圈里也记录着大人们面
对皑皑白雪的惊喜。而在他们背
后，荷塘区的城管、交警、民警、环
卫工人、社区工作人员、村干部正
在通宵达旦、加班加点地工作，他
们克服严寒冰雪，竭尽全力排除
险情，扶危帮困，保障着市民的人
身财产安全。

接到大雪预警，荷塘城管自

26 日凌晨起就做好了充分的应
急准备，扫雪车、巡逻车、融雪盐、
紧急救援车准备就绪，200 多名
相关工作人员取消休假、24 小时
待命。凌晨 2 点的寒风中，市政
工作人员已经在辖区内各个街道
开始巡逻，检查道路桥梁是否存
在积水结冰的安全隐患。清晨，
百余名环卫工人走上街头清扫路
面积雪，确保行人车辆通行安全，
园林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站在几
米高的高空作业车上清理着行道
树顶的积雪，防止树木被压倒妨

碍通行安全。
为确保辖区人民群众出行的

安全和便利，在荷塘区的各个重
要路段上都有身穿醒目黄衣的交
警驻守，看到过往车辆的车牌被积
雪遮盖，便上前伸出冻得通红的手
擦拭干净。荷塘公安分局月塘派
出所的民辅警一大早就自发积极
地开展扫雪除冰便民行动。寒风
抵挡不住大家的劳动热情，藏蓝的
警服一时间成为了风雪中一道靓
丽风景，受到群众交口称赞。

补充氨糖营养骨关节。天气转暖是骨
关节养护的黄金季，全身血流充沛，关节不
再紧绷，关节腔空隙更容易拉开，此时补充
氨糖对关节是非常不错的时机。

老年人养护关节 为啥要吃氨糖？
关节疼痛主要是因为体内氨糖流失、软

骨磨损。健康的关节由软骨包裹，能缓冲骨

与骨之间的摩擦。中年以后氨糖开始流失，

关节软骨出现退化、弹性减弱现象，加上长期的磨损，软骨会

逐渐变干，变薄，极易导致骨关节僵硬、肿胀、疼痛等问题，严

重的会影响生活起居。氨糖软骨素钙能为中老年人提供氨糖，

为中老年人营养骨骼，缓解季节交替对关节造成的严重负担。

即日起，凡是打进电话的50岁以上中老年人都能免费领
取10瓶10个月的氨糖软骨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领取热线马上领取吧！

氨糖软骨素来电免费送补充氨糖，营养骨关节
各省仅限500个名额

免费领取电话:400-167-0030
安徽凯洪药业有限公司 sc10634122106109

冬泳健将畅游湘江
12 月 26 日，200 余名冬泳爱好者

齐聚一堂，在天元大桥南侧畅游湘
江。虽然当天气温只有零度，但参与
活动的冬泳爱好者不惧严寒飞雪，以
极高的热情参与活动。据了解，本次
活动是由市冬季游泳运动协会举办，
已经连续举办七年，旨在传递全民健
身健康生活的理念。（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谭浩瀚 廖威 摄影报道）

▲足球少年在雪地里进行比赛。记者/谭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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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服务温暖人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铲雪、扫冰……12 月 26 日上午
十点半，石峰区田心街道田心村社区
道路上，几位社区志愿者正与网格员
一起，冒着严寒对人行道上的积雪进
行清理。“除了主要人行道，还对辖区
企业，残疾困难户等特殊人群家门口
的积雪进行了全面清理，保证大家的
出行安全。”田心村社区网格员沈璐
介绍。

几乎同一时间，在石峰区响石岭
街道白石港社区，网格长周平正与几
位工作人员一起，对白石港下河街的
房屋进行全面巡查。

“给居家监测人员送生活物资，
看望独居老人，安全巡查，你们就是
风雪中最温暖的颜色。”晚上六点半，
网格员冒着大雪给一位居民送完物
资后，居民冯女士在朋友圈给工作人
员点赞。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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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为蜜蜂采集花蜜，经自然
发酵而成的黄白色黏稠液体，被誉
为“ 大 自 然 中 最 完 美 的 营 养 食
品”。在醴陵，蜂蜜多为百花蜜，
即多种花蜜酿成的混合蜂蜜，味
甜，营养成分比较多。

好山好水出好蜜，好蜜还需好
经营。该市官庄镇一名干部告诉
记者，因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加之
蜂农普遍年龄较大，缺乏市场销售的
渠道，更不懂借力互联网平台，造成
了蜂蜜滞销。“一直以来，他们都在
考虑如何提高蜂蜜的质量，而忽视
了销售的问题。”该干部直言不
讳。

“疫情影响，到村里游山玩水、
农家休闲的游客减少，也是蜂蜜滞
销的一个原因。”该市一家养蜂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说，目前养蜂还是
家庭作坊式，缺乏市场意识，销售
主要靠外面的人找上门购买。

阳建明说，蜂蜜本身养殖群体
规模大，且繁殖快，产量增长的速
度，与销路迟迟“按部就班”不匹
配。以他自己为例，其销售主要依
靠回头客，或者亲朋好友购买。

“一箱蜜蜂，从立春到次年清明，
可以繁殖到四五箱。”他说。

彭友良告诉记者，靠着驻村帮
扶干部 3 次赠送的近 30 箱蜜蜂，
现已繁殖到102箱，中间还卖过几
箱蜂种。

蜂蜜滞销愁坏蜂农，也引起了
醴陵市党委政府的关注，包括该市
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在内相关单位，
正想方设法，帮忙联系销路。

“我们在跟一些需求量大的单
位、企业联系，蜂农自己也要发动
亲朋好友来购买，让土蜂蜜走出大
山。”该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
说。

如果您想购买土蜂蜜，可拨打
电 话 13407333221（彭 友 良）、
13762252577 （ 殷 刚 ） 或
17373387115（阳建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邹怡敏）“他们是我心中‘YYDS’

（永远的神），这里是令人向往的新农
村。”12 月 14 日，读者“颜安”来到株
洲日报社，给记者送上了一篇他实地
走访“夫妻鸡司令”的“观后感”，里面
满满的表达了对乡村农人的敬佩以
及对农村生活的怀念与向往。

12 月 3 日，株洲晚报 AO7 版刊
登了《夫妻鸡司令》一稿，记录了渌
口区南洲镇石板桥村刘飞来、龙志

敏夫妇“土法散养”鸡背后的酸甜苦
辣，“看完后很震撼，也很好奇，类似
于我这样的退休老人向往的‘元宇
宙’出现了？”“颜安”介绍，自己当知
青下放到湘潭农村时，养过鸡种过
菜，看了这篇报道后特别有感触，过
往的回忆不断涌现，于是想去看看，
求证一番。

“到了周末，我和夫人一起开车
去了那里，正如报道描述的一样，风
景优美，鸡在山里吃野食、吃谷子，活

泼得很，刘飞来、龙志敏夫妇勤劳友
善，热情好客，带着我们捡鸡蛋。”“颜
安”说，当天，还有不少像他一样，看
了报道来捡鸡蛋的游客。通过交流，
他了解到夫妻俩还养了猪、建了鱼
塘，种了 20 多亩水稻，忍不住感叹：

“我当过农民，知道有多少农活要干，
这夫妻俩是最勤劳的人。”

实地观摩后的“颜安”特别有感
触，于是以《最勤劳的人》为题写了
一篇“观后感”，“这是我第一次给株

洲晚报写文章呢，都是我的真情实
感。”“颜安”笑眯眯地对记者说，他
一直是株洲晚报的忠实读者，也十
分关注“乡村”版，“作为读者，最喜
欢看到这样真实的、接地气的、不矫
揉造作的报道，热爱生活的平凡人
的故事，最能打动和感染人心，他们
的存在温暖、治愈着每个有着田园
梦的人，希望咱们株洲晚报越办越
好。”

春节来临，约120吨蜂蜜仍滞销醴陵农户家

有点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尹二荣 刘毅

对于蜂农来说，蜂蜜丰收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醴陵市不少蜂农们，却为此伤透了脑筋。一年的辛勤劳
动，原指望有个好收成。然而，由于缺乏销售渠道，不少蜂农家里的蜂蜜无人问津，寂寞地“躺”在大缸里。

统计显示，该市尚有约120吨蜂蜜滞销。眼看12月底了，蜂农们急盼出售。

12月23日，和煦的冬日暖阳，
普照着醴陵市均楚镇周坊村的田
野山峦。这里环境清幽，绿树成
荫，空气清新。半山腰的空地上，
三三两两地分布着数十个蜂箱，一
只只小蜜蜂翩翩起舞。“蜜蜂在山
里吃野花酿出来的蜜，地道正宗，
卖不出去，多可惜！”驻足在此，蜂
农彭友良的脸上却喜忧参半。

今年52岁的彭友良曾是一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养蜂已有6个年
头。靠着这项“甜蜜事业”，他不仅
脱了贫，还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养
蜂能手。

在彭友良的家中，房间内摆
放着 7 口装满蜂蜜的大缸，随意
打开一口，可见蜂蜜呈淡黄色，
清 新 自 然 的 花 香 入 鼻 ，舀 上 一
瓢，拉丝不断。“我从来不给蜜蜂
喂糖，可以向大家保证蜂蜜绝对纯
正，假一赔千。”在彭友良眼里，自
家蜜蜂养殖采用的是纯天然放养
模式，收获的是原生态土蜂蜜，甜
度高，因为没有“名气”，蜂蜜销售
困难。

“50 元一斤，量大还可以优
惠。今年还只卖了 1000 斤，剩下
的2000多斤无人问津。”彭友良有
些焦虑，两个孩子正在读书，家里
的重要收入来源，就指望蜂蜜了。

彭友良的忧愁，并非个例。该
市官庄镇瓦子坪村森林覆盖率高，
山中野花四季不断，养蜂业是传统
产业。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村民加
入到养蜂大军中来，今年 48 岁的
阳建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
者，自己养蜂已有12个年头，目前
有蜜蜂60箱，今年产了1000多斤
蜜。“我还好点，只剩下 300 多斤
了。”阳建明说，村里 120 户蜂农，
估计滞销的蜂蜜还有6吨多，其中
单户滞销多的达2000斤。

记者了解到，目前醴陵市 47
个养蜂合作社，2570户养蜂户，共
养蜂 3.8 万箱，其中绝大多数有着

“甜蜜烦恼”。

看了《夫妻鸡司令》报道，读者送来实地走访“观后感”

“他们是我心中‘YYDS’”

▲醴陵市乡村振兴局干部查看蜂箱里的蜜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摄

▲彭友良用勺子舀上一勺蜂蜜，拔丝不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摄

蜂蜜丰收，蜂农发愁 销路不畅，疫情添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