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吴楚 通讯员/朱建轩）又一“株洲
方案”引起省内关注。日前，湖南
省住建厅向全省各市州住建局下
发《关于株洲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增值收益用途试点改革情况的通
报》（下称《通报》），要求各地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学习、借
鉴“株洲方案”。

2021 年，株洲成为全省唯一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增值收益用途
试点改革试点城市后，以电梯维修
保险为突破口，在全省首次实现了
使用维修资金增值收益购买电梯
保险，并成功在503台电梯进行了
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报》指出，株洲市在缺乏上
位法支撑的情况下，围绕“死钱变
活、活钱用好”的思路，坚持摸着石
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通
过建立统筹账户、优化操作流程、
提高增值收益、引入保险机制等手
段，破解了“钱不能用、钱不好用、
钱从哪来、把钱用好”这四大难题。

电梯故障已然成为当前小区
生活最为多发且头疼的问题，而维
修资金使用难则是长达十余年的

“老调重弹”。在株洲，过去两年
12345 热线电梯故障投诉成倍数
增长，而维修资金使用率在 2020
年仅为0.6%。

《通报》指出，通过试点引入电

梯维修保险机制后，试点小区的所
有电梯故障全部在30分钟以内响
应，重大故障维修答复不超过 24
小时。试点电梯的维保时长保证
在 40 分钟至 70 分钟，钢丝绳、抱
闸等非易损件进行全面更换，“陈
年顽疾”断根。

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试点小
区迄今为止，没有一起因电梯故障
申请使用维修资金，没有一起因为
电梯故障引发的市民投诉。

“株洲市的探索，为全省维修
资金增值收益用途试点改革提供
了‘株洲方案’。”《通报》明确全省
各地都要认真学习“株洲经验”。

电梯保险“株洲方案”获全省推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老年朋友要注
意了，2 月 23 日，记者从市老龄委获
悉，从3月1日起，我市停止办理《老年
人优待证》业务，并以居民身份证替代

《老年人优待证》。已经办理《老年人
优待证》的，与居民身份证同等享受相
关优待。

“老年人以居民身份证替代老年
证享受社会服务优待，是我市推出的
一项便民举措。”市老龄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过去，老年证在一定程度上为老
年人的出行游玩提供了便利，他们在
享受优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与温暖。但与老年证相比，身份
证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便利性，它打
破了地域限制，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得到使用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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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起我市停办老年证

老人可凭身份证享受
相关优待

市二中附三（南洲）小
学今秋纳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张仪）2月17日，记者
走进株洲市二中附属第三（南洲）小学
建设现场，两栋教学楼、宿舍楼及体育
馆已经完工，内部装修装饰也已完成。

教学楼主楼以白色为底，黄色及
深褐色为辅，窗户利用上下错位的手
法，呈现小学校园活泼的韵律感。鲜
艳的跑道、翠绿的草坪与教学楼相互
映衬，宽敞明亮的食堂、充满自然光线
的阶梯开放式阅览区令人心旷神怡。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设备采购工
作，包括教学仪器设备、课桌椅，预计
3月底相关设备仪器可大面积进场安
装，6 月初可以达到交付使用条件。”
项目负责人城发湘渌公司副总经理刘
晋介绍。

株洲市二中附属第三（南洲）小学
位于渌口区南洲生态新城核心板块。
目前正在建设的小学部，共规划42个
班级，提供 1890 个学位，未来还将设
置初中部、高中部、国际部。“根据我区
教育振兴行动方案的整体部署和区委
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学校今年秋季
可如期开学。”渌口区教育局副局长彭
中辉介绍。

▲株洲二中附三（南洲）小学基本完工。
通讯员 供图

新华桥下月中旬架梁
力争6月底达到通车条件

▲新华桥2号桥墩施工现场。 通讯员/夏四亮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夏四亮）新华桥拆除重建工程一直是备受市民关注的建设项
目，目前进展情况如何？2月23日，记者深入项目建设现场了解到，正月初七全面复工后，项目正全力向前推
进，3月中旬将开始东跨的架梁施工，力争6月底达到通车条件。

东跨桥面3月中旬开始架梁作业

23 日下午，雪霁初晴，沪昆、
京广以及长株潭城际铁路线的股
道里，还有积雪尚未消融，桥东头
的3号桥台施工面上，工人们正在
埋头捆扎和焊接钢筋。

中铁二十五局三公司新华桥
拆除重建工程项目总工程师王春
勇介绍，自去年底项目全面进入重
建阶段以来，3 号桥台进度最快，

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进入承台部
分建设阶段，预计整个桥台将在3
月上旬完全成型。

从 3 号桥台向西望去，是 2 号
桥墩、1 号桥墩以及 0 号桥台。2
号桥墩已经完成地下的桩基础工
程，正在进行墩身施工，0 号桥台
的14孔桩基开挖同步进行。

因为是临近铁路线作业，大型

设备无法进场，深至地下 18 米的
桩基开孔作业，完全依靠人工。“每
天的进度也就是1米多，昨天下那
么大的雪，工人们都没有停，已有
2个成孔。”王春勇说。

根据目前的施工进度，2 号桥
墩将和 3 号桥台一起，在 3 月上旬
浇筑成型，新华桥的东跨桥面，因
此可以在3月中旬开始架梁作业。

受春运等因素影响，施工天窗点难调

制约整个项目进度的，是位于
普速场行车股道间的1号桥墩。

王春勇介绍，1 号桥墩离两侧
的行车股道仅有2米多一点，作业
面异常狭窄。考虑到施工安全以
及铁路行车安全，1 号墩施工时，
原本以 120 多公里时速行驶的列
车，必须降速缓行通过。如此一
来，将对京广、沪昆线的列车开行
造成系列影响。

“今年的春运更忙，京广和沪
昆线上还加开了部分列车，铁路部
门调不出施工天窗点，我们就没办
法作业。”王春勇介绍，受 2022 年
春运及其他因素掣肘，自 2021 年
12 月 21 日梁体拆除完成后，至今
年的 2 月 21 日才给出第一个施工
天窗点，中间整整空了 61 天。新
华桥1号桥墩的施工，在2月21日
才得以进场。

对于新华桥整桥达到通车条
件的时间节点，王春勇其实并不想
细说。

“这个春节，我只在家住了 4
天，正月初四就从河北张家口的老
家回到了工地上，我们比株洲的广
大市民更着急！”王春勇说，他们在
做最大的努力将进度往前赶，在各
方紧密协同配合的情况下，力争6
月底让新华桥达到通车条件。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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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史公位于天元区珠江丽园的家中，
整整两面墙的书柜里，军事类书籍占了七八
成。而众多藏书中，史公最喜爱、最重视的，
是《孙子兵法》，至今已经收集了150余个不
同语种、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书中6000
字左右的正文内容，更是倒背如流。

这些《孙子兵法》，有些是从书店买回
来的，有些是从旧书市场淘回来的，有些
是朋友赠送的，还有一些是定居美国的女
儿寄回来的。“国外也在研究《孙子兵法》，
并且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充分说明《孙子
兵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史公说。2019
年去美国探亲，因为疫情的缘故滞留了一
段时间，于是他天天窝在家里写《孙子兵

法》的研究心得，不知不觉写满了两大本
笔记本。去年5月回国时，除了这两本笔
记本，他什么都没带回来。

因为爱书，史公出门在外，每到一地，
必定先去当地的书店。上世纪九十年代，
他到北京出差，在位于西单的中国书店社
科柜无意中发现了一套外文版本的《孙子
兵法》。“一共三本，一本阿拉伯文，一本日
文，还有一本英文，放在书柜最下排的角
落里。”他赶紧叫来营业员，询问是否还有
其他版本，结果营业员告知：这书没什么
人买，总共就这几本。买回来后，他将这
三本书用塑料薄膜仔细封在了一起，成了
最有分量的藏书之一。

收藏达人

书房如同“作战室”
株洲一市民藏“兵书”逾5000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赖杰琦

被戏称为“作战室”的书房里，灯光略显昏暗，史建国沉思片刻后，开始奋笔疾书。
他正在补充、完善自己那本已经写有十余万字《孙子兵法》研究心得的手稿，并计划在建
军百年之时集结成书。

史建国，人称史公，因家中藏有5000
余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名将传记等军
事类书籍，而在株洲收藏界独树一帜。与
收藏结缘，则要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史公出生于 1960 年，父亲史林祥是
一名抗战老兵，受其影响，史公从小就爱
听各种打仗的故事，下乡时还写过几篇军
事读后感。可囿于囊中羞涩，看到喜欢的
军事书籍，他只能在新华书店里多翻看几
遍或是拿笔抄录在本子上。1979 年招工
进入冶炼厂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刚到手还
没捂热，他就直奔新华书店，喜滋滋地将
几本心仪已久的书买了回来，并给自己定
下一个规矩：今后每月收入的70%用来买

书，剩余的才用于日常生活。
因为买书，史公也闹过一些笑话。那

是婚后不久，有一天妻子准备做饭时发现
家中米缸里的米不够了，于是给他5元钱，
让他赶紧到楼下的粮店里买点米回来，临
出门前还特意叮嘱他：“动作快点，等米下
锅！”下楼后，他顺脚拐进了边上的书店，
随手翻阅书架上的书籍时，突然发现了一
本找了很久的《孙子兵法》。翻看了几页
后，他从裤兜里掏出5元钱递给老板，开心
地拿着书回家了。进门后，面对妻子的疑
问，他尴尬地挠着头回答：“钱买了书，忘
记买米了。”

痴迷军事书籍
每月收入七成用来买书

对军事的热爱，让史公的研究颇为深
入。1986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二本书稿
——《论中国未来军事战略》，并将书籍手
稿寄给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校长张震，希望得到他的雅正。没想到，
1986年1月28日，张震将军回了信，并肯
定了他通过自学取得的一些军事理论研
究成果，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这封信
给了他巨大的力量。

后来，史公多次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并受到程明群少将等人的接

待。而在学校图书馆学习的日子里，他为
了节省时间，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
闭馆才离开。在这里，他不但看到了很多
平时看不到的军事书籍，更开阔了自己的
视野，坚定了自己继续开展军事学习、研
究的信心。

如今，史公除了一日三餐，其余大多时
间都用来编著书籍，“想把自己研究了几十
年的《孙子兵法》的心得写下来，也算是给
自己的一个总结吧。”

收藏《孙子兵法》
各类语种、版本已有150余个

业余研究成果
收到张震上将亲笔回信

▲“军迷”史建国，收藏有各类军事书籍逾5000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赖杰琦 摄

2011年，日本一个名叫内
藤富卿的人说服旅日华人丁
如霞，将自己祖上的文物拿出
来展览。丁如霞经不起对方
的百般恳求，便答应无偿出借
至日本展览。但在展览结束
的 3 周后，内藤竟将其遗失在
厕所，“国宝”从此莫知所终。

丁如霞手中的这件国宝
级文物是《西泠八家印存》，来
自她的祖上丁仁。丁仁，字辅
之，1879 年出生于浙江杭县，
书法家，篆刻家，西泠印社创
社四英之一。丁仁的祖上收
集了一大批珍贵的古籍，其中
还有无数名人的印章。抗日
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中华书局
工作的丁仁听到日军即将入
杭的消息，急令次子政平连夜
赶回杭州老家，从丁家老宅的
藏书楼“八千卷楼”中抢救出
了最珍贵的“西泠八家”（西泠
八家，清代以杭州为中心的篆
刻流派，以丁敬、蒋仁、黄易、
奚冈等为代表人物）印章五百
余方。此后，“八千卷楼”被日
军焚烧而尽。

丁仁悲愤之极，产生了制
作印存以传世的想法。他把
儿子抢救出的西泠八家印章
集合起来，全部拓印到了一张
册子上，一共有五百枚之多，
并用蝇头小楷共 9294 字记述
了每方印章的详细来历、篆刻
家的生平和艺术成就等等。
封面是书画收藏大家葛昌楹
题写的书签，扉页是著名书画
家高时显的书序，最后附有丁
仁本人用商卜文写的跋和译
文，仅是 3 位名家的手稿真迹
汇于一书就价值无比。

1938年，作为西泠印学的
最后记录，《西泠八家印存》孤
本传世。2003 年，在西泠印
社创立100 周年之际，丁仁的
孙女、旅日华人丁如霞整理遗
物时发现了这本珍贵的印学
宝典，它也因此得以重现人
世。

内藤富卿不知从何处打
听到丁如霞手中有这样一个

国宝文物，便多次恳求，终于
在征得同意后将文物迁往日
本参展。展览结束后，内藤富
卿迟迟不肯归还这一文物。
经过再三催促，他答应带给丁
如霞，但并未出现，并说物品
丢了。

据内藤富卿称，他当天把
印存和印章放在纸袋里带去
上课。下课后，他带着纸袋进
了教室旁边的厕所，把纸袋放
在便池上面的架子上。用完
厕所后匆匆离去，走到车站要
给丁如霞打电话时发现手上
没拿纸袋，赶回酒店厕所，放
着的纸袋不见踪影了。内藤
随后到车站前的警察所做了
失物申报。

丁如霞提出在所借物品
归还前须要有抵押物，内藤先
是拿出其他人的印刷品印谱
做抵押品，后提出以赔偿 200
万日元了结此事。丁如霞感
觉内藤没有诚意解决此事，遂
向法庭提出起诉。东京地方
裁判所也怀疑内藤有吞没物
品的嫌疑，要求他在指定时间
归还孤本原稿，但内藤即使接
到了法院的通知书也拒不到
场。

2012年底，东京地裁一审
判定内藤富卿应归还“印存”
原稿和印章，丁如霞胜诉。法
院对内藤家中和其事务室都
进行了强制调查，没有发现书
遗失物的踪影。丁如霞只得
第二次提出起诉，请求赔偿。
在评估了《西泠八家印存》和
丁敬刻两面印的艺术价值和
历史价值后，原告方诉状请求
3000万日元（约180万元人民
币）的损害赔偿。

对此，内藤富卿向浦和警
察所提出“告诉状”，申报2011
年 9 月 10 日丢失了价值 200
万日元这么两件的物品，要求
警方调查追寻犯人。至此，这
一中国“国宝丢失事件”仍迷
雾重重，文物如何丢失成了未
解之谜，或许真相只有内藤富
卿才清楚。 （本报综合）

竹子类的文玩，随着把玩时
间的增加，色泽也变得晶莹透
亮，而且年代越是久远，颜色越
是深沉。具体应该如何盘玩呢？

前期以棉布手套加油盘
玩，然后搁置回存放的地方就
行。需要注意的是，存放的地
方最好光线明亮，如果能透过
玻璃晒到太阳是最好的，而放
在阴暗的地方则不容易出现
红润。盘玩时，忌用汗手或者

脏手，否则竹子会变成暗红
色，十分难看。只有用干净的
双手的温度，才能让竹子自然
变成枣红色。

竹子不是金刚，不用无时
无刻把玩。盘玩时可以拿块
布，倒一些油在布上，玩至竹
子吸收全部油分后，即可放置
在太阳下，这样盘玩出来的竹
子又红又亮，十分好看。

（本报综合）

文玩 如何盘玩竹子类文玩

典故 中国国宝借展日本蹊跷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