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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廖明 王娜 实习生/张佩瑶）
算准了大雪要来，没想到是一
场特大暴雪。昨天，市气象台
给这场降雪下了一个定义——
这是2008年以来，株洲下的最
大的一场雪。

受强冷空气影响，2 月 21
日至 23 日凌晨，全市出现了一
次低温雨雪天气过程。21日以
小雨（雪）为主，22 日凌晨 2 时
从市区开始转纯雪。23日凌晨
2时左右，全市降雪基本停止。

本次低温雨雪天气过程的
最强雨雪时段为22日下午至上
半夜。22日凌晨2时至23日上
午8时，市区降雪量为36毫米，
最大雪深 18 厘米，达到特大暴
雪量级；醴陵的降雪量为 25.7
毫米，最大雪深 4 厘米，为大雪
量级；攸县、茶陵降雪量分别为
4.2 毫米、3.8 毫米，为中雪；炎
陵降雪量2.1毫米，为小雪。

市气象台台长曾欣介绍，
此次天气过程影响了全省多个
地区，21日至23日全省有11个
县市区出现暴雪，16 个县市区
出现大暴雪，11 个县市区出现
特大暴雪。其中洞口、武冈、洪
江、邵阳市区、邵阳县、隆回的
积雪深度突破历史极值，全省
最大积雪深度达到 30 厘米（邵
阳）。

一场特大暴雪过后，持续
阴冷的天气将暂时告一段落，
久违的晴好天气将从24日开始
回归。

据最新的天气预报，23 日
夜间，全市多云，气温-2℃至
3℃，低洼积雪地段有道路结冰
现象，23 日夜间至 24 日早上，
全市有大雾。24日至28日，晴
天，清晨有雾，气温回升，最高
气温将由 24 日的 9℃，一路攀
升至28日的20℃。

雪过天晴，清晨有雾，下周最高气温将升至20℃

这是2008年以来株洲最大的一场雪

延伸阅读

这次降雪量达 36 毫米，积雪
量18厘米。而去年12月底那场降
雪量只有 13 毫米的雪，积雪量却
与本次接近，达到了 17 厘米。这
是为何？

曾欣说，与上一次的降雪不
同，这一次的雪，颇有些“天时地
利”的味道——单刀直入且迅速的
冷空气和暖湿气流配合得当，符合
雨夹雪或雪的气象条件，雪花也就
纷纷而至。

这样的“完美配合”，也让雪花
中的水汽多了起来。曾欣说，22

日的这场降雪，雪本身偏湿，水分
比较大，再加上雪是下在 22 日白
天，市区近地面的气温都在冰点以
上，雪落到地面，虽然形成了积雪，
但随着第二天温度的升高，雪很快
就融化了。

而上场雪并不是下几天雨之
后转雪，而是阴转雪，再加上正值
最冷的“三九”期间，带来丰富水汽
的暖湿气流少，使得雪花的湿度
小，所形成的干雪，落到地面就堆
积起来，更容易形成积雪。

株洲2月下雪很常见，3月都曾有雪

2008年以来，市区共下了53场
雪。当年2月2日，市区的积雪量也
达到18厘米，降雪量却低于本次。

2 月下雪，很多人觉得奇怪，
眼看着都到了“八九”了，怎么还会
下雪？曾欣给出了答案。她说，按
照往年，株洲的终雪日是 2 月 26

日，这也就印证了，株洲 2 月下雪
其实很常见。

同时，从近14年的降雪情况来
看，2月都会下几场雪。最多的是
2008年，有5场，2014年的2月下了3
场。在有降雪的年份中，最晚的一
场雪，是在1976年3月19日。

本次的雪偏湿，积雪量与上场雪接近

▲神农城银装素裹。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摄

当天上午9时许，天元区中建
御山和苑农贸市场一片忙碌景
象，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蔬菜、肉
类。“和平时的蔬菜价格差不多，
品种也比较齐全。”正在挑选青菜
的一位市民说。

摊主李女士告诉记者，几天前
他们就接到降雪提示，因此提早做

好了准备，“现在供应很充足，价格
也保持稳定。”

记者随后走访了步步高超市
汇金店、天虹超市、天元超市等多
家大型商超，现场各色蔬菜备货
充足，品类多样，现场挑选菜品的
顾客络绎不绝。

株百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类蔬菜水果都是由公司统一调
配，目前采购人员已常驻蔬果集
采地，随时配送，保证货源充足。

此外，沃尔玛、华润万家、家
乐福、奇迹超市等大型商超、社区
超市均正常营业，全力保障市场
正常运行，满足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中居民的消费需求。

特大暴雪没有影响餐桌

市场供应充足 菜价保持平稳

记者在步步高超市、天虹超
市看到，蔬菜价格与前几日相比
基本持平，市场上有许多平价菜
品。例如，白菜苔 6.78 元/公斤、
油麦菜3.98 元/公斤、上海青5.98
元/公斤、白萝卜1.98元/公斤等。

肉类价格有所下跌。记者在
步步高超市内看到，五花肉 23.8
元/公斤、鲜猪前腿肉 15.8 元/公
斤、汤骨 21.8 元/公斤，较春节期
间价格进一步下降。

市商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雨雪冰冻天气发生后，该局对市
场上的粮、油、肉、蛋、菜、奶等生
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价格波动
及库存储备情况进行市场监测和
分析研判，有效保障重要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

菜价未受天气影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通讯员/谭茜君）一场特大暴雪让城市银装素裹，城区内蔬菜、肉类
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是否有保障？2月23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农贸市场和大型商超发现，市场上物资供应
充足，菜品价格基本保持平稳。

农贸市场、商超备货充足

热血战

700余名城管彻夜除雪

2月22日下午，市城管局发布“召
集令”，一支700 余人的应急队伍迅速
组建到位。大家挥起铲子并肩作战，
人工清除道路积雪。从夜晚持续到次
日清晨的铲雪除冰攻坚战，有力保障
了早高峰期间，城区各跨江桥梁、主干
道交通安全畅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通讯员/邓敏敏 颜淑婷 宋飘）

民辅警客串“清道夫”

由于路面积雪迅速结冰，一些车
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打滑抛锚等现
象，公安民辅警值守在通行困难路段，
化身“推车侠”将一辆辆打滑车辆推出
脱困。巡逻执勤途中遇到积雪、树枝
等路障，民辅警客串“清道夫”迅速处
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株洲辖区各
条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已解除对“两
客一危”车辆交通管制，城乡其他道路
的通行秩序已恢复。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阎俊 罗信晗 管丽）

“网格蓝”筑起温暖防线

在社区广场、在人行道上、在居民
区出入口，到处都活跃着网格员的身
影。一件件蓝马甲带动群众的参与热
情，市民们都自觉拿起了工具，加入清
理积雪的队伍。其中，芦淞区长塘湾
老党员黄为国不畏严寒和风雪，带领
支部党员在无人管理的小区铲雪，他
们手拿铁锹、扫帚，将冰冷的积雪清理
干净，留下整洁的道路温暖人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民兵、预征青年冲锋在前

“接上级紧急通知，我部担负枫溪
大桥扫雪除冰任务，人员于 5 时 30 分
到人武部集合，请及时赶到。”2 月 23
日凌晨2点多，芦淞区人武部全体人员
都接到了来自值班员的紧急电话。根
据上级指示，芦淞区人武部积极动员
在位人员、民兵和预征青年投入扫雪
除冰行动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杨军 谭川）

青年志愿者“青”扫进行时

石峰区团委积极动员辖区青年干
部和志愿者在各自的单位周边开展扫
雪除冰行动。青年志愿者积极响应号
召，纷纷争当“排头兵”，开展“青”扫行
动，以实际行动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彰
显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
彭彦琳）

短评 舆论中蕴含着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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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

杨某侠即小花梅 县委书记被撤职
2022年1月27日，一则江苏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视频在网
络流传。20多天以来，这一侵害
妇女和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
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 23
日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
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对女子身份
认定等情况作出说明，认定“丰县
生育八孩女子”为云南省福贡县
亚谷村人小花梅，于1977年5月
13日出生；对17人进行问责，给
予丰县县委书记娄海撤销党内
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丰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
去县长职务。

调查组表示，将深刻吸取教
训，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
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妇女
儿童等权益问题，严厉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

从 1998 年 现 身 董 集 村 到
2022 年 1 月事件曝光，历经 24
年，小花梅的悲剧为何没有被及
时发现、制止？

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 2 月 1
日赶赴丰县，指导县纪委监委调
查 ，问 询 160 多 人 次 ，收 集 的
1998 年以来的相关材料达一米
多高。记者通过走访群众、民警、
纪委等了解到，在这一事件中，
县、镇、村三级多人失职失责。

——严重违规，“结婚登记”
造假

2000年，先是董集村村委会
会计邵某征明知小花梅非本村村
民、身份不明，违规出具婚姻状况
证明。随后，时任欢口镇民政助
理于法贞未按婚姻登记相关规定
要求双方婚检，在女方户口证明、
身份证缺失的情况下，违规办理
婚姻登记，并将结婚日期登记为
1998年8月2日。

——弄虚作假，“计生管理”
失控

1999 年小花梅生下大儿子
后，采取了节育措施，2010 年节
育措施失效。2011 年生育次子
后，董某民以照料孩子为由拒绝
本人采取绝育措施。在其生育第
三子后，欢口镇为规避上级督查，
在两人均未结扎的情况下参照已
结扎管理，致使超生管理失控。

——没有“进村入户”，特殊
群体排查“空转”

2017 年，丰县综治办对易肇
事肇祸精神病患部署开展排查，要
求相关职能部门“逐门逐户”了解，
每季度动态监测并上报。但欢口
镇综治办负责人、派出所所长等疏
于职守，未能及时发现小花梅被铁
链锁、未得到治疗救助等问题。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
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
和纠正。”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
沉重地对记者说。

事发后，丰县第一份通报草率
发布“不存在拐卖行为”，引发舆情
持续发酵，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2 月 23 日，江苏省委省政府
调查组通报，经纪检监察机关审
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
作出深刻检讨，对 17 名有关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
为作出处理。因在精神障碍患者
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
中失职失责，给予县委书记娄海
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
予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
令辞去县长职务。徐州市妇联党
组成员、副主席高伟，欢口镇党委
书记徐善修，欢口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邵红振等3人被纪检监察机
关采取留置措施。

悲剧为何未被制止？
县镇村三级多人失职失责

1 月 30 日晚，记者在丰县一家医
院见到了小花梅及其大儿子。只要大
儿子一离开病房，她就情绪激动，立刻
从病床坐起。

1999年7月，小花梅为董某民生下
大儿子，2011年至2020年间又生下7
个孩子。董某民称，大儿子是接生婆接
生的，老二、老三在镇卫生院出生，其余
的孩子都在家中分娩，多是他剪脐带。

一直在医院陪护母亲的大儿子告
诉记者，记忆中，妈妈一直有病，但过
去症状较轻，小时候还接送自己上下
学。最近两年，妈妈病情加重。董集
村一位邻居受访时说，去年10月还看
到小花梅披着被子走来走去。

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
勘验检验、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
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
某民在小花梅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
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
虐待行为。

2 月 22 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
罪嫌疑人董某民，以涉嫌虐待罪依法
批准逮捕。

8 名子女都是董某民和小花梅生
的吗？徐州市公安机关将 8 名子女与
小花梅、董某民进行 DNA 检验比对，
得出结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
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
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
一致。2 月 20 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
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八孩女子”身份确认后，警方又
顺藤摸瓜，找到将其带出云南的桑某
妞。2000年12月，桑某妞与其丈夫时
某忠曾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警方介
绍，桑某妞将小花梅带到江苏后，卖给
了东海县的徐某东。小花梅在徐某东
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不知去向。

2 月 22 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
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
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对犯罪嫌疑人
徐某东，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离开东海县后，小花梅出现在丰
县欢口镇董集村。24 年前，从东海县
到丰县 200 多公里这段路程，她是怎
么过来的？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
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
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
交代，小花梅是 1998 年 6 月其父亲董
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
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
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
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
人）。据 4 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
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
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
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
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
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
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在社会高度关注下，“丰县生育
八孩女子”事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
下。小花梅的遭遇让人倍感痛惜，
事件牵涉的违法犯罪让人无比愤
慨，事件背后基层治理更值得认真
检讨反思。

人民群众的义愤填膺，体现的是
社会的良知。这个事件反映出，一些

基层干部在治理地方时，脱离群众、
法治落伍、德治缺位，以致于在处理
问题上，既不尊重民意，也不正视问
题，一旦出现负面舆情，就总想着靠

“捂盖子”来解决。
奔涌的舆论中蕴含着的强大正

能量。“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曝光后，
小花梅的遭遇刺痛了广大网友神

经。在真相到来前，网友不断提出疑
点，剖根问底，反复诘问……这种关
切逐渐形成强大的鞭策力量，倒逼相
关部门调查、调查再调查，才让事件
没有偃旗息鼓，让真相愈发清晰坚
实。可以说，网友的这种关切和激
情，正是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前行的源
源动力。

时间不是免罪金牌，遮掩更不是
脱责锦囊。这次事件再次证明，领导
干部应多持敬畏之心，舆论监督是依
法行政可信赖的同盟力量。

最后，我们相信，通报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依法严厉打拐绝不会在小
花梅这里止步。

（肖星平）

背后真相

“八孩女子”经历了什么？
发病时惨遭丈夫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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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