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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达影城（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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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考生及家
长，填报志愿首先要熟悉政策。对于本省的高
考政策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起码要知道所在
省份有几个批次志愿、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
志愿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除了政策之
外，还要弄清各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如学校
当年的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的提
档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特长、就业及
深造情况等。

在收集信息方面，考生和家长可以选择的

权威渠道包括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地考试院
及高校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高考高招
类报纸、广播电视节目等。

需要注意的是，高考录取时是将一定范围
的学生，按其填报的志愿和高考成绩进行排
位，从高到低，位次越高，被录取的机会就越
大。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根据平时成绩或模
拟成绩来定位，看看自己在班、学校、区甚至整
个省、市所处的位次。

疾控专家答疑解惑

如何安全采购食用进口冷
链食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进口
冷链食品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然
而自疫情发生以来，频频曝出食品及其外包装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消息。如何安心安全购
买食用进口冷链食品？6月13日，省疾控中心
专家答疑解惑。

据悉，冷链食品总体核酸阳性率很低，
2021 年，我国海关部门对进口冷链食品和农
产品检测样本达363万个，检出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样本550个，总体阳性率为1.51/10000，
阳性样品主要集中在食品外包装。

“海关人员在进口冷链食品入境时会针
对外包装表面进行预防性全面消毒，消毒可
以灭活病毒，但不一定能破坏核酸，污染的外
包装经消毒后核酸仍然可能是阳性。”省疾控
中心专家介绍，核酸阳性不一定代表它具有
传染性，市民不用过度紧张。

新冠病毒是呼吸道病毒，主要经呼吸道
飞沫和人与人密切接触来传播，经消化道感
染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食
用进口冷链食品感染新冠病毒。

市民要到正规的超市或市场选购生鲜食
品。正确佩戴口罩，购物时避免用手触摸口、
眼、鼻。购物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或洗手液
洗手。

值得一提的是，市民要关注食品的产地、
来源、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海关食品
检疫信息等，不要采购没有明确来源信息的
冷链食品，还要做好外包装消毒和自我防护。

填报高考志愿 这几天可先“练练手”
19日17时前可以在志愿填报操作系统模拟填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记者
昨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6 月 13 日 8 时至 19
日 17 时，高考生可以在志愿填报操作系统进
行模拟填报。

模拟填报就是根据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

的高考志愿草表完整地呈现出来。高考志愿
都是在网上填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逾期不
予补报。每年在志愿填报中都会出现操作失
误、丢失密码等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繁忙难
免手忙脚乱，所以提前模拟填报很重要。

考生可通过“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或“潇湘
高考”App进行网上填报志愿，招考机构及报
名点（中学）通过“招考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志
愿填报情况统计管理。

纪检干部寻水 80余亩撂荒田“活”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正明 通讯员/廖培）“两年多了，组里农田灌溉用水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6月9日，在渌口区南洲镇马家湾村，南洲镇纪委书记易鸿入村回访一起与干部作
风有关的农田抛荒问题时，正在耕作的村民笑着连声回答。农田抛荒怎么与党员干部作风牵扯
上的？这还得从头说起。

缺水致产量低，80余亩农田撂荒

4月以来，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粮
食安全问题专项监督，南洲镇纪委也同步进行
监督检查。镇纪委工作人员在走遍全镇19个
村后发现，本应是春耕农忙时节，马家湾村菖
蒲塘组却有大片农田抛荒，杂草长得比水稻收
割后留在田里的禾蔸还高。

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得知，近几年，因渌口
区渌湘集团在菖蒲塘组周边开发建设，一些地
表水系遭到破坏，导致全组大部分水田灌溉用
水得不到保障。而菖蒲塘组仅有的一个灌溉
用水塘也只能靠下雨蓄水，加上水塘部分水域
被征收，面积仅剩10 余亩，一到枯水季节，根
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

“这片抛荒农田一共 82 亩，因为缺水，大
家担心辛苦插下去的秧苗会干死，于是干脆不
种了。”田埂上，菖蒲塘组村民杨毅向入村走访
的易鸿抱怨说，去年组里有村民试着种了几亩

田，但种出的水稻有很多空壳，谷粒缺水不灌
浆，根本没有什么收成。

走访结束后，镇纪委向镇党委进行了汇
报，并督促相关部门关注并解决此事。之后，
镇党委、镇纪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村组干部
开会商讨寻找水源的办法。但没想到的是，会
上，村组干部大倒苦水。

“我们多次找渌湘集团要求恢复农田耕种
条件，他们总说会给答复，但就是没有下文。”
马家湾村党委书记林雪飞说，因为田里没有
水、没产量，大家耕种也就没了积极性。还有
村民说，这两年，大家反复到南洲镇征拆办反
映问题，要他们出面协调解决，可也仅得到一
句没有期限的“会想办法”。

既不解决问题，又无明确答复，灌溉水源
的问题出在干部作风上，这也致使村民对一些
部门和干部怨言很大。

以监督压实责任，农田不再喊“渴”

“‘寻找’水源还得从干部作风上着手。”易
鸿说，为了压实责任，镇纪委召集镇农业农村
办、镇征拆办等部门召开联合会议，当场通报
了走访调查情况，并约谈了相关部门负责人，
对个别责任干部进行了严肃批评。

同时，镇纪委将问题交办相关职能部门后
全程跟踪监督办理，督促其对照土地征收合同
和农业相关政策，与渌湘集团沟通协调后拿出
合理可行的整改方案，尽快解决问题。

在纪律监督的推动下，渌湘集团承诺出钱
租用菖蒲塘组的灌溉用水塘进行水产养殖直
至被征收，租金部分用以抵偿村民农田减产的
收入，维护村民耕种积极性。同时保障该水塘
水源只用于农田灌溉，不做其他用途，枯水季
节则组织协调人员到其他村民小组水坝中抽
水灌溉菖蒲塘组农田，确保粮食收成。

困扰菖蒲塘组两年多的农田灌溉水源问
题终于得到解决，抛荒的农田又种上了秧苗。

延伸阅读

志愿填报还要做哪些准备？

云龙水上乐园第八季开园
中、高考毕业生凭证可享受2人
99元畅玩福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
讯员/何勇 彭春红）6 月 14 日上午，长株潭地
区最大的水上主题公园——云龙水上乐园第
八季开园运营。本季运营周期为3个月，游客
朋友可去挑战自我，享受清凉一夏。

云龙水上乐园今年的主题为“Yellow 冲
呀！”，推出了“毕业畅玩票”。6月，中、高考毕
业生凭准考证、本人身份证，可享受2人99元
的畅玩福利。此外，整个6月，成人单人票价
为88元。

今年运营季，云龙水上乐园将举办“第八
届踏浪音乐节”“七夕电音节”“浪漫烟花节”
及“抖音狂欢之夜”等活动。为提升游客的体
验感，园区今年还新增了降温喷雾、夜景亮化
等设施，对部分设备进行翻新，给游客带来全
新的避暑玩水体验。同时，园区将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全力保障安全，让大家放心游、健
康游、开心游。

据了解，云龙水上乐园开园 7 年来，累计
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已获批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同时，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
位1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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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我的心里比蜜甜”

黄湘：用奋斗挺起了“脊梁”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江泓

稻田上，秧苗在茁壮成长；花丛中，蜜蜂在辛勤忙碌；院子里，几台农机整齐停放……走进石峰区茅太新村，
仲夏的美景让人沉醉。每一天，种粮养蜂大户黄湘，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忙碌往返。

今年52岁的黄湘是一名肢体残疾人。由于幼时脊椎变形，她较常人相对矮小、驼背。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
干劲，如今，她不仅成为村里的致富能人，还带动了一批村民走向共同富裕。去年，她被评为“全省自强模范”。

黄湘出自普通农家，由于身体原因，勤劳
朴实的父母对她关爱有加，但黄湘从小就懂
得自立自强，从不怨天尤人。帮家里干农活、
做家务，从不退缩。

高中毕业后，黄湘加入进城务工的大
军。在城里，黄湘找到了终身伴侣。在恋人
面前，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残疾人。“我和普
通人没有不同！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甚
至做得更好。”

丈夫体贴，家庭和睦，农闲的时候到服装
厂打点零工补贴家用，婚后的黄湘很幸福。
尤其是女儿的出生，带给了她更多快乐，一家
三口其乐融融。“学校开家长会，女儿指定要
我参加，从不认为我和别的妈妈不一样。”黄
湘开心地说，“我是残疾人，更是幸运儿。”

2009年，由于病情加重，黄湘做不了稍重
的农活，也不能长时间坐着加工服装，家里的
经济捉襟见肘，看着每天忙里忙外的丈夫，黄
湘坐立难安。

为了替丈夫分担压力，黄湘开始自学养
蜂。最开始，由于病虫害处理不当、防寒措施
不当等原因，黄湘遇到了挫折，但她并没有就
此退缩。

尽管行动不便，她仍四处寻找养蜂专家
能手求教，解决技术难题。现在，她的养蜂场
的蜜蜂达到200箱。

不止是自己养蜂，在黄湘的带领下，同村
几户残疾人家庭，也办起了蜂场。村民们有
难题，黄湘事无巨细，一一耐心指导。

▲黄湘在农机上。通讯员供图

2011年夏天，当女儿接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时，黄湘既兴奋又犯愁。

高兴的是女儿有出息，犯愁的是女儿
大学四年学费和生活费支出不是一笔小
数目，不宽裕的家庭恐怕难以负担。每到
入夜时分，黄湘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到底怎么办？困境中的黄湘发现，茅
太新村不少村民在外务工，顾不上家中的
责任田。“不如我们把村民抛荒的十几亩土
地耕种起来吧！”看着眼前一亩亩荒地，黄
湘和丈夫商量，重操旧业，在土地上致富。

这一年，勤劳的黄湘夫妇虽然收获不
少，但每当望见丈夫冒着炎炎烈日在田间
挥汗如雨，心疼之余，她为自己干不了重
农活，帮不上太多忙而暗暗自责。

201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黄湘参
加了石峰区残联举办的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培训老师的一句话，解开了一直困扰
着黄湘的心结。

“我在培训课上问老师，家里有十几
亩田地，但我却帮不上忙，应该怎么办？”
老师建议，如果有条件，不妨使用农业机
械来作业。

当时的茅太新村，村民种田普遍都是
人力，黄湘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商量着
找亲朋好友，借款买了第一台收割机。

农机的高效率，吸引了村民。这一
年，不但自己家里的稻田很快就收割完，
村里的农户也都请她帮忙，当年收入达到
3万多元。

“一次培训，改变了我的家庭，我觉得
很幸运。”很快，黄湘扩大了种植规模，还
陆续置办了其他农机，地方党委政府更是
倾力支持，安排专人帮助黄湘履行土地流
转手续，指导申请相应补贴。

“种田卖粮，政府把补贴送上门。区
里还安排人力物力，疏通了淤积多年的灌
溉渠道。”黄湘备受鼓舞，现在，她种植了
70余亩水稻。

随着耕种面积的增加，农用设备的需
求也增大了，但没那么多资金购买农机，
怎么办？在四处寻求资金，解决购买农机
的资金缺口无果后，黄湘再次找到了残
联，残联在咨询相关部门后，给出了一个
解决方案——成立农机合作社。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从来没
有相关经验，感觉无数的问题在我脑海里
打转。”在残联等相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
2014年，由黄湘牵头，联合周边10余家农
户注册的株洲市太平寺农机专业合作社
正式成立，黄湘担任理事长。

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张，很多情况下
需要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去运作管理。
为了能带着大伙尽快走上致富路，黄湘不
但为合作社聘请了会计，自己私底下也埋
头苦学了不少管理知识。

自从农机合作社成立后，茅太新村基
本没有了荒田，因为机械代替了原始劳动
力，数十台农用设备驰骋在田地间。青壮
年劳动力照常出去打工，家里家外两不耽
误。由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农机合作社在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还走出了株洲，在长
沙、岳阳周边等地进行跨区作业。

为了联系业务，黄湘四处奔波。有一
次，早上6点多，到达岳阳时，黄湘遇到一
场大暴雨。“下车没有任何一处避雨的地
方，人到眼前都看不到。”苦中也有甜，当
地人听说黄湘的合作社收割稻谷，价格公
道、保质保量，便答应让她收割稻谷……

慢慢地，黄湘的农机合作社闯出一条
路子，年利润接近30万元。

随着农机合作社业务的发展，黄湘也
没忘记村里的其他残疾人。和黄湘同村
的袁文义因为智力残疾，没有一技之长，
家庭负担比较重，靠政府的救济和低保度
日。黄湘了解到袁文义的情况后，征得其
他成员同意，邀请他加入到农机合作社，
让他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卷起裤脚下田种粮，运营合作社带领
乡亲致富，在茅太新村，提起黄湘，大家无
不称赞，“小个子也有大能量”。

“我虽然身体残疾，但有一个幸福的
家，勤劳体贴支持我的丈夫，乖巧孝顺的
女儿。”如今，黄湘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
在一所培训学校当老师，虽然家庭负担渐
轻，但黄湘始终不改勤劳本色。“虽然苦
过、累过，但这一切很值得。”

生活如蜂。创业的路的确很辛苦，
当我尝到创业的甜蜜后，用我的养蜂技
术和农机有利资源，帮更多的贫困村民
和残疾人走上创业道路，我的心里比蜜
甜。

——黄湘

“坚信自己不比正常人差”
自立自强的榜样

◀黄湘在整理蜂箱。通讯员供图

流转70多亩土地
买了村里第一台收割机

致富带头人

成立农机合作社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