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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我市深入开展“迎新春 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大幕在株洲拉开。
根据统计，2021年，全市累计保障城乡低保对象10.1万人次，认定低保边缘家庭人口5708人。那么，哪些人最需

要帮助，困难人群最希望得到怎样的温暖？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送温暖”？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易楚瞳 通讯员/王润琪

困难人群最希望得到怎
样的温暖

●“温暖”的同时能“保暖”

天元区大湖塘社区的殷作兵，幼年丧
父，母亲去世多年，家中困难，至今未成
家。2018 年他外出时摔倒，同时发现患有
重型糖尿病。如今，他脚上仍有钢板，为了
控制血糖，每天需要打胰岛素。摔伤后，街
道社区帮他申请了每月 580 元的低保。疫
情期间，他主动加入社区义务巡逻志愿者
队伍。

“逢年过节，政府会上门慰问，是实实
在在的雪中送炭。不过，总靠救济既不好
意思，也不是个办法。”55岁的殷作兵说，希
望新的一年看病费用能低一点，自己身体
好起来后，政府能帮忙找个工作。

2019年晚报“金秋助学”帮扶对象小莲
说，她每年能从学校得到一些困难补贴。
不过，她更喜欢学校另一种“送温暖”的方
式：介绍一些和专业有关的勤工俭学活动，
这样既不会妨碍学习，也可以获得资助。

●“送温暖”转向“适度普惠型”

岁末年初，石峰区慈善超市迎来一波
“生意”高峰。1 月 13 日下午，石峰区职工
志愿者服务队就走进石峰区慈善超市，开
展“走进你，温暖我”慰问贫困学生的活动。

石峰区慈善超市去年4月开业，是我市
首家通过民政注册登记的慈善超市，按照

“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志愿者协
助，百姓受益”的原则，由株洲晚报志愿者
联合会承接具体运营工作。株洲晚报志愿
者联合会负责人表示，构筑一个平台，比如
社会化运作的“慈善超市”“慈善爱心屋”，
可送出“有尊严”“自选式”的温暖，杜绝作
秀成分，将温暖送到实处。

株洲市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政府致力于推进社会建设、改善民
生的同时，应该将部分“送温暖”的工作转
移至社会组织，由后者承担更多募款、捐助
工作。

●超越“送温暖”

西子社区晓雷爱心工作室创始人刘晓
雷说，工作室成立 8 年来，多次组织邻里互
帮互助、护送老人就医、慰问环卫工、爱心
送考、结对帮扶、关爱孤老病残活动。

“困难人群会渴望政府‘送温暖’，但更
需要减轻看病、出行、生活等方面的负担，
需要提高收入。”刘晓雷认为，对于大多数
低收入群体来说，“送温暖”虽可以解决一
时的困难，但如果造血机制没有改变，就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群众需要长效
性帮困机制，同时渴望制度性减负、增收机
制，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超越传统的“送温
暖”，推出更多实质性改善民生的举措。

“除了物质扶贫，还要扶心、扶志、扶
技。”炎陵县公益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张杨浩
说，十年来，根据孤儿的实际需求，协会以
心灵关怀和精神陪伴为主，以“四扶”精准
长效帮扶模式，确保孩子们在爱的氛围中
健康成长。

●大多数因病致贫

困难群众的生活冷暖，党和政府牵挂在心。连日来，
为了确保困难人群度过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全市各单
位进行了深入的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并致以新春祝福。

通过株洲市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以及整理
2022年株洲晚报为特困群众送年货950户名单发现，50
岁以上年龄段的困难群众是最多的。经信息检索，记者
找到了58岁的郑立志。他生活在天元区马家河街道古桑
洲社区，家庭成员 5 人，本人患有直肠癌，儿子在外打零
工，儿媳意外摔伤双腿，妻子在家带年幼的孙子，家庭困
难。他家被划为了因病致贫的类型。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低保救助对象绝
大多数是因病致贫所致。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残疾、孩子上
学等原因。2021年9月起，我市实现城乡低保审批由“评
议为主、计算为辅”转变为“计算为主、评议为辅”，“分档定
额救助”转变为“精准差额救助”，全市共计实施临时救助人
次比上年增长27.4%，平均救助水平达到1080元/人次。

●关爱困境儿童成新常态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的义义（化名）今年15岁，
与76岁的爷爷一起生活，是炎陵县公益志愿者协会帮扶
的 23 名事实孤儿对象之一。1 月 16 日，王淑婷等 5 名志
愿者给他家送来春节的慰问，亲情陪伴、心理辅导、同吃
同劳动，把温暖送到义义心坎上。

孤儿、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等身处困境的孩子，是未
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也是社会重点关注的对象。新修
订的《株洲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6周岁延长至18周岁，适度拓展
对象范围。因学致贫家庭也有相关政策，包括贫困家庭
高中生免除学杂费、中高等职教育生活补贴等。

1月8日，茶陵片区“一米阳光”关爱精神障碍家庭儿
童项目，为71名精神障碍家庭儿童每人送去一张书桌、一
张椅子、一个台灯和课外书；2022 年，醴陵市已为 2 户困
难家庭孩子打造了明亮舒适的“希望小屋”……关爱困境
儿童成为社会新常态，让孩子们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的关怀。

我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是
今年重点工作之一，要资助家庭困难学生6万人。

为困难人群“画像”

▲“一米阳光”为孩子们送去书桌、椅子、台灯和书籍。受访者供图

▲石峰区送年货“大礼包”，温暖居民心。
受访者供图

▲春节前志愿者看望慰问孤儿。受访者供图

▲“希望小屋”让爱心不断延续。 受访者供图

农历2022年是虎年。在中国几
千年的文明史中，虎是一种威风凛
凛的图腾，是势运昌盛的象征。纵
观中国的虎文化，其精髓与核心就
是一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生命
力。同时，它又蕴含一种强烈的祝
愿：祝人人“生龙活虎”，愿民族“虎
跃龙腾”。

虎在十二生肖中位居第三，前
牛后兔，与十二地支中配属“寅”；寅
字如虎立视威武貌。一天十二时辰
中之“寅时”——晨3时至5时，又称

“虎时”。
虎的称谓很多，大约有20多种，

如“猛獸”“大虫”“獸君”“山君”“寅
獸”“戾虫”“寅客”“黄猛”“毛虫祖”

“啸风子”“白额将军”等等。种类有
6 个：即东北虎、华南虎、苏门答腊
虎、孟加拉虎、高加索虎和印支虎。
虎是亚洲的特产，如我国东北及西
南、华南诸省，印度、韩国、爪哇、伊
朗、巴基斯坦等地，而欧洲、美洲、澳
洲都不产虎。我国台湾也不产老
虎，但却有和虎同科同属的“石虎”，
由于石虎只有猫般大小，因此又有

“山猫”的称呼。
虎的内涵深远。虎是山林中的

猛兽，向来被称为“百兽之王”“百兽
之长”。虎的威猛、勇武、有力为人

所歆羡，故而常被用来象征、比喻人
事诸相。

“虎将”喻将军英武善战，威武
雄壮的步伐称“虎步”，豪雄人杰奋
发有为称“虎啸风生”。古时“虎符”

“虎节”为调兵遣将的信物。民间，
百姓称儿女为“虎娃”“虎妞”，喻其
结实粗壮。此外，文人创造了特殊
的书体“虎爪书”，医生发明了一种
健身术“虎戏”。

民间视虎为神兽，借它的威猛
勇武而镇祟辟邪，保佑安宁。由于
虎代表的是吞噬鬼怪的纯阳之力，
从而衍演出许多习俗。人们常以饰
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来辟邪驱
祟。端午节戴艾虎辟邪在中国已有
千年以上的历史，艾虎或以艾编成，
或剪彩为虎，粘艾叶。还有在小儿
额头用雄黄画“王”字习俗，其意也
在于借虎辟邪。有些地区姑娘在陪
嫁品中必有一个特大的面老虎，还
有给新娘挂面虎的习俗。

虎亦为镇墓之兽，古墓前常凋
有石虎。除镇祟辟邪之外，民间相
传，虎还益于妇女怀孕、子孙升官。
民间俗信将虎身不同的部分戴在身
上，可作为防疾病的护符。而虎骨、
虎皮和虎毛则可以制为药材治病。

喻 虎 谚 语 很 多 ，颇 富 启 迪 作
用。例如，虎是森林之王，强无敌
手，故世称外强中干为“纸老虎”，而
称狠毒的妇人为“母老虎”，形容笑
脸常开但心怀不轨的人为“笑面
虎”，怀才不遇的人为“睡虎”，称人
行动威武气度非凡为“龙行虎步”。
还有“虎不怕高山，鱼不怕水深”“虎
老雄心在”等谚语，都表现出一种不
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虎一直是文人骚客
赞誉的对象。杜甫诗云：“猛虎凭其
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
已在脚。忽看皮寝处，无复晴闪烁，
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此诗借
虎发挥，劝人向善。同样，画老虎也
是画家的所爱。但画虎不易，“画虎
画皮难画骨”，“骨气”难描。我国现
当代擅长画虎的几位国画大师，如
范曾、方楚雄、何香凝、宗万华、徐鸿
儒等以及漫画大师廖冰兄，都能真
正对虎观察入微，描绘出虎的气质、
神情、威仪和骨气，他们笔下之虎，
惟妙惟肖，姿态各异，雄猛美丽，气
势逼人。

公元 1134 年，金兀术与伪齐汉
奸刘豫的军队联合南侵，张浚被任命
为防守长江的统帅，此时岳飞亦率军
参加防御战。当张浚出发去前线督
战时，岳飞写《送紫岩张先生北伐》
一诗为他送行。诗云：“号令风霆
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
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格调高
昂雄壮，充满家国情怀和英雄气概，
读之令人击节。

“风霆”，即风雷。“霆”为突然响
起的雷声，故“雷霆”并用。雷有许
多别称，如“惊雷”，鲁迅《无题》：“于
无声处听惊雷。”冬天的雷叫“冻
雷”，“冻雷惊笋欲抽芽。”（宋·欧阳
修《戏答元珍》）。春天的第一声雷
叫“新雷”，“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
新雷第一声。”（清·张维屏《雷》）雷
又称“霹雳”，“秋收时节暮云愁，霹
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西江月·秋
收起义》）

成语中的“风掣雷行”、“雷厉风

行”，意为风与雷齐作，声响大，速度
快，威力猛。于是“风雷”这个意象，
常被采撷入诗，用来表现宏大的叙
事，如战争场景、山川变迁、社会动
荡……也用来抒发诗人的刚烈秉性、
豪迈情怀。

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
雷，万马齐喑就可哀。我劝天公重抖
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评家李元
洛先生评曰：“‘风雷’本指自然现
象，这里却是指雷厉风行的政治变革
与摧枯拉朽的变革激情。龚自珍的
诗多次咏赞了‘风雷’，如‘眼前二万
里风雷，飞出心中不废才’，如‘著书
不为丹青误，中有风雷老将心’，如

‘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
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潮动地
来’”（李元洛《清诗之旅》）

株洲有秋瑾夫家的别业“愧堂”，
亦可称是她的故居，如今已恢复旧
制，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秋
瑾为辛亥革命先驱，是让人敬仰的巾

帼英雄。她后期的诗，铁板铜琶，金
声玉振，也常以“风雷”入诗。《柬某
君》：“河山触目尽生哀，太息神州几
霸才！牧马久惊侵禹域，蛰龙无术起
风雷。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
劫后灰？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
莫徘徊。”第三，四句写满清王朝统
治已久，我如潜龙无法启动破毀它的
风雷；第五、六句说自己怎能在闲适
中老去，怎甘心让祖国危亡沦为劫
灰。真正是“长歌慷慨”，惊神泣鬼！

曾参加晚清维新变法的梁启超，
因壮图未成，被清廷通缉不得不逃亡
日本，然后再从日本去美国，乃有

《太平洋遇雨》一诗：“一雨纵横亘二
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劫余人物淘难
尽，又挟风雷作远游！”李元洛兄评
曰：“梁启超此时年方二十七岁，仍
然热血贲张，壮怀激烈，全诗也天风
海雨，笔走雷霆。‘浪淘’与‘淘难尽’
之反挫，逆折生情，今日读来仍可使
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清诗之
旅》）

《毛泽东诗词欣赏》一书中，毛
主席以“风雷”意象入诗的，就有数
处。“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
骨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
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水调
歌头·重上井冈山》）“独有豪情，天
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念奴娇·
井冈山》）“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
红 绿 走 旌 旗 。”（《 七 律·有 所
思》）……从中可看出他对这个意
象的喜爱。评家说他的词大多呈
现一种豪放的格调，也酷好写大题
材 大 场 面 。 如《西 江 月·秋 收 起
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
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
动。”秋收起义是重大历史事件，其
声势浩大，作者故以“霹雳”来形容

“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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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森

虎年说虎
袁楚湘

水墨画
肖星平

我看
天上白云朵朵
多秀美
我见
湖中水波粼粼
也清俊

于是随手抓了一把云
撒在湖面上
然后呼来一缕缕微风
就这样，白云和水波相恋了
只见他们时而追逐嬉闹
时而依偎耳语

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相机
咔擦！见证！
如此甜美的瞬间

可尔后再次翻看相片时
才惊奇地发现
他们的爱情像极了水墨画
是那么唯美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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