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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株报监督”栏目已推出近一年。这一年里，晚
报记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直击问题、直面矛盾，曝光了一系
列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解决了很多市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体
现了媒体的态度，彰显了监督的力量。

我们盘点的这十起案例，只是晚报记者调查采访的一小部
分典型事件。在这背后，栏目记者付出的努力比我们在报纸上
看到的多得多。我们欣喜地看到，栏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
读者的贴合力越来越强，“有事找晚报”不只是一句宣传口号，
它已渐渐深入人心，在读者心中建立起了好口碑。但我们也清
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媒体的力量仍然有限，要
完全推动事件解决，舒缓矛盾，还须各方共同努力。

读者的肯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2022年，我们一如既往地
在这里，等你。

（李曙光）

从2019年7月1日开始，湖南省转供电终端一般工商业用
电到户最高限价为0.8503元/度，而丰园大厦的沿街商户一直
被收取1.11元/度，从2021年4月开始，涨到1.32元/度。

收费可不能任性妄为。本报记者及时介入，并与芦淞区市
场监管局对接，该局介入调查，并明确表示，超出部分电费，转
供电终端必须退还给用户。

案例七

电费暴涨太任性
超出必须退还

2021年11月，谭先生在荷塘区“联创交规速成强化培训中
心”学习驾驶，该机构声称科目一、科目四包过，谭先生觉得不靠谱
要求退学费遭拒。

本报介入后，该机构竟称“不识字也能过”，口气好大。荷
塘区金山市场监管所接到本报反馈后，第一时间约谈培训机构
负责人，要求其对违规行为进行整改，并协调该负责人与谭先
生协商赔偿事宜。

案例八

不识字也包过科目一、科目四？查！

天元区金彩明天小区住户李先生于2021年11月被该小区
住户佘某散养的狗咬伤，佘某以“没有证据”“不懂法”为由拒绝
协商，拒绝赔偿。

佘某的气焰如此嚣张，而且在狗咬伤人后，将狗继续散养，
让李先生很不满。本报将佘某所作所为予以曝光，此事见报当
天，公安机关就第一时间介入，带走了佘某的狗，检查是否患有
狂犬病。

李先生眼看协商索赔无望，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九

狗咬人后继续散养
曝光当天被带走

关于株洲西站的投诉信息，“交通乱象”一直占大多数，而
出租车排长队引发的矛盾排在榜首。本报及时关注该现象，并
进行曝光。

造成这种乱象的原因在于“九龙治水”，最后落个无人管的
尴尬局面。在本报的推动下，株洲西站、交管部门纷纷发表破
解意见，表示要重新统筹规划，制定新的交通组织方案。

案例十

株洲西站堵路更堵心
各部门发表破解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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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水费、停车场“圈地”……

盘点2021之一：“株报监督”那些事
策划/株洲晚报编辑部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姚时美

2021 年，芦淞区文化园
三期的物业管理可谓一波三
折。3月24日，前期物业在落
选两年后，因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继续留在小区，拒绝办
理移交手续，被芦淞区法院
下达强制执行公告。

原以为进入强制执行阶
段，事情就会有结果，不料时
隔大半年后，前期物业还未
完成移交手续，芦淞区法院
执行局却下了案件执行完结
通知书。本报对这种“案结
事未了”的现象进行了报道，
引起法院高度重视，尽管通
知书已下达，但仍在继续关
注该小区物业移交问题。

案例一

“案结事未了”，舆论
推动关注

王先生一家三口，2021
年 4 月 到 6 月 的 水 费 高 达
2600 多元，是平时的 16 倍。
面对“天价”水费，株洲市水
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称“只管卖水”，水费暴增
原因也迟迟没有查出来。

工 作 人 员 的“ 任 性 ”答
复，王先生不答应，本报也不
答应，予以曝光。

之后，市水务集团启动了
应急预案，就此事进行了调
查，并责成天元供水分公司
就工作人员服务不规范行为
向用户道歉，并对原因做了
解释。王先生也只需按照以
往的平均用水量进行缴费。

案例二

“天价”水费曝光，服
务单位登门道歉

聚焦民生热点，推动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2021 年，株洲
晚报强力推出“株报监督”栏目，

“天价”水费、公共停车场私人收
费、医院误诊致胎儿引产、申领疫
情补助遭遇“脸难看”……一系列
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被曝光，推
动解决了不少群众反映的问题，
让他们的利益切实得到维护。

2021年7月，本报对城区地面停车场进行了调
查，发现私人收费、越过红线、审批手续不全、收费

“内外有别”等种种乱象，之后，进行了连续报道。
经调查，被曝光的停车场，有近一半未在城管

部门备案。为此，市城管局、市发改委、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等部门积极发声，建议设立专门停车
管理机构、建立城市停车设施经营者信用记录、引
入社会流动资金、强化证照管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法律人士、知名博主也纷纷建言献策，就公
共停车场管理在免费时段、象征性收费、专业统筹
管理、地方立法、取缔私人非法停车场、公开招投
标、工作考核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案例三

停车场“圈地”，多部门出面整治

2021 年 9 月，王女士在市和睦佳妇产医院多
次孕检未查出门体静脉分流、肝内血管畸形。直
到临产，才被通知转往其他妇产医院诊治，胎儿最
终被引产。

王女士多次与医院协商无果，只好求助本
报。此事经过本报介入后，医院承认存在设备不
够先进、经验不够丰富等原因，最终向王女士道
歉，并作出相应赔偿。

案例四

医院误诊致胎儿引产
曝光后道歉赔偿

某物业公司法人代表赖女士明明早就递交了
申报资料，却拿不到疫情补助。2021年10月，她
向本报提出求助。

记者陪同赖女士前往天元区物业服务指导中
心，遭遇了非一般的经历。办公室里有两名工作
人员，面对记者询问谁是彭主任时，没有一人主动
回答。直到通过阳光栏照片返回询问时，其中一
名男子才承认其就是彭主任。其理由是，“我忙不
赢，在汇报工作。其他人说不说我管不着。”

该中心负责人面对记者则客气得多，主动说
明工作人员主动为民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并答
复15天内给赖女士回复。

案例五

疫情补助领不到
主管单位自我检讨

2021年11月，河东沿江风光带沿江路部分建
宁驿站停用，致使附近群众“如厕难”，经本报报道
后，引发广泛关注。

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对此积极做出解释
和回应，向区政府、市政府报告情况。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督促并组织城管、环保、住建等部门进
行现场调研，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拿出了具体
的整改方案。经逐步完善，当月29日，2座公厕和
2座“建宁驿站”完成整改，对外开放，剩下2座驿
站正在加紧整改，完善后再向市民开放。

案例六

建宁驿站停用，完善后向市民开放

冬季如何科学运动？
市科协整理了一份攻略

冬季锻炼必不可少，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冬季保持适
当的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还可以锻
炼自身意志力。但是，在寒冷的环境中，身体处于收缩保
护的状态，运动损伤的风险相较于其他季节来说也会增
加。所以，市科协提醒，冬季这样运动更科学：

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
冬日运动前一定要进行比往常更加充分的准备活动，使肌

肉、关节的性能达到最佳水平。
以往在气温适宜的情况下，我们运动前准备活动的时间一

般为10至15分钟，而在寒冷天气中，准备活动时间则应该提高
到20至25分钟，或到身体开始发热，微微出汗再停止热身运动。

选择合适的天气进行户外运动
冬日里，仅推荐阳光明媚的天气进行

户外运动。如果遇上强风、雾霾等天气，由
于气候干燥，气压也低，此时的空气中可吸
入微粒极多，运动时深度呼吸很可能导致
大量有害物质进入体内，引发呼吸道及其
他器官疾病。

因此，强风、雾霾等天气条件下，最好
不要参加户外活动，留在空气相对干净的
室内活动为好。

防寒、护眼、补水有讲究
冬季温度低，手指、足部和面部是最容

易出现冻伤的部位，一旦感觉麻木应及时
回到室内，用手轻轻摩擦该部位缓解。

冰雪运动时，应预备太阳镜，防止雪地
反射的阳光刺伤眼睛。

冬季户外锻炼所需的水同夏季一样
多，最好饮用普通白开水。同时，在寒冷的
天气中，很多人会先喝一杯热咖啡或热巧
克力再出去锻炼，这是不科学的做法，因为
咖啡因会造成人体失水。（来源：科普株洲）

65 岁的刘维昌只有一
个儿子，从读初中开始，儿
子的精神就出现了异常，随
后被诊断为精神残疾。20
年来，刘维昌朝五晚九地辛
苦忙碌着，忍受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身心煎熬，时刻陪伴
在病儿身边，照顾着他，用
默默付出和不离不弃诠释
了父爱的伟大。

1 月 4 日，我在社区干
部的指引下，找到了正在废
品 收 购 站 卖 废 品 的 刘 维
昌。他坐在三轮车上，身上
穿着单薄的外套，鞋子烂了
几个洞。

在一室一厅的家里，堆
满了刘维昌从附近收来的
废品。在这个没有一丝装
修痕迹的家里，唯一像样的
东西就是一台旧彩电。

刘维昌一个月卖废品
的收入约在 160 元至 200
元之间。再加上低保，父子
俩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

照顾一个 37 岁且患有
精神残疾的病儿，对于65岁
的刘维昌来说，实在是太难
了，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生计。

“忍着，还是要坚持，总
归是自己的孩子啊。”如果
单是身体累点，刘维昌也许
觉得不算什么。可儿子的
病情特殊，情绪容易激动，
经常好一阵坏一阵。

“孩子发病的时候，我
心里最难过，既担心会出什
么事，又怕吵到邻居。”刘维
昌告诉记者，每每看到儿子
捶打自己，往地上扔东西，
又唱又骂，他只好一边小声
劝慰一边偷偷抹眼泪。等
儿子的情绪平稳了，他又帮
他洗脸洗手整理衣服，默默
收拾零乱的屋子。

这样的一幕几乎每天
都会出现，有时候发生在半
夜，他就一夜不能睡觉。

“没钱给孩子治病，我
这个当爹的对不住他。只
要我还活着，就要管好他。
只要他好，吃再多的苦，我
都无所谓。”二十多年来，刘
维昌从未出过远门。

周边的邻居和居委会对
刘维昌的遭遇十分同情，平
常只要能帮的，都尽量帮助
他，这让刘维昌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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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山社区党委一小时筹款超千元
腾讯公益为特困群众送年货捐款目前已超一万元

◀扫二维
码可参与送年
货“一起捐”。

特困群众档案
编号：023
暖心对象：刘维昌
住址：芦淞区龙泉街道
荷叶一村9栋

今年是为特困群众送年货公益活动
的第十七年。活动开始筹办时，有人对记
者发问：“脱贫攻坚的主战役已经结束，今
年还有必要举办‘送年货’这样的慈善公
益活动吗？”

这一问，让记者踌躇许久。我们步入
了小康社会，是不是就彻底消灭了贫困？
是不是就可以摒弃“慈善”二字了？我在
心中问自己。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有些家
庭，因家人病重，有可能再次陷入困境；有些
家庭，全家没有劳动力，仅仅依靠低保收入，
生活难说没有困难；尤其是那些孤寡、三无
老人，他们更需要一份春节的问候，更需要
以慈善行动去温暖他们孤独的心。

其实，就在去年12月31日姜女士代母
亲刘运秀来捐款（详见晚报1月4日A05
版报道）的当天上午，记者办公室来了一位
求助者。她叫刘军辉，女儿在读大学。去
年送年货活动中，晚报联手新奥燃气株洲
分公司、株洲市三医院，为她免费安装天然

气、免费体检、就诊；晚报志愿者还为她免
费安装窗户玻璃，维修电路、水管……

刘军辉脱贫了吗？以上的那些帮助，
其实只是帮她改善了一些生活困境而已。
这次，刘军辉一见记者面，才说了几句就跪
地痛哭了起来。她对记者说：“感谢晚报去
年的帮助，一年来，我的生活条件虽然有所
改善，但我一个人在家，又无亲人在身边陪
伴，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一台，很寂寞；我
去年的病又复发了，没钱去医院看病……”

刘军辉又遇到了需要帮扶的困难！
而她，其实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困难群众
之一。今年，市慈善总会和晚报为特困群
众送年货活动，每户的慰问标准和往年一
样，300元现金，200元过年物资。500元能
帮人摆脱家庭困境吗？显然不能。但在
新春佳节之际，让真正有困难的群众，收
到一份沉甸甸的慈善礼物，难道不是一件
让人暖心的事吗？

可以说，送年货这样的慈善活动，我
们仍然需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昨天下午5点20分，芦淞区庆云山社区党
委发起腾讯公益为特困群众送年货“一起
捐”行动，到晚上 6 点 20 分，共有 38 人次
参与，筹款达1030元。截至昨天下午5点
49分，腾讯公益为特困群众送年货捐款超
过了一万元，参与爱心人士达491人次。

记者从腾讯公益为特困群众送年货
平台上看到，庆云山社区党委是首个响应
这一筹款活动的社区党委。响应的党员
中，捐款10 元到100 元不等。其中，网友

“在水一方”和“易文新”分别捐款100元。
石峰区慈善超市也在昨天下午5点发起

了送年货“一起捐”行动，6人参与，捐款62元。
株洲晚报有关负责人说：“今年的送

年货活动，因主办单位从四家变成了两
家，参与的爱心单位可能会减少。发起腾
讯公益‘一起捐’的目的，是希望动员全社
会的爱心力量，来将这一慈善公益活动坚
持下去，温暖特困家庭。”

据了解，市民政局为株洲晚报申报了
950 名困难家庭的名单，这些名单由社区
上报街道，街道上报区民政局，区民政局
再汇总到市民政局。但归根结底，最后都
落实到了每个社区。“因为主办单位的减
少，筹措的资金肯定也会减少，所以将对
这些名单进行筛选，并将量入为出，优先
慰问参与‘一起捐’社区的困难群众。”该

负责人说，“对于没有参与‘一起捐’的社
区，最后慰问的人数可能减少，或者没
有。所以务请各个社区注意这一点。”

那么，社区应该如何参与呢？很简单，
扫“为特困群众送年货‘一起捐’”二维码，点
开后，点击“一起捐”，修改“发起人”名字，改
成社区名称，点预览，再点发布，设置即成
功。最后，参与社区筹款多少一目了然。

记者手记 我们需要“送年货”这样的慈善
郑炜青

月收入不足1000元，儿子患有精神残疾

他想要条暖和的被子熬过寒冬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微心愿
这几年，刘维昌身子骨是越来越不耐

寒了，天一冷只好窝在床上取暖，他希望换
条暖和的羽绒被或棉被，好度过寒冬。

▲刘维昌穿着单薄的外套。
记者/杨凌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