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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近日，市民田先生向12345政
务便民服务热线投诉，渌口区南洲镇泗马村一露天原料池存储的化学试
剂发生泄漏，给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困扰，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化解隐患。

田先生表示，原料池位于入村道路一侧，附近居住有三户村民，家家
打有深水井。原料池的试剂发生泄露后，他担心水源被污染，这才向
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情况。

4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泗马村坪上组。原料池四周建有围墙和铁
门，记者无法进入墙内查明真相。据村干部宋某介绍，原料池始建于
2002年，由该村一位张姓村民负责运营，池中平日存储有消毒液、洗洁
精、硫酸等化学试剂，前几日因阀门坏死，池中试剂发生泄漏。目前，原
料池的阀门已完成维修并及时止漏。

4月8日下午，市生态环境局渌口分局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并在池中
发现不明液体，经检测池中液体含有酸性和重金属物质。

在现场，执法人员对原料池试剂进行取样，检测结果将于下周公布。

渌口一原料池化学试剂泄漏
存有消毒液、硫酸等产品，有关部门已现场取样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市生态环境局渌口分局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杨洋）“师傅，再坚持
下，马上救你上岸……”日前，攸县网岭镇兴和村附近路段，一辆载有挖
掘机的货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应急、医
护组成救援队赶赴现场施救。

当天下午5时许，救援人员看见，一辆载有挖掘机的货车横在河道
中，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死死卡在方向盘下，动弹不
得。好在河水较浅，没有没过车顶，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驾驶员出
现脱水症状，情况危急。

几名消防员顺着水沟斜坡跳入水中，游到货车驾驶室门边，由于挖
掘机重量过大，破拆工作进度缓慢，消防员只能一边安抚司机情绪，一
边利用工具扩大变形驾驶室的空间。

随后，吊车赶到事故现场，将挖掘机从事故货车上吊离，救援小组
争分夺秒地营救被困司机。

救援过程中还发生暖心一幕。被困司机因体力不支多次想伏着休
息，但因下半身无法动弹，他不得不强忍着痛苦。“来！靠着我的手臂休
息。”一位消防员默默蹲下身，将自己的一只手臂枕在被困司机头下，让
其休息恢复体力。

经过半小时紧张救援，被困司机终于脱险，并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目前，司机身体状况平稳。

货车失控冲进河道
被困司机成功脱险

▲消防员营救被困司机。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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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周叔叔，我可能就辍学了”

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周浬突发心梗去世

离世前一天 他还在转发捐款信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4 月 10 日，周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12 天了。
周浬是谁？他是一名热心的株洲市民，一名平凡
而忙碌的志愿者。

“我没想到他这么喜欢做志愿者，还资助了两个
孩子。”周浬的妻子王娟说。周浬离世后，王娟收到了
不少陌生人的安慰，有丈夫的朋友、帮助过的人以及
许多听说他的事迹后惋惜不已的人。

“再也无法看到笑得这么开心的周浬了”

周浬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内容都与
“爱”有关，离世前一天，他还转发了一则为困
难志愿者捐款的信息，并附言“希望大家奉献
一份爱心”。

周浬生前是湖南国信建设集团桥梁项目
部安全员，曾在炎陵参与乡村公路工程两年，
助力乡村振兴。在同事眼中，周浬是个踏实、
讲义气的人。去年8月发现心衰，在病床上，
周浬一边输液，一边远程安排工地安全工作。

提到丈夫，妻子王娟顿时哭红了眼眶：
“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了，多注意休息，他总是
笑着说‘没事没事’。”如今，没有正式工作的
王娟，要挑起照顾4个老人、2个孩子的重担。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从未谋面的人给我

安慰。”王娟说，丈夫去世后，她才知道这个城
市，原来有这么多默默无闻的志愿者。

汤灿恒，是周浬资助的学生之一，今年
准备考研。汤灿恒小时候家庭困难，周浬从
她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资助至初中毕业。
如今，汤灿恒已经记不清每年具体的资助
金，但她知道，“如果不是周叔叔，我可能就
辍学了。”

得知周浬去世，汤灿恒给王娟发了一条长
长的信息。里面写道：周叔叔是一个非常有善
心的人，却逃不过病魔的折磨，这么善良的人
却没有好运，真的让我们痛心；只愿天堂没有
痛疾，叔叔一路走好……

因突发心肌梗塞，周浬的生命定格在 43
岁。

“他很热情，总是随叫随到，都没听他说
过累。”得知周浬离世，不少株洲晚报志愿者
联合会的成员都在微信群回忆着。一张张照
片，一段段文字，“拼凑”出他平凡生活的点点
滴滴。大家留言，祝愿他一路走好。

志愿者文兵说，从2016年至2019年的湘
江毅行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中，都能看到周
浬，高高大大的，架着一副眼镜，在人群中忙
来忙去。那几年，周浬都在补给组，从活动前
的准备到结束，他都认真负责、任劳任怨，还
要自掏油费，抬着成箱的水、物料在四个地点
往返。

文兵说，周浬有两个孩子，大的14岁、小

的9岁，都参加过湘江毅行，得知噩耗，他有点
无法接受。

志愿者刘小玲说，周浬参加萤火虫助学
活动多年，2017 年还同去攸县给寒门学子送
学费。每当提到儿女们，慈爱就会写在周浬
的脸上。刘小玲找出了当年助学活动的合照
发在群里。“再也无法看到笑得这么开心的周
浬了。”她惋惜地说。

周浬的认真、踏实，给很多志愿者都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周浬 2009 年加入株洲晚报
志愿者联合会，曾去茶陵、炎陵、株洲县（现
渌口区）等地走访贫困学生，并资助了两名学
子；多次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为炎陵贫困学生
家庭义卖黄桃……”一位志愿者说。

▲周浬生前照片。受访者供图

A07

2
0
2
2

年0
4

月1
1

日

星
期
一

责
编
：
李
曙
光

美
编
：
刘
昭
彤

校
对
：
曹
韵
红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乡
村

在程莲球的带动下，附近大冲村、白马村、九塘村、九郎山村等不少
村民也开始纷纷种植柚子树。经过仔细调研，石峰区把柚子产业纳入重
点扶持对象，并注册了“九郎福柚”商标。

如何对柚子树进行土肥水管理？怎样定型修剪？详细了解了种植
大户在生产作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后，石峰区农业农村局先后邀请全
国政企社共建模式创始人叶伟军、省农科学院柑橘专家李先信教授等到
种植基地进行现场考察并给予具体指导，为“九郎福柚”品牌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

村民程树联就是近两年发展起来的种植大户之一，现在他已经有了
800多棵柚子树，去年采摘量达4000多斤。

柚子树一般两年开花，三年挂果，四年可以见效益。“等再过几年，这
片柚子山就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程树联满怀憧憬地说。

石峰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石峰区绿心片区附近成
规模种植“九郎福柚”的村民已经有40多户，更多的村民则利用房前屋
后种植发展“庭院经济”，通过对区域品牌进行打造，“九郎福柚”现在已
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品牌，远销北京、广州等地。

在扩大种植面积基础上，石峰区还充分结合长株潭绿心的生态地理
环境优势，结合秋瑾故居等特色，促进“九郎福柚”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
合，推动休闲娱乐、餐饮民宿等全领域联动发展。

塑造农业品牌特色，变“卖柚”为“卖游”，进一步催生新的产业形态
和消费业态，一条宽广的乡村振兴大道，石峰区正大步向前。

②②

她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坐着缆车巡视果园

带动40余户村民种植，“九郎福柚”成致富“黄金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谭琳 谭洪汀

4 月 8 日，石峰区大冲村一处山坡上，柚子花全面绽放，芳香四
溢。剪枝、松土、施肥、浇水……每天忙碌过后，村民程莲球最喜欢做
的事情是坐着缆车，巡视一遍自家的果园。

“等到成熟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金黄色的柚子，比现在更好看。”
向记者描述起去年秋天的丰收，程莲球眉眼中藏不住笑意。

小柚子产生大效益

程莲球早年在自家山上种过柑橘等水果，因效益欠佳，一直不成规
模，改种柚子，缘于偶然。

“2012年，邵阳新宁的一个朋友邀请我们过去玩，回来的时候，赠送
了我们几棵柚子树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程莲球将树苗种在了自家山
上。

“果肉饱满、甜脆多汁，比市场上常见的柚子好吃多了。”几年后，柚
子挂果，让程莲球喜出望外。恰逢石峰区推动长株潭绿心地区工业企业
退出，鼓励村民发展生态农业，程莲球与丈夫吴宗明一合计，决定积极响
应号召，关停自家的小线条厂，一门心思把柚子种好。

因为不懂技术，程莲球也走过不少弯路。“2017年左右，刚开始成规
模种植，有事没事就给柚子树施肥，结果发现一年过去了树不但没长，叶
子还越来越黄。”请教过程中，有人告诉程莲球，这是肥料太多“烧坏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通过外出学习，在种植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
验，程莲球家的柚子树越长越好，规模也不断扩大。为了更好地“照料”
柚子树，程莲球还投资4万多元，在自家山上建了一条简易索道，方便坐
缆车上下山。2020年，石峰区举行首次柚子品质评比，程莲球种植的柚
子获得了第一名。

年采摘量从几百斤、上千斤逐步到去年的一万多斤，因为味道好，程
莲球家的柚子从来不愁卖。“都是吃过的老顾客口口相传，每年到了柚子
成熟的时候，求购电话没停过。”程莲球介绍，很多人慕名从浏阳、江西等
地过来采购，有人想一次性买2000斤柚子，但因为量不够，最后只带走
了1000斤。

今年，程莲球家又新种了 40 多棵柚子树。“现在园子里有 300 多棵
柚子树，今年有近一半的树可以挂果，采摘量保守估计一万五千斤不成
问题。”程莲球说。

4月初，春暖风徐。天元区三门镇南江村双季稻示范片，生机盎然。新种的水稻秧苗吐着整齐的绿芽，十多名农民
在秧田里低头劳作……这一切，吴爱珍看在眼里，喜上眉梢：“秧苗出得整齐，期待今年是个丰年！”

今年52岁的吴爱珍，是南江村种粮大户。她从2018年开始，大规模开展水稻种植，每年春耕，都会异常繁忙：跑农
田、查农资、看水利……记者跟随她蹲点田间地头，体验火热的春耕一线。

“九郎福柚”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品牌

▲程莲球坐着缆车巡视柚子园。记者/周蒿 摄

三门镇南江村种粮大户吴爱珍：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那就是我的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王思琦

“这些年来比较累，但还是有成效的。前面几年亏本，最近两年才开
始赚钱，不过，赚的钱主要用来添置设备了。”她采购设备就花了100多
万元。

2019 年，700 多亩的稻谷全部晒在村里的公路上，足足有 4 公里
远。一场大雨，让吴爱珍急得跳起来。为避免重蹈覆辙，2020年，吴爱
珍咬紧牙关，贷了款，花费30多万元购置了稻谷烘干机，建了仓库，解决
了晒谷之忧。可是，年底一结算，欠了80多万元的账。万念俱灰的吴爱
珍哭了几天，她甚至把遗书都写好了。

政府得知吴爱珍的事后，鼓励她不要放弃，并为她争取到了补贴。
吴爱珍擦干泪水，又重新站了起来，次年，她把欠下的账全部还清。

现在，吴爱珍能得心应手处理各种事项。她说，随着经验越来越丰
富，加上各种机械化设备的加持，产量稳步上升，双季稻平均亩产 950
斤，一季稻亩产1200斤。

采访回来后，吴爱珍给记者微信留言：春天里我喜欢田野间的那片
绿，夏天踩着田埂闻着稻香，到了秋天放眼一片金黄，随手掂一掂沉甸
甸、金灿灿的稻穗，闭着眼睛来个深呼吸，享受着丰收的喜悦，那就是我
的梦。

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秧苗。
棕红色的长头发，高高挽起，一身黑衣服上面，沾着些许泥巴，袖子

推到手腕处……见到吴爱珍时，她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水田里，看秧
苗的长势。她把薄膜揭开，薄膜上方满是水珠。秧盘2个一组，紧紧排
列，秧盘上面长出嫩绿的秧苗。

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政府鼓励种植双季稻。今年，天元区分别在三门
镇创建2个、雷打石镇创建1个双季稻综合示范片。吴爱珍就是南江村300
亩双季稻综合示范片的负责人。

吴爱珍选用优质高产的低镉品种——早稻潭两优215，早晚稻集中育
秧、机械移栽，采取深翻耕、淹水灌溉、喷施叶面阻隔剂等技术，确保品质。
除了双季稻，吴爱珍还承包了几百亩的一季稻，共有1000多亩的规模。

“没有别的，我就是胆子大。”别人都不敢轻易种植这么大的规模，为
什么一介女流却这么无所畏惧？面对记者的疑问，吴爱珍快人快语地答
道，我的方向明确，机械化大规模种植，技术上请专人指导。

吴爱珍1970年出生，只有初中文化的她，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随
着年纪越来越大，她决定回到老家种田。

2018年，吴爱珍从250亩双季稻开始种植，逐年扩大规模。
每到春耕、秋收时节，吴爱珍家里的 10 多台农机，在田里来回作

业。拖拉机耕地，旋耕机平地，插秧机插秧，无人机施肥，收割机收谷，烘
干机把稻谷烘干。

承包1000多亩农田种水稻，10多台农机耕作忙 刚开始种植时，欠账80多万元，曾写下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