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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彭亮霞 钟晋 刘卫红

1 月 31 日，大年二十九，
攸县联星街道沙陵陂村到处
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炖猪
肉、宰鸡鸭、挂春联……脱贫
户谢小艳不停地忙碌着，虽然
有些累，但她心里喜滋滋的。

附近的村民们说，早在春
节前几天，她就骑着自己的

“电驴子”，赶墟场、跑县城，购
买年货。多年贫困，如今家里
脱贫致富，过上了好日子，她
要好好喜庆一回。

而以前，她最怕的就是过
年。18 年前，由于双方性格不
合，她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几年后，她第二任丈夫也因为
车祸离她而去，留下腹中 7 个
月的孩子。

她哭过、悲伤过，面对年
幼的孩子、年迈多病的父母，
谢小艳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
起生活的重担。她先后种过
地，养过鸡鸭，外出打过工，但
一直家庭困难，还欠了债。那
时过年，她没钱办年货，看到
别人家什么都有，小孩吵着
要，她感觉又烦又愧。

前些年，她家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政府以及亲友

帮助下，在当地办起了一家竹
木加工厂。她根据市场需求，
将楠竹加工成羊圈用的羊床、
羊架板以及蔬菜基地用的竹
菜架等，销往河南、河北、山东
等地，年创收入 60 余万元，她
家因此脱贫致富。

她利用这些钱 ，还清了
债务，建起了新楼房，提升了
生活质量，对过年才有了好
的感觉。

这不，她办足了丰盛的年
货。大年二十九，她还特意请
来兄弟姐妹们，一起到她家过
年。一来，大家好好聚一聚；二
来在自家困难的时候，感谢兄
弟姐妹们的大力帮助。她还准
备了一些红包，每个小孩发一
个。除夕宴上，除了说一些感
谢的话，她还雄心勃勃道出自
己的新年发展计划：把厂子搬
到交通更便利的国道 106 旁
去，产品在原有基础上，新增
竹筷、牙签等。

除夕夜，她足足摆了 14
个菜，每个菜都用大碗盛，可
丰盛了。饭桌上，平时不太爱
说话的她，这天说了很多，全
是今胜昔之类的感慨话。从不
喝酒的她，这天还破例小酌了
几口，喝得脸通红的，就像她
的小日子，要过得红红火火。

一个脱贫户的新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吴楚
实习生/刘茜

从 炎 陵 县 城 出 发 20 分
钟，走进沔渡镇狮头村，沿着
村道行驶 5 公里 ，就能听到

“咩咩”的黑山羊声从山林间
传来。竹林间的一间农舍内有
10 多只成年的山羊，正在一
起抱团取暖。

竹林里还有几只山羊正
在悠闲漫步，或低头寻草、或
立在山头遥望远方。狮头村村
民陈智生正在照看新出生的
小羊。

每天按时给山羊喂草，照
顾刚生产完的母羊，盘算着过
年能卖个什么价钱，再留意哪
个镇上价格高些。照看这些山
羊的陈智生一刻都不想松懈，
心里一直期盼着自家的羊早
早变现。

1 月 28 日，正是沔渡镇今
年的最后一次赶集日，他也正
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多赚一些。
早晨天还未亮，山间飘着蒙蒙
细雨，陈智生就载着准备好的
羊肉前往镇上。占好摊位，挂
好羊肉，迎着一声声叫卖声，
开始一天的生意。

不到 12 点，摊上的羊肉
一扫而光。“今年的羊肉格外
好卖，35 块钱一斤，早早就卖
完了。”陈智生收拾着刀具，乐
呵呵地说道。

近几年，乡镇对养殖户的
扶持力度加大，因应不同的养
殖数量给予不等补贴，陈智生
的养殖生意更有保障了。此
外，乡镇还开展养殖培训和专
业技术学习，让养羊成为一门
脱贫致富的“生意经”。

“以前没有修路时，山羊
运出极不方便。如今水泥路实
现户户通，便可以开着自家的
三轮车把羊肉运出去，高效又
安全。”陈智生回忆起以前的
养殖生活，不禁感叹道。

山上竹林郁郁苍苍，山间
羊群结伴而行，原本幽静的山
林增添了许多“人气”。“现在
修好路，有人直接进山来瞧，
看到我的养殖方法后就更放
心购买了。”这 20 多只山羊成
为他的主要经济来源。

陈智生为了刚出生的羊
崽能够好好过冬，又增添了一
些干草和棉絮。他的新年愿望
就是只盼来年，羊儿们能够健
健康康地长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谭昕吾

2 月 1 日，虎年正月初一，
周花一早来到单位天元区嵩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
新冠疫苗接种“春节不打烊”，
她和同事们春节期间，也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

周花参加工作十余年了，
2021 年 是 她 最 忙 碌 的 一 年 。

“这一年新冠疫苗正式投入使
用，全民接种铺开；常规疫苗
接种不能停摆，我和同事们一
整年都在‘打针’。”2021 年 ，
周花所在的社区医院共接种
15 万 剂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苗 ，

“ 5+2、白 +黑”是计划免疫工
作 人 员 这 一 年 的 工 作 常 态 。
准 备 接 种 物 资 、8 点 开 始 接
种、全天接种后，核查上传当
天 数 据 、夜 晚 接 收 疫 苗 公 司
的配苗……2021 年，周花每天
工 作 12 小 时 以 上 ，由 于 打 太
多针，她常常双手充血水肿、
无法握拳，接种高峰期时，她

需要辗转学校、社区、企业园
区，把疫苗接种服务送到各行
业 各 年 龄 人 群 身 边 ，此 番 忙
碌，让她感叹“这日子太特别，
永生难忘”。

1 月 31 日除夕下午，岁末
的钟声临近，社区医院的预防
接种大厅里，仍有居民前来接
种疫苗，还有居民通过微信，提
前和她预约了新年“第一针”，

“是一个在广东定居的中年人，
今年回家过春节，带家里父母
来接种的。”

一场疫情下来，周花也发
现了人们对疫苗接种的态度
变化，从观望到积极接种，“以
前打疫苗，我们前期总要花很
多经历去科普、宣传，即使如
此，仍有不少人认为打疫苗不
可靠，怕打出问题。”回头看，
2021 年的秋天，前来接种流感
疫苗的市民比往年翻了一番，
这意味着大家的健康、预防意
识提高了，周花因此有了更多
成就感，“工作虽然辛苦，但我

们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那就是我们的付出能尽快构
建免疫屏障，所以自己也有成
就感。”

能 心 无 旁 骛 地 扑 在 工 作
中，是因为家人的充分理解和
支持。周花说，自己是二胎妈
妈，但照顾孩子的担子却在丈
夫肩头，“大女儿正在读高三，
小女儿还未上幼儿园。忙活起
来，我经常一整天都见不了女
儿们一面，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她们还没起床，晚上我到家，她
们已睡了。”

除夕夜，周花终于和家人
团圆了，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坐
在一块吃顿饭，仿佛也是许久
之前的事，“我都忘了休假的滋
味了。”周花一边笑着，一边和
家人一起准备着年夜饭。这忙
忙碌碌的生活，让她更珍惜与
家人在一块的每时每刻，“新的
2022年，我希望快点战胜疫情，
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回归正常
轨道。”

疫苗接种春节“不停针”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廖明
通讯员/许彬 李红武

一手持电烙铁，一手持镊
子，眼睛紧盯着显微镜下的机
车插件板，2月 7日 9时，在广铁
集团株洲机务段株洲检修车间
电子维修室，党员工班长周俊
龙正一丝不苟地焊“芯”。

伴随缕缕白烟升起，带有
128个引脚、比一角硬币略小的
四方芯片，稳稳“粘在”插件板
上。随着插件板的完美修复，一
台待修的火车头即将重返春运
战场，继续牵引列车飞驰。

“这些修复后的插件板，不
论是性能还是使用寿命，与原
厂配件基本没区别。”看到火车
头顺利出库，周俊龙自豪感油
然而生。

和谐型机车电子元器件大
都模块化，铜膜线路已细如发
丝，出现故障，肉眼检查都困
难，更别谈修理，加之厂家可供
的技术资料少，插件故障大都
委外维修。

“一块机车电子插件换新成
本约 2万元，更换一个元器件只
需几元至几十元不等。”42岁的
周俊龙打起了节支降耗的“精算
盘”，借助显微镜给机车电子插
件做“焊芯手术”。显微镜下，元
器件故障逐一显现，他手中的烙
铁如“手术刀”，直击“病灶”。

最具挑战的莫过于更换集

成块芯片。机车车载安全防护
系统中的 AV3 视频采集元器
件，在不足半张 A4纸大的插件
板上，有 30 个芯片，尤其主芯
片管脚数多达 176 个，宽度仅
为 0.3毫米，均匀点上焊锡绝非
易事。

早期为提升焊芯技术，周
俊龙在废旧的插件板上反复练
习，不断积累焊接时所需的温
度、速度、力度、时间等参数经
验，并总结出焊芯三字诀“稳、
准、快”。

一个人再有能耐，个人作
用也有限。2021 年 3 月，在该段
推动下，周俊龙组建了党员攻
关小组，并确定了围绕机车电
子插件检修“攻坚克难、技艺传

承”的工作目标。
“初期焊芯片时，手老是

抖，引脚连锡成线不说，邻近的
元件也烫损了。”攻关小组成员
李小勇说，虽同为机车电工，但
同行也隔山。

为 提 升 攻 关 成 员 焊 芯 技
术，周俊龙手中有招，以“稳”来
说，用电烙铁熔白纸上的锡丝，
锡 熔 而 纸 不 烤 焦 变 色 ，便 算

“稳”得住了。
截至目前，“攻关小组”培

养出全路技术能手 2 人、集团
高级技师 3 名，先后完成常用
芯 片 程 序 解 码 、烧 录 ，以 及
BGA 芯片焊装等 5 个课题，修
复和谐号机车插件 102 块，节
约材料成本近 200万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周圆

春节期间，当所有人都沉
浸在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时，
我市网格员在轮流值班，坚守
在岗位上，行走在辖区里，他们
在大街小巷穿行的轨迹，好似
一条条流动的血脉，温暖着这
座城市。

“快过来，快过来！你们俩
别打扰妈妈，妈妈在记录很重
要的东西。”这是一位老人在
周末常对两名 3 岁的孙子们说
的 一 句 话 ，而 她 口 中 的“ 妈
妈”，正是芦淞区董家塅街道
办新立社区网格长吴春兰。老
人十分体谅吴春兰的工作，她
也常对孙子念叨：“你们妈妈
呀，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从哪里回来的？有
没有去过疫区或者接触过疫
区人员？是否持有 48 小时核酸
检测证明？”

新立社区现有 2 个网格，
共 1072 户 。在 吴 春 兰 的 带 领
下 ，网 格 员 们 实 现 入 户 率
100%。今年，因人员变动，吴春
兰又主动担任疫情防控数据
员，结合网格化管理优势，确保

“不漏一户一人”。
一起忙家务、一起聊聊天、

一起择择菜、一起做大餐。天元
区三门镇白石村网格员陈芳在
春节期间，将温暖送到了空巢
老人张雪球的家中。

陈 芳 与 村 干 部 一 起 为 老
人 带 去 了 鸡 鸭 鱼 肉 ，并 亲 自
下厨为老人做了一顿丰盛的

午 餐 。陈 芳 开 心 地 说 ：“ 我 做
的 虽 然 算 不 上 美 味 ，但 给 老
人 的 却 是 一 种 陪 伴 、一 份 温
馨 。”望 着 一 桌 子 的 饭 菜 ，老
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感
谢网格员让我感受到了家一
般的温暖。”

大年初六，网格员刘珊珊
还为居家隔离的居民购买生活
物资，并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让隔离的居民能过上一个舒
心的春节，是我最开心的事。”
她说。

2 月 7 日 ，节 后 上 班 第 一
天，全市网格员迅速从假期模
式转换为工作模式，全身心投
入网格工作，做到身到、心到、
责任到的干事状态，确保起好
步，开好头。

留岗青年的“别样春节”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如
通讯员/刘津洋

人勤春早争朝夕。2 月 6 日，
天元区群丰镇新塘社区新塘组
组民周志红正在准备剪枝、施肥
的工具。“过两天，我们就开工
了，新的一年，干劲十足。”

走进新塘社区，入村的道路
宽阔畅通，村道两旁干净整洁；
小广场、小凉亭、小书屋一应俱
全；统一安装的路灯，让人心生
喜悦；在广场上休闲、娱乐的孩
子们，笑逐颜开；一望无际的种
植 园 里 ，果 树 、花 草 长 势 旺 盛
……好一幅宜居宜业的新农村
美丽画卷。

“过去啊，土路很窄，弯弯曲
曲，一下雨，满脚都是泥；田里面
的荒草长得老高；池塘里的水又
黑又臭……”周志红说，这几年
来，新塘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乡村道路四通八达，农业走
向现代化，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新塘社区自 2017 年开始创
建美丽乡村，以发展高效、绿色、
休闲、观光农业为主导，完善和
升级社区生产生活配套基础设
施，打造一流的人居环境和美丽
乡村格局。2018 年，社区被评为
株洲市美丽乡村示范村，2019年
开始争创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周志红今年 55 岁，家里有
三亩多农田，全部“入股”了社区
成立的合作社，自己还在合作社
做事，工资按月结算，没有了过
去在外打工、辛苦一年只能拿张
工资欠条回家的担忧。他坦言：

“如今，我们劳作在果园里，生活
在‘花园’里，日子越过越好。”

新塘社区党总支书记钱国
光介绍，近年来，新塘社区积极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成立合作
社，将农民土地流转到合作社，
采取村民提供农田、合作社投入
资金的合作模式，大力发展高效
休闲观光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喜看村容村貌换新颜

新塘社区村民，劳作在果园里，生活在“花园”里，日子越来越好。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如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如

“何奶奶，昨晚下雪了，今天
您冷不冷呀？我给您换一床更厚
的被子吧。”护理员刘芝兰摸摸
老人的手问道。“哪里还会冷呐，
你给我垫这么厚的被子，盖这么
暖和的被子……”2 月 7 日，天元
区群丰镇敬老院，96 岁的何爱
莲老人和护理员的对话，掀起一
阵欢乐的笑声。

群丰镇敬老院是一所乡村
养老院，位于江璜社区江璜组，
住在这里的 20 多位老人，大部
分是乡村里无儿无女或者子女
没有在身边的高龄、失能老人。
2019年，敬老院进行了全面升级
改造，各房间设施全部更新，并
添置了空调、电视、卫具、洁具和
新家具等。

对于这里的护理员来说，每
天光照顾老人们的日常起居，就
已经忙得脚不沾地，但她们在工
作间隙，仍想尽一切办法逗逗老
人，尽量让他们开心。“心情舒畅
了，身体也会跟着好起来。”刘芝
兰说。

何爱莲老人无儿无女，来群

丰镇敬老院有 2 年时间了。刘芝
兰每天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房
间里，帮老人洗漱穿衣，搀扶下
床散步……在她的精心照料下，
老人不仅身体状况开始好转，而
且因为经常和周边的老人及护
理员们说笑，精神也一天好过一
天。老人虽然已有 96 岁高龄，除
了耳朵有点听不见，身体其他方
面还挺好的。

“ 谢 谢 你 又 为 我 送 吃 的
……”刘芝兰说，何奶奶一天到
晚要说好多句“谢谢”，“她还经
常把盒装牛奶放我手里，我不
要，她就发脾气。我只好假装收
下，等到下午吃点心时，再把牛
奶倒入杯中，一起端到她的房
间。”

春节期间，很多老人纷纷给
刘芝兰塞红包。“我怎么能收他
们的红包呢，照顾他们是我的本
职工作，是我应该做的，我早已
把 这 里 的 老 人 当 成 自 己 的 亲
人。”刘芝兰是江璜组人，家就在
敬老院附近，她和丈夫都在敬老
院工作多年，过年也是和院里的
老人一起过的。敬老院，俨然是
刘芝兰的另一个“家”。

赶着黑山羊 奔向幸福路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驰
通讯员/尹亚岚

“今天正式开工了。爸妈在
家还好吧，注意身体，疫情好转
后我回来看望你们。”2 月 7 日，
在攸县高新区澳维科技（以下简
称澳维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杨
辉拨通了父母的电话，一解相思
之情。

今年 29 岁的杨辉，来自云
南曲靖，2017年从湖南工学院毕
业后，来到澳维科技上班，现为
环保工程师，负责环保卫生站的
运维和质检工作。虎年春节前，
他响应号召，留在公司过年。

春节期间，杨辉每天定时到
污水处理站检测水质情况。此
外，因为不太忙，他坚持自己做
饭吃，厨艺长进不小。

来攸县工作 5 年，这边的同
事、朋友，待他都很好，让他这个
异乡人感受过些许温暖，对这个
小县城，也逐渐产生了感情。

“对这里的环境、饮食，从适
应到喜欢，自己也逐渐能吃辣
了。”杨辉说，他告诉父母，明年春
节没特殊情况，肯定回去过年。

又到开工时。新的一年，杨
辉也许下了自己的新愿望，不仅
是业务水平要更上一层楼，更希
望自己早点脱单。

乡村养老院里笑声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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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头的焊“芯”人

周俊龙正借助显微镜检修机车插件板。许彬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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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
能安心燃放烟花鞭炮。”2 月 7
日，提起小区的“新风貌”，芦淞
区锦绣社区锦绣江山小区业
主 们 忍 不 住 点 赞 。原 来 除 夕
夜，该小区物业人员成立了一
支应急队，专门守护烟花鞭炮
燃放安全。

锦绣江山小区成立于 2007
年，现有住户近 2000户。

株洲江山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锦绣江山小区物业服务处负
责人王小强介绍，该小区刚成
立时，居民在春节期间燃放烟
花鞭炮很随意，无专门的燃放
场地，安全隐患突出，环境破坏
严重，垃圾清理难度大。该公司
进驻小区后，在每年春节前夕，
物业人员会向业主开展引导工
作。通过多年摸索，该小区划定
有专门的燃放场地，并积累了
一些应对突发事故的经验。今
年春节前夕，物业公司提前通
过广播、业主微信群、小区公告
栏等发布春节期间燃放烟花鞭

炮注意事项，呼吁广大业主
自觉遵守，在小区指定的

燃放点燃放烟花鞭炮。
燃放点设在小区出入口附

近的小广场。1月 31日（除夕）晚
上 11 时左右，30 多名物业人员
集合成立应急队。物业人员将
一批灭火器搬到小区出入口，
将消防水带铺设到小广场位
置，预防火灾事故发生。此外，
部分物业人员在小区内巡逻，
引导业主前往燃放点燃放烟花
鞭炮。

“业主们都很配合，没有再
为烟花鞭炮燃放问题红过脸。”
王小强称，30 多名物业人员基
本上都是本小区或附近小区居
民，都准时赶到小区参加当晚
的安全守护工作。当新年的钟
声敲响时，家家户户来到燃放
点燃放烟花鞭炮，爆竹声此起
彼伏。物业人员手持灭火器等
消防器材在一旁观望，并一边
提醒业主“安全放鞭炮，开心过
大年”。

2 月 1 日（正月初一）凌晨 2
时左右，参与安全守护工作的
物业人员才陆续离场。业主们
平安度过除夕夜，整个小区未
发生一起鞭炮伤人或火灾等安
全事故。

守护小区烟花鞭炮燃放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