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杨洋）1 月 8 日零
时 27 分，衡阳市石鼓区来雁医养
中心发生火灾，5人经救治无效死

亡，其他伤者正在全力救治。岁
末年初，我市高度重视消防安全
工作，应急消防部门多措并举，为
辖区居民筑起“防火墙”。

近年来，我市消防部门深入
推进“独居老人消防安全关爱计
划”，发动乡镇、社区、村组、网格
等力量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敲门”
行动，形成“邻里互助”常态化机
制，为辖区老人创造良好的消防
安全居住环境。

此外，全省首个“独居老人消
防安全关爱计划”小程序也已上
线。小程序主要由志愿者注册界
面与独居老人信息录入界面组
成，为全市所有 70 岁以上独居老
人进行了电子信息统计，回应独
居老人的消防安全诉求，推动关
爱计划的常态化实施。

近段时间，省内外接连发生
火灾、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多
人伤亡。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
市民，要以事故为教训，在取暖防
寒的同时，务必要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可能是人为破坏。”当时参与
查找漏水原因的保安回忆，位于17
层和18层楼道的消火栓，阀门被完
全打开，消火栓无破损，能正常关闭。

市云旺物业有限公司颐景园

协力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于凌晨 2 时左右拨打了报警电
话。但报警后，民警没有立即到
场，而是几小时后才到达现场。

目前，民警已调取相关监控

录像，正在调查。
物业人员表示，两部电梯均

因进水发生故障，电梯进行检查
维修还需要数日，物业公司正在
协助民警查找线索。

8日凌晨1点55分，有业主通
过“协力颐景园物业服务群”反映
4栋楼道现“水帘洞”的视频。

同时，在小区保安岗亭，有楼
内业主找到执勤保安，称楼道漏
水、电梯无法使用，可能有水管发
生爆裂。

随后，保安沿着楼梯上楼逐层
检查原因。结果在17楼和18楼的
楼道，发现位于电梯对面的消火栓
被打开，消防水哗哗往外冒。

保安随即关闭两处消火栓的

阀门，水很快止住。物业人员连
夜对楼道积水进行了清理，但电
梯进水无法使用。

8 日下午，记者走访发现，物
业人员在电梯口张贴了电梯受损
的提示。

4 栋共有 19 层，每层 2 梯 5
户，楼内有住房90套，目前入住率
超过 90%，楼内居住的老年人不
少。住在 11 楼的徐兴隆、金月娥
夫妇已是八旬老人，因为有事要
外出，不得不走楼梯下楼。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1月8日凌晨，天元区景园社区
颐景园协力小区4栋发生让业主们感到气愤的事情：位于该栋17楼、18
楼楼道的消火栓被人为打开放水，消防水漫过楼道，流进电梯，导致电
梯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消火栓被拧开 楼道成了“水帘洞”
电梯进水无法使用，物业已报警

楼道消火栓凌晨被打开放水

可能是人为破坏，已报警

省内外接连发生火灾造成多人伤亡

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务必注意冬季取暖安全

醴陵青年返乡养殖愁销路
你愿意伸出援手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
平 通讯员/邱新树）“这是他第一次
饲养鸡鸭，希望有更多市民能帮助
他。”1月6日，家住石峰区的邱先生
来到报社，讲述了其元旦节期间返
乡的见闻，替他的同乡青年丁志纲
求助，希望能助其渡过难关。

邱先生已从机关单位退休，家
乡在醴陵市茶山镇。元旦节期间，
邱先生回到茶山镇看望亲人，听说
了当地青年丁志纲返乡养殖陪伴父
母的事迹。

邱先生和朋友决定前往丁志纲
家看看，顺便购买家禽作为年货。

丁志纲家位于茶山镇长码村中
湾组，是当地一户困难家庭。该村
民小组因位置偏僻，村民陆续搬迁
到交通便利的位置重新安家，丁志
纲家是少数未搬迁的住户之一。丁
志纲和父母居住的土砖房因年久失
修，已经倒塌，后购买了邻居搬迁后
留下的旧房居住。

丁志纲的母亲来自云南省，遭
遇过拐卖，今年 60 岁，患有肝硬化
多年，动过手术，常年需要住院治
疗；丁志纲的父亲是一名农民，已69
岁，曾经中风；出生于 1988 年的丁
志纲曾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
哥哥姐姐均不幸夭折。作为家中独
子，丁志纲学业有成，2010年大学毕
业后，到过多个城市打拼。

“总请假，对用人单位也不好。”
丁志纲说，2012年，他母亲因患病动
了手术，他父亲中风。从那年起，父
母每年需要入院治疗，有时住院时
间超过一个月，丁志纲多次请假回
乡照顾父母。

为方便照顾父母，在 2020 年端
午节回乡后，丁志纲作出了在家养
殖创业陪伴父母的决定。

2020 年端午节期间，丁志纲在
征询他人建议后，通过贷款等方式
筹集了6万余元尝试家禽养殖。

一边请教周边养殖户，一边自
学养殖技术，丁志纲将自家周边山
林、农田、遗弃房屋充分利用，并修
复山塘养鱼、养鸭。

目前，丁志纲待售的鸡有 200
多只、鸭 30 多只。他表示，饲养的
鸡鸭成本投入大，销路不畅，曾低价
出售了一批鸡鸭。“还没有回本。”丁
志纲称鸡鸭愁销路。

邱先生和朋友一次性购买了20
多只鸡鸭，并表示会帮助丁志纲寻
找销路。如果有市民愿意向丁志纲
伸出援手，可以拨打丁志纲的电话
18973377553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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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 通讯员/刘静）1月7日，江
西赣州一名患者因病离世，家属
决定捐献其器官挽救他人生命，
但是需要远在 300 公里外的茶陵
在监服刑儿子签字。为了实现生
命接力，赣、株两地红会部门联
动，最终化解了这一难题。

2021年12月21日，赣州都县
49 岁的谢某因病入住当地医院。
由于病情恶化，他不幸于今年1月

7 日出现脑死亡状态。家属悲痛
之余，决定捐献他所有可用器官，
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

根据我国器官捐献流程，志
愿者或器官捐献协调员填写《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以下简
称“《自愿书》”）后，须书面征得志
愿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直系
近亲属签字同意。

“第一时间征得捐献志愿者
亲属的同意，其余病患者就越能

尽早获得生命重生的机会！”收到
江西省红十字会协助办理器官捐
献的文件时，株洲市红十字会器
官捐献协调员周盛立马驱车赶往
茶陵监狱。

“谢某儿子听说父亲离世后，
充满愧疚和悔恨。”当谢某儿子在

《自愿书》上签字同意后，周盛明
白，这位父亲正是在用最后的爱
感化儿子，希望其迷途知返。

父亲突去世 所有可用器官拟捐献
儿子正坐牢 收到自愿书愧恨签字
父亲捐献器官须服刑儿子签字 赣株两地红十字会携手促成

▲18楼楼道消火栓被发现时，正往外
冒水。 记者/刘平 翻拍

现象

物业

▲消防、社区工作人员看望慰问独居老人。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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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打石的禁烟故事

原雷打石瓷厂门口“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外墙有五
角星标志的职工食堂，废弃的石灰厂与高耸的烟囱……
大概是因为镇上有不少富有年代记忆的建筑，随意走在
路上，看这里的人和物，仿佛都能串联起一段往事。

不过，最让我好奇的还是江边的“禁烟碑”。这石
碑露出地面的部分高约 60 厘米、宽约 30 厘米、厚约
15厘米，紧靠着一堵夯土墙，碑上刻有“永禁洋烟如
违禀究”8个大字，“洋烟”是指鸦片，“禀”即向官府
禀告。

这是全市发现的唯一一块与禁烟有关的文
物，石碑上虽然没有时间落款，不过据地方文
保部门分析推断，这石碑应当是立于清朝，当
时老码头人来人往，特意设在码头处，也是警

示路人和商人。
湖湘文化研究者鲁新民老师分析认为，这块

石碑应立于光绪年间，当时清廷颁布了《禁烟章
程》，其中第九条要求：“各地方官应通饬境内公正绅

商设立戒烟会社，刊布戒烟白话书报”。另，当时沧沙
埠老码头北侧不到100米的临街店铺，有一家历经清

代、民国的石匠铺，可以推测，雷打石的这块禁烟石碑
就由沧沙埠石匠铺使用“戒烟白话”刻字而完成的。

不仅是株洲，近几年，长沙市都正街发现了光绪年
间所设的“湖南禁烟局”地界石碑；耒阳市仁义镇罗渡
渡口发现了晚清时期的禁毒标语，如违者“坐牢、入刑”
等。这些均为清廷《禁烟章程》之影响。

目前，位于雷打石镇的“禁烟碑”已被列为市级文物，
做了一些加固和防盗保护。“可惜的是，很多住在镇上的
人都不知道这块石碑，不知道这段故事。”李志斌说。

雷打石，不一样的乡镇往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雷打石这么有趣的地名，来到这里，总会想了解这个小镇的前世今生。
“以前，我们这可是十里八乡交通最便利的地方。”住在原沧沙埠老码头附近的李志斌和我

聊起，明末清初，贸易以水运为主，雷打石成了湘江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一直延续到建市之后。
而今翻开这个小镇的发展史，有老码头、近百年历史的瓷厂、民国年间的禁烟碑，一切

都在诉说不一样的乡镇往事。

“雷打石”为纤夫谋方便？

湘江浩浩汤汤，西岸的雷打石镇，
与渌口老城隔江相望。

“雷打石”这么独特的地名起源于
何时？株洲市地名首席专家彭雪开考
察记录，明朝嘉靖年间，这地方还叫“清
石潭”，镇子东北有一石山，状如磨盘，
又叫磨盘山，周围九牛似牛，俗称“九牛
推磨”。

自唐宋以来，磨盘山靠湘江边有一
石道，原本是纤夫拉纤的野道，从这里
拉船艰辛绕过磨盘山，才能到镇子南端
的沧头岸。

具体不知是哪一年，有人听见磨盘
山方向雷声大作，然后看见数道巨大闪
电落下，这石山与周边的“九牛”都被击
毁，原本要绕山拉纤的纤夫不用受累
了，大家印象太深，此后，这里就被称为

“雷打石”了。
这次到雷打石镇，特意去看了一下

磨盘山。不过，不知是没找对角度，或
是采集石灰石导致山体变化，真没看出
这座小山像磨盘。

听当地居民说了更玄乎的故事，相
传雷击巨石处，有石缝流出血水。不
过，后来有学者考证，这大概是氧化铁
与泉水混合产生了化学反应。

不管传说虚实，至少清朝光绪年间的
《湘潭县志》，已录得“雷打石”这一地名。

雷打石的老码头

81岁的李志斌推开家门，走不过十
来步就到了湘江边。这里原来是沧沙
埠老码头，西行的渌水在此汇入湘江，
一道北流。

“以前，这里可是十里八乡交通最
便利的地方，特别热闹。”李志斌指着江
边一处空地说，那时这里经常黑压压站
满了人，大家都来此坐船过河、进城。
人来人往，贸易也兴，当时这里不过2米
宽的行道，铺的是麻石，买卖粮油、南货
北货的，都在街两侧开店，好不热闹。

直到五六十年代，沧沙埠老码头周
边都是雷打石镇的商贸交通中心。“现
在去哪都是车，哪还要坐船咯。”老人家
笑道，尤其是1988年底株洲大桥竣工通
车，进城的人们纷纷涌向株洲这第一座
跨江大桥，随后的几十年里，跨江大桥
一座接一座，雷打石的渡口码头也告别
了往日的热闹，甚至一点点衰颓下来。

老人家精神矍铄，如今每日在家种
种菜，到江边散散步。孙子有出息，大
学毕业后在株洲市区找了份会计工作，
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在他看来，
时代在发展，这个老码头的兴盛与落
寞，都是时代的选择，如今能与这平静
相守，已是不同旧日的幸运。

▶原雷打石
瓷厂内的职工食
堂。
记者/伍靖雯 摄

▲原雷打石瓷厂。 记者/伍靖雯 摄

原沧沙埠老码头原沧沙埠老码头，，对岸是渌水汇入处对岸是渌水汇入处。。 记者记者//伍靖雯 摄伍靖雯 摄

▶ 雷 打
石镇上的“禁
烟碑”。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