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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城区道路交通严管路段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改善通行秩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

全、畅通，自2022年6月16日起取消博古山路、南泉东路、栗合路、燕子岭路等4
条道路的机动车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简称“交通严管路段”），并将下列道路
调整为严格管理路段：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通过现场查处和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查处等方式，对交通严管路段严查
严管机动车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
格按照本通告规定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同维护株洲城区道路交通秩序。

特此通告。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6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辖区
天元
天元
天元
天元
天元
天元

道路名称
珠江北路
明日路

火炬一街
火炬四道（佳兆业路）

力嘉路
站前路

起止点
隆兴路—新东路

火炬四道-黄河北路
鸿洋路-力嘉路
明日路-隆兴路
隆兴路-明日路

湘芸路北-湘芸路南（含站前高架桥）

七旬老人李舒尤
获评“湖南好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王玲）6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湖南
好人”榜单正式揭晓，株洲七旬老人李舒尤
获评助人为乐类“湖南好人”。截至目前，
全市有229人荣登“湖南好人”榜单。

李舒尤是株洲市醴陵市东富镇枧头洲
村民，曾在醴陵市花鼓戏剧团工作。2015
年李舒尤退休后回到家乡，发现村里不少
留守儿童因疏于管教，沉迷于网络游戏，便
想着引导孩子们找到正确的兴趣爱好。他
自掏腰包，购买民乐乐器，将自家老房子改
造成“音乐教室”，免费为留守儿童教授民
族乐器。孩子们音乐基础薄弱，李舒尤一
边不厌其烦地指导，一边绞尽脑汁地寻找
教学方法。学员越来越多，他还组建了一
个60余人的乐团。2021年，他又给村里的
小学捐赠了40把二胡，开办了一个二胡班。

如今，李舒尤教出的孩子有的考上了
艺术院校，有的已经在不同的舞台上崭露
头角。七年的坚持，只为点亮乡村孩子们
的音乐梦。

优秀志愿者获街道表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烽）6月9日，天元区
嵩山路街道举行了一场表彰活动，对辖区星级志愿者、爱
心商家、小区治理优秀团队、爱心达人团队进行表彰，同
时，为优秀基层治理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授牌，为“九
久”志愿服务总队和15个分队授旗。当天，辖区内15个
社区同步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

自2020年12月9日，天元区嵩山路街道“九久”志愿
服务开展以来，辖区内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志愿者、爱心达
人以及基层治理团队。其中，大湖塘社区邮政二村小区
自治小组，在优秀志愿者文铁光的带领下，改变了原来

“脏乱差”“车辆乱停乱放”的局面，小区治理水平显著提
升；佳美社区优秀志愿者王勇链接10余家爱心商家，义务
组织各类活动，为居民提供服务；爱心商家洛克健身出动
全体员工，义务参与小区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嵩山路街道15个社区利用党群服务活动中心
和社区阵地，将各类志愿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一年
多以来，累计开展近200场不同主题的志愿服务日，惠及
群众10万余人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
刘静）6 月 13 日，一场“喜迎二十大·百人献热
血”活动在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我市
第19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谭建华的女儿谭
伊均同日宣誓，加入红十字高校志愿服务队，成
为一名志愿者。

2019 年，攸县居民谭建华在中华骨髓库工
作站留样，成为我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一
名志愿者。正是此次偶然之举，“生命的种子”
悄然在谭建华与白血病患者之间开花结果。

今年4月，谭建华接到通知，他和一位血液
病患者初配成功。市红十字会询问他是否愿意
捐献造血干细胞，谭建华随即表示，“从留样入
库那天起，我就盼着能配型成功。”

因患者病情恶化，原定端午节后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计划不得不提前。6月1日，谭建华捐
献的 200 余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飞抵北京，
为一名身患白血病的80后父亲带去希望。

“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他的事迹让我更加坚
定了加入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决心。”谭伊均说，
得知父亲为他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善举后，自己
倍受感动，同时也悄悄许下心愿：成为一名红十字
志愿者。

当天，谭伊均如愿穿上红十字志愿服务者

的“红马甲”。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59名师
生同步参与公益献血，献血总量达 4.9 万余毫
升；同时，湖南工业大学活动分会场，105名大学
生也捋袖献血3.5万毫升。

“马上就是我18岁的生日了。每个人的成
年礼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以无偿献血这种方
式会更有意义一些。”谭伊均说，今年6月，她也
将把第一次献血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

两所学校师生踊跃参与献血登记的同时，
100余名学生同步伸出手臂，献上“生命种子”，
为数以百计的白血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爱的种子持续播撒

父亲捐献造血干细胞 女儿也期盼献热血

▲两名学生捐献造血干细胞后，荣获荣誉
证书。 记者/易楚曈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6月
14日，市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就进一步
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发布通告称，要求
大家从自己做起，文明出行做到“五个严禁”、自
觉主动落实“五个应当”。

通告表示，所有交通参与者应自觉遵守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做到“五个严禁”：

1. 严禁机动车（含摩托车、电动车等车辆）
乱停乱放、不按规定礼让行人；

2.严禁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跨越道路隔
离设施；

3.严禁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违法载
人、无反光标识；

4. 严禁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
佩戴安全头盔上路行驶；

5. 严禁摩托车、电动车辆加装遮阳伞、座
架、电瓶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装置。

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
组织、中小学校及民营企业应自觉、主动、有担
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交通安全，做到“五
个应当”：

一是各单位、社会组织应当落实本单位、本
部门的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相应
安全管理机制，设立劝导岗，配备相应人员对未
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法加装遮阳伞的骑乘
人员和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乘人员进行劝
导纠正，保护人员交通安全。

二是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交通安全
宣传，利用家校互动、“小手牵大手”等形式，致信
学生家长，适时推送交通安全警示链接，设立“文
明出行”劝导岗，配备相应人员，结合护学行动对
家长接送学生时的违法情形进行劝导和曝光，并
以适当形式敦促整改，保护学生和家长的安全。

三是各加油站应当积极参与“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对骑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非法安装遮阳伞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采
取劝导、谢绝提供加油服务等方式，促使摩托车
骑乘人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四是全市快递、外卖、代驾行业应当加强对
驾驶员的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管理，督促驾
驶员驾驶车辆要悬挂号牌、购买保险，自觉佩戴
安全头盔，自觉抵制非法安装遮阳伞等交通违
法行为。

五是广大市民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配合并支持各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开
展执法活动。对阻碍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市还将严格落实曝光机制，对骑乘人员
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非法安装遮阳伞的行
为通过媒体不定期进行曝光，敦促交通参与者
自觉维护自身安全。

我市发布文明出行“五个严禁”“五个应当”

对非法安装遮阳伞的摩托车
加油站应谢绝提供加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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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阳光照在唐雪梅家的地坪里。吃完饭后，
她顾不上休息，搬来一把椅子，倒来一盆温水，为金喜良洗
头。

金喜良站在阶梯下，低着头。唐雪梅弯着腰，用毛巾
把她的头发打湿后，抹上洗发水，轻轻按摩。这个画面，跟
阳光一样温暖。

除了照顾儿媳外，家里的大小事，也都是唐雪梅一个
人包揽着。

“我一天不做事，全家就没有饭吃。”唐雪梅坦言。
唐雪梅的丈夫，年老体弱，且患有眩晕症多年；儿子

（金喜良的丈夫）在20多年前，因家里房屋倒塌，身体被砸
伤，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孙子虽已成
年，但在 2018 年出了一场车祸，双腿脚踝关节全部骨折，
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家里的开销，全靠
唐雪梅其他几个孩子资助，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们出钱
建的。

几十年来的操劳，唐雪梅的脊柱变形厉害，几乎是弯
着腰走路，也无钱医治。

最美婆婆：照顾精神残疾儿媳27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文钦 谭红冰

6月13日，窗外，天
微微发亮。天元区雷
打石镇先锋村枫术组，
一位 83 岁的老人像往
常一样早早起床，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打扫卫
生、洗衣服、准备早餐、
为媳妇洗漱……这是
老人27年来，每天早晨
要做的事。

这位老人叫唐雪
梅，本该颐养天年、享受
天伦之乐的她，用一颗
善良、宽厚的仁爱之心，
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儿
媳27年，演绎了一段感
人至深的人间真情。

清晨，佝偻着背的唐雪梅，把早餐做
好后，来到儿媳的房间，把她今天要穿的
衣服拿出来，喊道：“喜良，起床了，出来刷
牙，准备吃饭……”金喜良慢腾腾地回应
了一句：“嗯！”

这是一对并不寻常的婆媳。
27年前，唐雪梅35岁的儿子，经人介

绍，娶了20岁的金喜良为妻。几年后，生
下一个孩子。

“只知道她不怎么爱说话，并没有发
现有什么不对劲。”唐雪梅回忆，当时并不
知儿媳有精神疾病。

原来，金喜良出生不久后，因患有脑
膜炎，没有及时医治，发展成精神障碍，后
经诊断属于精神残疾二级，生活不能自
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日益严重。

这些年来，金喜良不会自己穿衣、洗

澡、洗头，更不会做家务。一切，都靠唐雪
梅细心照料。

与唐雪梅瘦小的身躯相比，金喜良长
得白净圆润。今年47岁的她，留着短发，
大部分时间在家坐着，不怎么说话，看上
去与正常人无异。

据唐雪梅的大媳妇介绍：“这些年来，
婆婆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婆婆很想
教会她做饭，希望她能自己做简单的家
务。可是，20多年了，她还是没有学会。”

尽管现在，金喜良连地也扫不干净，
洗衣服时也不会放洗衣粉，出去打疫苗，
都要婆婆牵着……唐雪梅一家，一直没有
嫌弃过她。

“既然嫁进来了，就是我们家的人，我
们对她不离不弃。”唐雪梅说。

婆媳俩的故事，在先锋村广为流传，人人都称赞唐雪
梅是善良的好婆婆。

为了照顾儿媳，唐雪梅从没出过远门，即便走亲戚，也
会提前把儿媳的饭菜做好。平日里，定期为儿媳更换床单
被套；孙子生下来，也都是她一手带大。

“其实，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最担心的就是，等我走了
以后，谁来照顾儿媳？”这是压在唐雪梅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这些年，唐雪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很多事情都力不从
心。她担心，没有自理能力的儿媳，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她一心想教会儿媳做饭，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20
多年过去了，还是徒然。这些年，金喜良也早已习惯了婆
婆的照顾。

说到这里，婆媳两人的眼神里，都掠过一丝忧伤和无
奈。

儿媳自幼患病，生活不能自理

老弱病残的一家，83岁老人是顶梁柱

最大的担心：“自己走后，谁来照顾她？”

▲婆婆唐雪梅（右）为儿媳洗头发。记者/杨如 摄

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一横一竖两张床，干
净的被褥，雪白的墙壁，洁净的天花板，夜里起
身给婆婆换尿布、翻身，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
觉，这就是十几年来李秀兰的日常。

李秀兰的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后，李秀兰
即使是再婚，也没有离开这个家，而是和现任
丈夫一起，共同承担起照顾婆婆，撑起整个家
的重任。

其实婆婆还有几个儿女，但是儿子在赡养
方面有分歧，女儿又离家远。李秀兰也没有计
较，直接把婆婆接回家，和婆婆同吃同住。每
天吃饭、喝水、喂药、洗脸、洗脚、换洗衣服、翻
洗被褥、端屎倒尿……每一件事，她都亲力亲
为，变着花样给老人做饭，也从没说过一句抱

怨的话。
为防止老人常年卧床导致肌肉萎缩，李秀

兰专门学习了护理知识，一有空就给老人按摩，
陪老人聊天解闷。正是因为李秀兰的细心照
料，这么多年老人身上没有生过一次褥疮，屋里
也没有一点异味，精神状态也很不错。

说起儿媳，本来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的88
岁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老人在记者面前细
数儿媳的各种好，“我儿媳就是好，里里外外都
是她操心。进门几十年了，她没和我置过一次
气，红过一次脸。这么多年，做饭也都是按照
我的口味煮，忙着地里还得顾着我，一天三顿
饭还一口一口地喂我吃……”看着儿媳一天天
地操劳，婆婆既心疼又感动。

最美儿媳：不离不弃照顾婆婆10多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

李秀兰还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在生活
中她总是替他人着想，团结邻里，以诚待人。
大家都觉得她非常有亲和力，好相处。左邻
右舍遇到困难，李秀兰都会主动帮忙。

李秀兰的付出和坚守，村里人看在眼
里，提起李秀兰，无不竖起大拇指，对她夸赞
不已。“李秀兰这样的好儿媳，真是太难得
了。任劳任怨照顾婆婆这么多年，她是龙凤
庵村的骄傲和榜样！”龙凤庵村支部副书记
张桂华说。

生活的重担压在李秀兰身上，说不累是
假的，但谈起婆婆，李秀兰从不觉得老人是累
赘。她说：“谁都有老的时候，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我们家有个这么大岁数的老母亲陪伴，
这是我们的福气。老人也很明事理，不挑事。
孩子他爸不在了，我照顾老人也是应该的。”在
她眼里，88岁的婆婆既是自己的妈，也是全家
的宝。尽管年龄逐年增大，可李秀兰对婆婆的
照顾却一点没变差，情同母女。都说久病床前
无孝子，李秀兰用行动颠覆了这个说法。

李秀兰对婆婆的孝顺，子女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现在，家里的孩子们逐渐长大，不但
孝顺李秀兰，也都非常尊重奶奶，每逢节假日
回到家里，孩子们都抢着做家务，而且也会给
奶奶按摩，陪奶奶聊天，营造了彼此互敬互
爱、融洽和睦的家庭氛围和良好家风。

6月14日下午3时，家住白
关镇龙凤庵村的李秀兰正在给
婆婆擦洗。洗脸、换衣服……
只见李秀兰娴熟地忙碌着，半
个小时后，老人出现在众人面
前，已经是上身红花衣、下身灰
色裤，一头白发往后面梳着，十
分干净。今年 88 岁的老人显
得精神矍铄。

十几年来，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李秀兰（右）给婆婆擦洗。
记者/杨凌凌 摄

传承优良家风，家庭和睦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