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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21之二：

温暖之城 感动你我

2022 年伊始，一则短视频火遍了全国，温
暖了你我。有游客去年 7 月在新疆旅游时车
陷泥潭，牧民阿布都加帕尔·猛德赶至，在泥
水里反复尝试，帮忙推车脱困。游客想付钱
表示感谢，牧民摆手拒收。由于语言不通，阿
布都加帕尔·猛德急得亮出了胸前的党员徽
章。这个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

回眸2021年，广袤中国大地上，温暖与感
动无处不在。距离新疆4000公里的株洲，我们
身边同样上演着一个又一个暖心故事。

散葬烈士遗骸“回家”

这是一座英雄之城，也是一
座温暖之城。

2021 年 12 月 28 日，雪后的
株洲烈士纪念园格外肃穆。株洲
城区散葬烈士遗骸迁葬入园仪式
在此举行，迎接首批27位散葬烈
士的遗骸“回家”。

伴随着《献花曲》，礼兵们小心
翼翼地端起汉白玉制的骨灰盒，缓
缓安放在墓穴里。桂花树下的石

碑上，镌刻着烈士的英雄事迹。
“迎红军战士魂归故里，慰战

斗英雄在天之灵。伯父牺牲 87
年之后，终于回家了。”烈士苏本
桥的侄女苏爱英哽咽道，祖孙三
代艰难寻亲70多年，终于有了结
果，心中的感动无法形容。

感恩烈士们为我们带来了幸
福生活，感谢这座城市给烈士后
代带来的温暖。

众志成城，全民抗疫

2021 年 7 月底，暑热正盛，
突然来犯的“德尔塔”将我们的生
活节奏打乱，株洲立即开启了全
民抗疫模式。众志成城鏖战半个
月，“家园保卫战”告捷，那个充满
欢歌笑语、处处生机勃勃的株洲
回来了。

暖心故事层出不穷。16万名
志愿者奔赴一线，659名防疫工作
队员冲锋在最前线，1345名核酸
检测人员活跃在城区各个采集点。

温暖来自医护、志愿者等人
的坚守。“姐，就地躺几分钟吧！”
7 月 31 日凌晨，在荷塘区三一歌
雅郡小区，连续做了11个小时的
核酸采样工作后，护士何露浩和
李晶莹躺在一块硬纸上休憩了5
分钟；81岁高龄的老党员颜佑明
手持喇叭，站在小区门口，劝散扎
堆人群，提醒居民佩戴口罩……

温暖来自兄弟城市的守望相
助。衡阳的200名医护人员连夜
驰援株洲。酷暑下，湘银社区核
酸采集点，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
身上宛如倒了一桶水般湿淋淋，
汗水哗啦啦往地上落。武汉医疗
支援团队的 41 名医护人员疫情
之初就赶到了株洲。面对市民点
赞，团队队长李维旭说：“2020
年，你们与我们共渡难关；今天，
我们和株洲一起加油！”

温暖来自更多的凡人善举。
步步高集团捐赠价值 39.56 万元
抗疫生活物资；攸县劳模陈望雀
将自己地里的3000多斤苦瓜、丝
瓜、茄子等送至一线……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这些温暖与感动汇聚成坚韧的株
洲力量，驱离了“德尔塔”，带来了
温暖与感动。

陪患癌兄弟去旅行

兄弟患癌症后说“想出去走一
趟”，54 岁的贺湘闽借钱买车，载着老
友梁成踏上了圆梦之旅。2021 年，贺
湘闽用陪伴践行着自己对兄弟的承
诺。

一辆面包车，两把吉他，一趟说走
就走的旅程。10 月 2 日，两人从株洲
出发，先后到达广西、云南、贵州。他
们坐在广西海边吹风弹吉他，在人烟
稀少的山野听虫鸣，在贵州百里画廊
大小井特大桥下和自驾游旅客合奏，

在澜沧江畔喝茶，在温暖的西双版纳
闲逛……

梁成用“圆满”两个字总结了他和
贺湘闽的这段旅程。贺湘闽则如此形
容了这段旅程：“前行中，很多朋友给
了我们支持，全国各地的网友给了我
们很多温暖，一路上感动无处不在。”

51 天，途经 4 省，5000 多公里。
贺湘闽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感恩别人
为兄弟俩带去温暖的同时，两人也给
全国网友带来了感动。

“独臂英雄”勇救落水司机

枪林弹雨中，革命英雄前仆后
继，日常生活中，平民英雄也不断
涌现。天元区雷打石镇霞石村村
民潘平洋就被誉为“独臂英雄”。

2021 年 4 月 16 日早上 8 时，
一辆面包车不慎落入水塘，很快
被淹没。闻讯赶来的潘平洋拿着
一把锤子就下水了。由于左手不
方便，他右脚伸进车内，将被困的
驾驶员拖了出来。见潘平洋体力
不支，路过的驾驶员冯德福也毫
不犹豫地跳入水塘，与潘平洋一
起把落水者救上了岸。

48 岁的潘平洋虽然左手残

疾，没有手腕和手掌，但他乐观、健
谈、好客、热心肠。51岁的冯德福，
18年前从三峡移民到了渌口区古
岳峰。上岸后不愿留下姓名，媒体
通过其车牌号码才联系上他。

面对采访，他们的回复很朴
实。

冯德福：“我是在三峡长大
的，水性特别好，遇到这种事情，
没有任何犹豫就下去救人了。举
手之劳而已。”

潘平洋：“只想着救人要紧，真
的没想那么多。举手之劳，能帮的
就应该帮。”

餐饮店请环卫工吃大餐

生活中的温暖，并不需要惊天动
地的大事，一个小小的动作，足以驱散
阴霾，带来无限感动。

2021年10月，餐饮店老板彭双喜
盛情邀请40多位一线环卫工，到自己
的餐饮店吃大餐。

“特别感动！特别温暖！”环卫工
胡大姐说，这些年，大家对环卫工越发

关爱，免费大餐让他们都很感动。
彭老板说，自己是穷苦孩子出身，

如今有一定能力了，希望回馈社会。
环卫工披星戴月守护城市整洁，他们
应得到社会的尊重。饭店作为环卫工
的休息站，设置了爱心服务点，免费给
他们提供开水等，争取今后每年都邀
请环卫工吃饭。

金秋助学，18年来让爱延续

2021年，“大爱株洲·金秋助学”迎
来了第 18 个年头。不到两个月时间，
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乡村
振兴局、团市委、市慈善总会、株洲晚报
等主办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千方百计筹
措助学资金，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截至9
月6日，共筹集助学善款375万元，帮助

736名贫寒学子顺利走进大学。
这是爱的力量，更是爱的延续。

我市“金秋助学”已持续开展了18个年
头，主办单位从两三个增加到十多个，
社会力量从零散资助到爱心潮涌，受
助学生累计超过 3 万人。许多受助者
学业有成后，主动加入“金秋助学”资
助队伍，传递着温暖与感动。

▶2021年8月，湘银社区的核酸采样点，支援
株洲的衡阳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结束核酸检测工
作，正在脱防护服，一身湿漉漉的衣服，见证工作的
辛劳与不易（资料图）。 通讯员/易跃跃 摄

▲贺湘闽（左）和梁成在西双版纳（资料图）。 受访者供图

策划/株洲晚报编辑部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

逾400件玉器长沙展出
呈现中国近9000年玉文化史

“玉魂——中国古代玉文化展”日
前在长沙博物馆开幕，共展出 410 件

（套）精美玉器，分为新石器时代、夏商
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
后至清代四大部分，共同呈现中国近
9000年的玉文化史。

展品中既有象征着地位和权力的
玉戚，祭祀神明、代表原始宗教信仰的
獠牙神像玉牌饰，器型独特、制作精美
的南阳夏响铺玉佩饰，用以节步和彰
显身份的澧县新洲M1组玉佩，体现君
子雍容高仪之态的玉剑饰等，也有意寓
美好祝福的折枝牡丹纹玉带扣、灵芝式
玉如意、锁形玉佩等吉祥佩玉，其中大
多数文物都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5日（逢周
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免费
对公众开放。展览期间将配套举办专
家讲座、美育工作坊、互动观摩体验等
活动，带领观众体会玉器的审美意蕴，
认识玉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地位与丰富内涵。 （本报综合）

毛主席在浙江视察和疗养时的
专用车，是辆“吉斯 110”防弹汽车。
它的车窗玻璃有8厘米厚，车门重达
200 斤，是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
第一批防弹汽车。开国大典时，朱德
总司令就是乘坐这款车型检阅部队。
如今，这辆汽车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事博物馆”）
一楼展厅的东南侧，很多来参观的人
都被它独特大气的外形所吸引。

这款车的车窗配有10厘米厚的
防弹玻璃，但这 10 厘米并非一体厚
度，而是由“一层玻璃一层粘胶”的方
式，经过特殊处理组合而成。当一层
玻璃被打碎时，粘胶能起到缓冲作

用，把子弹挡在下一层玻璃外侧。相
应的，车门也很厚，超过 10 厘米，加
上车门防弹钢板的厚度，整个车门重
达200斤。

车辆内部同样暗藏“玄机”。首
先是可收放的第三排座，平时就藏在
驾驶座后面。驾驶排座与后排之间，
有一道可以升降的中隔玻璃板，既防
弹又保密。在玻璃板上方，还设计了
一个温度计和时钟，便于调节车内温
度、了解时间。当时还无法实现在车
内安装空调，到了夏天，司机或是卫
士会在车里放置一盆冰，后排座位旁
边分别设置有烟灰缸、点烟器。为防
止颠簸，车内还安装了手拉环。

1949 年 12 月 6 日，毛泽东乘坐
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他此行的目
的主要是与斯大林商谈废除不平等
的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并寻求苏联的
经济和技术援助，同时祝贺斯大林
70 岁寿辰，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
国访问。在苏联访问期间，毛主席也
曾多次乘坐“吉斯110”汽车。后来，
斯大林得知毛主席当时没有专门座
车，便赠送了这辆“吉斯110”。这辆
车是斯大林汽车厂 1945 年 6 月底生
产的第一批“吉斯110”豪华轿车，当
时只供给苏联政府首脑及国家机关
高层使用，严格按实际需求生产，赠
送该车也足以看出斯大林对中苏两

国关系的看重。
回国后，这辆车便成了毛主席的

专车，主要用于日常出行。到了20世
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经常去杭州，为
了他的安全和工作方便，中央警卫局
便把这辆“吉斯 110”运到了杭州。
1992 年，军事博物馆筹办纪念建军
65周年展览，工作人员了解到了有关

“吉斯110”的事情，经国务院有关部
门与浙江省公安厅联系，浙江省公安
厅把这辆车赠送给了军事博物馆。

2017 年 12 月，军事博物馆对汽
车进行了修复，到现在该车仍能正常
行 驶 。 里 程 表 显 示 ，它 仅 仅 跑 了
17166公里。 （本报综合）

典故

200斤重的车门，10厘米厚的防弹玻璃
揭秘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毛主席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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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达人

跑遍废品收购站、老厂矿，费心收藏数百个株企老商标

他用一支画笔，留下株洲工业记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过去的一年，收藏版给我
市众多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一个
学习、交流的平台，让大家有了
自己的“阵地”。2022年已如
约而至，我们期待有更多收藏
爱好者加入其中，分享自己的
收藏故事，讲述自己的收藏心
得。而对于那些在“收藏圈”耳
熟能详的收藏达人，我们也将
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分享出来，
让更多人“出圈”。用微光吸引
微光，用微光照亮微光，然后在

收藏这个领域一起发光。

编者按

铺好画纸、削好铅笔、调好涂料，吴文武又开始下笔作画了。
他临摹的不是名家墨宝，而是一台看似平平无奇的电力机车。“这是韶山5型电力机车（SS5），是中国铁路的第一种

快速客运电力机车，也是我国当时运行速度最快的电力机车，由株洲电力机车厂和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设计、制造。”吴
文武兴奋地介绍说，“这是属于株洲工业辉煌历史的重要部分。”原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株洲企业的老商标，就是吴文
武收藏和临摹的对象，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为株洲保存一段工业历史记忆。

收藏的老商标越来越多，大
小材质各异，很多已经泛黄发旧，
甚至模糊不清，老吴怕日子久了，
以后的年轻人都看不到这段曾经
的历史。

“很多企业是株洲的根，很多
老产品是株洲人的记忆，很珍贵，
不应当被遗忘。”为此，老吴想出了
另一个留存长远的办法——临摹。

老吴爱好写字画画多年，有
一些基本功，但要画好商标，临摹
各种广告字体，他还是个业余选
手，只能边学边画。

两年里，从株洲服装厂的“白
兰”服饰、株洲电热电器厂的“正
方牌”电烙铁、株洲市棉纺厂的

“鹤翔”牌到株洲市电扇厂的“湘
江吊扇”、株洲市医疗器械厂的

“ 芙 蓉 牌 ”电 冰 箱 、“ 南 方 摩
托”……不知不觉，他已经画了

200多幅画。
最疯狂的时候，老吴早上起

来画，吃完中饭继续画，再从晚上
画到深夜，几乎不眠不休。

时间久了，原本视力良好的
老吴也开始戴上了老花镜。“现在
只能上午画一下，眼睛不好使
了。”他感叹。

画里有株洲的岁月，有老吴
的寄托。

在他看来，老广告画、老商标
画犹如一面镜子，真实记录着株
洲工商业的发展，更将岁月往事
定格于方寸间。从一个个商标
中，管窥到株洲从一个小港口发
展成工业重镇、制造之都的痕迹，
历史既需要传说和文字的记载，
更需要实物证明。老吴说，透过
这些作品，不仅能看到过去的株
洲，也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老吴临摹的株洲老企业的商
标画。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蓉/摄

为收藏老商标，他跑遍各大废品收购站

吴文武，人称老吴，是株洲冶
炼厂的一名职工，2018 年才退
休。当了30多年的厂矿职工，让
他对株洲老厂矿的记忆十分深
刻，也很有感情。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
时代，株洲的企业不断迭代，涌现
了一批家喻户晓的商标品牌。这
些年，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基地进
行搬迁改造，一些老牌株企或搬
迁，或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老吴经历并见证了这一切，
他一直想为保留这段历史记忆做
点什么。

“我爱收集老课本和小人
书。”几年前，老吴偶然从收藏的
老课本里翻到了一张“芙蓉牌冰
箱”的画纸，勾起了他对株洲老厂

矿的回忆，于是开始有意识地收
集各种株洲老厂矿企业的商标。

岁月变迁，很多企业已经退
出历史舞台，当年那些叱咤商界
的“株洲造”产品早已难觅踪影，
去哪里找这些老商标呢？

老吴家所在小区的周边有很
多废品收购站，那里成了他“淘
宝”的地方。

“曾经连续一个星期都待在一
个废品收购站里，从各种书本里面
去翻老商标。”老吴说，渐渐地，周边
废品站的老板都认识了他，只要到
了一批“新货”，就会给他打电话。

南方摩托、芙蓉牌冰箱、金鸡
电池、水泥机械厂……40平方米
的小书房里，厚厚一沓纸都是他
用心收集来的各种老商标。

将老商标临摹成画，留存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