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爱心午餐”
温暖环卫工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宁翔）3 月 23 日上午
12时，芦淞区建宁街道堤升街社区会
议室格外热闹。身穿橘黄色制服的环
卫工人三五成群地围坐在桌前，谈笑
间脸上洋溢出幸福的微笑。10 余名
环卫工人在这里享用了热乎乎的“爱
心午餐”，感受到来自社区以及爱心人
士的关怀与温暖。

现场，爱心人士董石云、袁建武一
边打着菜，一边不停地询问：“大姐，这
些菜够吃不？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多
打点。”这名环卫工人高兴得合不拢
嘴：“够啦，够啦！”

午餐分量特别足，香气扑鼻的大
碗酸菜鱼、热气腾腾的辣椒烧肉让环卫
工人吃得可口、舒心。环卫工人曹美英
对记者说，因负责清扫市场群一带，保
洁任务重，大家很少准时吃饭。眼下正
值疫情防控的紧要阶段，身为环卫工
人，越是特殊时期越是忙，但社区提供
的“爱心午餐”让他们心里暖暖的。

据介绍，2016年3月，堤升街社区
书记袁晓波、芦淞市场群爱心人士董石
云、袁建武共同倡议发起“环卫餐桌”，
每个月举办一次环卫工人免费吃午餐
的活动，感谢大家的辛劳付出，让文明
城市更有温度。自发起之日坚持至今，
已累计送出“爱心午餐”超过700份。

除了每个月请社区的环卫工人免
费吃顿饭，平时，董石云、袁建武还会
在夏天给环卫工人购买防暑物资，过
年过节还发慰问物资，一年下来，投入
在关爱环卫工人方面的资金过万元。

董石云说，他只是尽微薄之力，希
望带动更多的人关心环卫工人，给他们
送去温暖，爱心活动会一直坚持下去。

堤升街社区书记袁晓波说，社区
希望通过“环卫餐桌”的平台，让辖区
市场更多有爱心、又愿意献爱心的人
士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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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提醒：收发快递，这些防疫细节要注意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快递员感染新冠

肺炎引起大家对快递签收的担忧，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如何科学地在拿快递时做好
个人防护？市科协的温馨提示来了。

1.接收来自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的快递、物品时，请先戴上口罩和手套。

2. 手套可选用塑胶或一次性手套，
口罩可选用一次性医用口罩。减少直接

接触和交流。
3. 尽可能在固定地点取件，实现无

接触交接；如需当面签收，请与快递员保
持安全距离。

4. 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
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如需拿回家中，拆快递、货物前，可先
用75%的酒精或含氯消毒液等对外包装

及物品进行擦拭消毒，但要注意酒精易
燃性强，切勿进行大面积喷洒消毒。

5. 处理完邮件后及时摘下手套，认
真进行手消毒或清洗双手，更换口罩，避
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

6.快递盒及货物外包装等，丢弃前，
使用含氯消毒液喷洒消毒，并扎紧袋口
丢弃。丢弃时，请单独丢弃在垃圾袋中，

不与其他垃圾混合。
在此，也提醒快递从业人员，尽量采

用非接触方式如使用智能快件箱（信包
箱）完成邮件快件收发。工作期间全程
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戴手
套。乘坐厢式电梯时需戴口罩并注意与
他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来源：科普中国）

▶西域名邸小区党支部书记谭利平。 记者/谢嘉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沈全华 通讯员/黄铖）拍照、填
表、录入指纹信息……每个工作
日，类似的场景都在天元公安分局
雷打石派出所户籍室上演。这一
次的时间是星期天，户籍辅警从家
中赶回派出所加班搞定。

3月20日上午，一名男子带着
一名少女急匆匆地走进派出所值
班室，焦急地询问值班民警杨坚，

能不能给他女儿办理身份证，女儿
着急使用。

因当天是星期天，户籍室无人
上班，杨坚仔细询问其具体情况。
男子说，女儿成绩很不错，马上就
要参加生地会考了，他却没时间回
外地老家一趟给女儿办理身份
证。如果这次不能办证，女儿的会
考肯定受到影响，这个时间等不及
了。

群众的呼声是第一信号，值班
民警杨坚立即向上级报告。所长
张军立即安排户籍辅警刘曾赶回
派出所，为该男子的女儿办理异地
申领身份证。

“太感谢你们了，多亏你们加
班为我女儿办证，否则参加不了会
考那就麻烦了！”见事情办妥，该男
子露出舒心的笑容，带着女儿开心
地走了。

“小区有这么大的变化，多亏了支部和老谭”

西域名邸“红色管家”获好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夜幕下的天

元区西域名邸小区里，一辆私家车停在消防通道上，巡
逻至此的小区党员志愿者看到后，立即拨打车主电话，
直到车主前来将车开走，他们才离开。

这是西域名邸小区党支部成立两年来，多次自发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一个缩影。在小区居民心中，党
员志愿者就是“红色管家”“身边雷锋”。近日，我们找
到小区党支部书记谭利平，送上代表雷锋精神的鲜花。

马上要考试身份证没办好
户籍辅警星期天加班办妥

五星小区党支部
带领志愿服务队挑“担子”

下棋、看书、聊天、打乒乓球
……西域名邸小区服务站，如今成
了居民的“乐园”。“从以前的脏乱
无序，到现在的干净整洁、居民和
谐相处，有这么大的变化，多亏了
支部和老谭领导得好、干得好。”3
月21，说起小区这两年的变化，居
民许师傅难掩心中的激动。

许师傅所说的支部和老谭，正
是西域名邸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
谭利平。西域名邸小区建于2008
年5月，共有4栋住宅楼9个单元，
有住户 436 户 1200 人。长期以
来，虽然小区有物业管理，但乱停

车、乱搭盖、乱堆物品
的现象很多，小区物
业矛盾仍存在。这一切，谭
利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改变，发生在 2020 年。谭利
平带领小区党支部，凝聚“党员、业
委会、志愿者、物业”等多方力量，
全面开展小区基层党建工作。在
小区党支部的引领下，业委会联合
物业公司共解决几十起矛盾纠纷，
成立志愿者队伍，让小区环境卫
生、车辆停放、杂物乱堆乱放情
况得到有效改善。2021 年，西域
名邸党支部获评市级五星小区

党支部。
“活动室是议事场所，还可以

广泛收集居民的意见和需求。”谭
利平说，小区党支部将原有的小区
活动场地、休憩长廊等资源整合，
打造了集邻里活动、阅读、书法、棋
艺、早教、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的服务站。去年，活动室
里，新添了桌椅，添置了 700 多本
书，还有两个全新的乒乓球台。

居民“主心骨”
疫情期间不顾危险冲锋在前

如果你问小区居民谁最热心，
大家肯定说是小区党支部书记谭
利平。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就是一
位“活雷锋”。

谭利平是一名有3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退休后他积极参加党员
活动和社区服务工作，2017 年成
为白鹤社区“最美红袖章”志愿服
务队队长，虽然没有工资，还需要
牺牲许多休息时间，但他感到很快
乐。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谭利平第

一时间向社区报名，并在白鹤志愿
服务队的群里发布信息，召集志愿
者参加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通
过谭利平牵头组织的一系列服务，
大家逐渐认清了支部党员志愿者
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谭利平及党员志愿者
的想法不止于此，他们不仅要改变
小区的硬件环境，还要调解邻里纠
纷，解决老人急难愁盼的生活难

题。为此，小区党支部协助社区对
西域名邸的残疾人、独居老人、空巢
老人进行“大走访，送关怀”活动，为
行动不便的居民购买生活物资，上
门为居民进行老年认证，为小区内
的独居老人送防暑降温物资……

“能为居民服务是我们的荣
幸，居民的满意才是我们的目的。”
谭利平说，他们所做的一切，离不
开社区的支持，他们将继续做好服
务，让小区居民安心。

▲环卫工人享用“爱心午餐”。 通讯员供图

沉香是“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
一，老山檀香是檀香当中的极品，二
者在香文化以及木质类文玩市场
中，都有着超然地位。那沉香与老
山檀香有哪些不同呢？

稀缺程度不同。众所周知，沉
香的形成极为复杂，而且形成时间
非常漫长。老山檀香虽然生长也比
较漫长，但是相比沉香，产量还是比
较高的，即便是现在出产国家严格
控制出口，稀缺程度也远远没有沉
香高。即便是顶级的老山檀香，价
格也无法与沉香比肩，更不要说沉
香中顶级的奇楠品种了。

质地不同。老山檀香是檀香的
一个标准，指的是生长周期在六十
年以上，砍伐后经过二三十年安放，
木性与味道达到醇和状态的檀香。
虽然标准严苛，但老山檀香是原木，
沉香是沉香树在受伤之后形成的油
脂与木质的混合物。相比老山檀
香，沉香的油脂含量较高，其纹理也
是由木质与油脂交融产生的，它并
不是木头。

味道不同。虽然沉香与老山檀
香都属于香木，但是二者的味道有
很大差距。沉香因产区、结香原因、
结香方式不同，味道各不相同，即便

是同一品种的沉香，不同温度、湿度
下，所散发出来的味道也不同。沉
香的层次感比较丰富，有的前中后
的味道都不相同，而且味道比较内
敛，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只有近距离
才能闻到。概括来说，沉香的味道
有花香味、蜜香味、奶香味、甜味、果
仁味、青草味、凉味、药香味等诸多
种。相比沉香的内敛，老山檀香的
味道比较张扬、强烈，闻过之后非常
醒神。不过老山檀香的味道虽然比
沉香浓郁，但是没有沉香香韵的层
次感，是比较单一的奶香味。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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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故事

典故

鉴藏

印在存折里的“时代故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蓉 文/图

八座东周墓被盗，
挖掘出的千余件珍
贵文物散落海外

河南洛阳有一个享誉全世界
的村落，叫金村，当地村民曾说过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村里种地常
发现金罐子、金元宝。而它之所
以能一鸣惊人，还要从1928年说
起。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天，
金村东面的一处农田突然塌陷，
露出一个大坑，地下传来钟鼓齐
鸣的声响。当地村民闻声赶来，
发现农田下面藏着一个巨大的古
墓，这便是历史上的东周王陵。

“这回可发财了！”当地村民哪知
这是王陵，十里八村地都在传：金
村地下有龙脉，龙脉跳动了，里面
全是宝贝。

当地村民在墓里挖到什么宝
贝尚不清楚，但却招来了一批盗
墓贼，即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
美国人华尔纳等人。据说，他们
曾胁迫当地农民挖掘。从 1928
年至 1932 年，他们持枪守卫，搭
棚立灶，前后共掘开8座大墓，出
土文物上千件，其中大部分被运
往国外卖掉。

盗墓贼能如此速度知道此消
息 并 不 稀 奇 ，比 如 怀 履 光 ，从
1910年就定居在河南开封，表面
上是位传教士，实际上是皇家安
大略博物馆专职收集中国艺术品
的代理人。仅1925年，他就为该
馆寄去了 8 次货物，共计 300 多
件中国文物。

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大墓中
的文物流散于 10 多个国家的数
十个城市，仅日本人梅原末治编
成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
就收录了文物238件。

金村古墓出土的文物中，以
玉器最为出名，很多是难得一见
的孤品。古董大鳄卢芹斋为获得
古墓文物，全国各地布下大批线
人，得知金村出现古墓后，他派人
到那收集了大量古玉，并卖给了
西方收藏家。美国银行家温索浦
是卢芹斋的重要客户。温索浦虽
然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但是对
古玉有极强的敏感度，从来不会被
古董商左右，卢芹斋手中的一批金
村古玉，便成为他的囊中之物。除
此之外，卢芹斋还为收藏家弗利
尔、皮尔斯白瑞，以及大都会博物
馆提供古玉货源。有了他从中交
易，金村古玉大量流入海外。

1930 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相
关法律对文物进行保护，致使中
国古物流出数量骤减，但当时时
局尚不稳定，依然有传教士、古董
商偷偷从中获利，而东周时期的
八座天子墓，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本报综合）

“我最近又整理出一套新的收藏新宝贝了。”电话那头，老吴的声音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记者明白，他又有了
新的收藏故事。

老吴，全名吴文武，是株洲冶炼厂的一名退休职工，当了30多年的厂矿职工，也做了30多年的收藏爱好者。从
株洲米粉餐票、老船票、发票、地契……吴文武的家里满是收藏品，装载的都是满满的株洲记忆。

这次他的收藏故事则与存折有关。

同为香木，沉香与老山檀香有什么不同

▲老吴收藏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老存折。

以物易物换存折

作 为 一 名 普 通 厂 矿 职
工，上班那些年，老吴每个月
的工资还没到手就被安排得
明明白白。“上世纪九十年
代，我每个月只有 30 来块钱
的工资，其中 15 块钱买饭菜
票，留给父母 5 块钱，另外家
里零用开支 5 块钱，剩下的 5
块钱就存到银行，银行会给
我一张存折。”吴文武说。

当存折越变越厚，这意
味着老吴攒的钱也越来越
多，离自己的“小目标”也越
来越近了。“第一次存钱是为
了买一辆自行车，当时一辆
自行车要 100 多块钱，我们
家里攒了两三年才买回来一
辆。”老吴说。

攒下来的钱买了单车、
买了电视……多年下来，家
里的物品在不断增多，老吴
手里的存折也在不断更换。
也是从那时候起，吴文武开
始留心收藏起各种存折，旧
书摊、废品收购站都是他“淘
宝”的地方，有时候还和其他

热 爱 收 藏 的 朋 友“ 以 物 易
物”。

“这本儿童存折就是我
用自己的字画换来的。”老吴
拿出一本由中国农业银行湖
南省分行发放的儿童存折，
存折户主是一位“80 后”，上
面印着的图案，是当年风靡
大江南北的“爆款”动画片

《米老鼠和唐老鸭》里的主角
唐老鸭。

老吴虽不是专业的书画
名家，但通过多年自学，习得
一手好字，在朋友圈里小有
名气。“朋友知道我在收藏老
存折，就将这个儿童存折送
给我了，但又不好意思收我
钱，于是我就用自己写的字
画作为礼物与对方交换。”老
吴说，对他和他收藏圈里的
朋友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因
为对收藏有份热爱，至于用
多少钱来换藏品，不是他们
最在乎的事，“大家更喜欢收
藏的那份乐趣。”

存折里有时代故事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老
吴大大小小的各类存折已经
收 藏 了 500 多 本 。 在 他 看
来，存折里不仅有每个人为
目标奋斗的“记录”，还承载
着不同时代的烙印。

有的存折是储粮存折。
“上世纪70年代，政府给居民
发放储粮存折，一方面是鼓
励居民节约粮食，另一方面
是预防万一发生什么事，还
有点粮食备在这里。”老吴介
绍，这种存折同银行存折相
似，持证人对粮票的存取是
自由的，但和银行存款不同
的是，“粮票储蓄是没有‘利
息’的。”

有的存折则留下了特殊
年代的印记。“比如说上个世
纪六、七十年代，所有存折上
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图案设
计也都是工农兵的符号。”老
吴表示，随着时代变迁和进
步，存折的图案、颜色变得越
来越丰富，存折纸质也越来
越好，字体由繁入简，种类也
变得更多样化。

“早段时间我收到了一
本阅读存折，上面记录着阅
读书本的数量。”老吴说，现
在生活越来越追求便利，纸
质存折已少见，若干年后，这
些纸质存折或许也将成为历
史本身。

▲老吴收藏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儿童存折。

▲老吴收藏的阅读存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