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县市区教育局招生咨询电话

天元区教育局：28665166
荷塘区教育局：28477193
芦淞区教育局：28580677
石峰区教育局：22529883
云龙区教育局：28689772
渌口区教育局：27617258
醴陵市教育局：23282925
攸 县教育局：24228059
茶陵县教育局：25220378
炎陵县教育局：22036215

觅缘婚恋
神农公园
(原戴碧蓉婚介+株洲
红娘+文姐婚介)一站
式服务

70-50年男士
免费报名

地址：中心
广场神农公园里
面右边游船码头

高端婚恋、维情维权
心理咨询、婚庆婚纱

28118100
18907332205

男未婚：27岁，硕士，上市
公司部长助理，条件优；
男未婚：34岁，本科，副
科级公务员；
男未婚：31岁，本科，私
企会计，诚实本分；
男离婚：59岁，公务员
干部，有房有车；
男离婚：46岁，大学，企
业管理人员，有房有车；
男丧偶：42岁，国企技术
员，年薪25万左右；
男离婚：41岁，事业单位
工作，条件优；
女未婚：25岁，本科，国
企财务，苗条，秀气；
女未婚：31岁，本科，英
语老师，小巧可爱；
女未婚：26岁，硕士，央
企工作，气质佳；
女未育：34岁，本科，医
院办公室，白净；
女离婚：37岁，4S店店
长，气质佳；
女未育：42岁，大专，国
企工作，高挑；
女离婚：50岁，大专，财
务总监；
女离婚：52岁，中专，国
企退休，小孩独立；
女离婚：38岁，研究生，
教师，小孩判对方；
女丧偶：51岁，国企退
休，女孩外地工作；
女离婚：49岁，私企主
管，小孩独立；
女丧偶：65岁，国企退
休，忠厚，有责任心。

广
告
接
待
热
线
2
8
8
3
5
3
9
6

A03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2
0
2
2

年0
6

月1
6

日

星
期
四

责
编/

邱
峰

美
编/

刘
昭
彤

校
对/

曹
永
亮

公
共

义务教育招生报名今日启动
荷塘、芦淞、石峰、经开和渌口均已公示具体划片招生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郑奕

民办今起报名，公办7月1日0点开放入口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首轮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6日10
点至6月22日18点。招生纳入属地统一管理，原则上不得
跨区域招生，实行网上报名、免试入学、超员摇号的招生方
式。适龄儿童（少年）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本区
域内有户籍或房产或居住证，或适龄少年在本区域内有学
籍，可自愿在网上报名本区域内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入口开放时间为7月1日0点，实
行划片招生、免试就近（或相对就近）入学。其中，有户有房、
有户无房、有房无户类适龄儿童（少年）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
15日24点；无房无户类别的适龄儿童（少年）报名截止时间为
7月31日24点。

网络报名有四种渠道

“城区所有入读义务教育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都必
须登录株洲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服务系统，按系统提示流程
如实填报相关信息进行网络报名。”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齐
长新表示，经便民服务系统招收的学生，才能注册学籍。

记者注意到，登录报名系统有以下几种渠道，家长可任
意选择其中一种即可。

渠道一：登录株洲市教育局官方网站（http://jyj.zhu-
zhou.gov.cn/），点击网页中间“株洲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
服务系统”图标进入报名系统。

渠道二：关注微信公众号“株洲教育”，点击左下方菜
单栏“报名入口”，直接进入报名系统。

渠道三：关注微信公众号“株洲教育阳光服务平台”，
点击左下方菜单栏“报名入口”，直接进入报名系统。

渠道四：下载“智慧株洲·诸事达”App，点击首页“株洲
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服务系统”图标，点击“报名入口”进入
报名系统。

在株洲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服务系统里，家长可按意
愿选择“公办报名”或“民办报名”进入报名流程。

入学报名资料最好提前准备

网络报名，家长需要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及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出生证以及不动产权证（房
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或居住证等资料。

“填报信息前，家长最好提前将上述资料准备好，将相
关资料扫描或者拍成照片便于上传，上传的图片需保证文
字清晰、内容完整、信息真实。”齐长新说。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适龄儿童（少年）及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的户口，在入学当年 6 月 30 日前迁入对应片区，由对
应片区教育局按照有户类别学生划片就近入学。

此外，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得再参加其他民办学
校的摇号，不再参与公办学校的录取。所有民办学校录取的
学生，按照民办学校收费标准收费。家中有双（多）胞胎子女
就读民办学校时，家长在填写报名基本信息时，如需捆绑派
位，在勾选“是否双（多）胞胎”时，选择“是”，电脑派位时，系统
将默认“捆绑派位”。

民办学校
实施多轮多批次录取。
6月20日，公布各民办学校派位计划。6

月25日，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的电脑随机派位工作，并公布录取结
果。6 月 26 日，派位学生到校缴费入学。派
位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对应学校办理入
学手续，注册学籍，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学校办
理入学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6 月 27 日，民
办学校依派位顺序依次替补。6月28日8点
至29日18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进
行第二轮网上报名，按报名顺序录取，报名数
达计划数后，系统不再接受报名。6月30日，
派位学生到校缴费入学。

值得注意的是，首轮报名录取后，是否需
开放后续批次网上报名由各县市区根据计划
完成情况统筹安排，具体时间以民办学校所
在县市区教育局公布的时间为准。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派位时间节点

公办学校
按有户有房、有户无房、有房无户、无房

无户生源排序入学。
7 月 31 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审核招生

平台中有户有房、有户无房、有房无户类报名
学生信息，安排符合条件的有户有房、有户无
房、有房无户三类学生和符合政策的优抚优
待对象入学。

8 月 20 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审核招生
平台中无房无户类报名学生信息，并根据辖
区内各学校剩余学位分布、学生实际居住地
等情况，统筹安排经审核符合入学条件的学
生入学，确保学生相对就近入学。

家长们注意了，记者昨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全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服务系统将分批次、分类别、分时间段开
放，其中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首轮报名6月16日启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7月1日开放报名入口。荷塘区、芦淞区、
石峰区、经开区和渌口区均已公示了招生政策和具体划片招生图，具体信息可关注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查看。

热点问答 新闻链接

1.进入填报页面，为何会提
示“未开放民办报名”？

答：这表示该县市区没有可
报名的民办学校。

2.可以同时报两所公办吗？
答：不能。每个学生只能报

名一所学校，不可以在多个区同
时报名。同一个身份证号只能报
名一所学校，若重复报名，系统则
会提示“该生已报名”。

3.报名顺序与入学顺序有关
系吗？

答：系统报名顺序与入学先
后次序无关。在规定报名时间段
内，先报后报都一样，建议家长错
峰登录报名。

4.在网上报名过程中，报名
信息没有一次填写完成，下次登
录系统时，是否需要重新填报已
经填写的信息？

答：在规定报名时间段内，如
报名信息无法一次填写完成，可
点击最下方的“暂存”按钮。48小
时内（不超过报名截止时间），进
入首页点击“进度查询”，输入学
生身份证号和姓名，可以找回暂
存信息继续填报并提交。48小时
后，暂存信息自动清除。信息清
除后，家长需重新填报信息。

5.在规定报名时间段内且未
被审核前，如需修改报名信息，怎
么操作？

答：进入首页的“进度查询”，
输入学生身份证号和姓名，可查询
原报名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输入
验证码后可以进行修改操作；如需
更换报名学校或报名类别，请点

“撤销”按钮，输入验证码撤销报名
后可以重新再进行报名。

6.如何查询自己的报名情况？
答：进入“株洲市义务教育招

生便民服务系统”，点击首页的
“报名进度查询”，输入报名学生
的身份证号和姓名即可查询报名
情况。

两种野果子
钟建春

杨梅饭

杨梅饭是故乡山上最常见的一种野
果，不是杨梅，模样有点像蓝莓。杨梅饭
个小，籽粒像小丸，黑紫色，一丛丛挂在
一种小灌木上。杨梅饭是把家乡的那些
野果吵醒、热闹起来的小精灵。

把一掌杨梅饭扑进嘴里，一嚼，爆裂
的汁液酸酸甜甜。农贸市场常有农妇们
用背篓装着摆卖，用量米的米筒计量。
父母买回家的，不敢偷吃，一说话，染成
紫红色的牙齿就暴露了秘密。

杨梅饭不算家乡野果里最好吃的一
种，于我却是最深刻的记忆。那年的一
个初秋，我和小伙伴放学后上山，撞进一
个杨梅饭特别丰盛的山头，邪门似的到
处硕果累累，采摘下的果子密密实实塞
满了我的肚皮和书包，天近黑才回家。

刚到家门口，有人朝我大叫：“你去
哪里了？你爷爷不行了，抬去医院了。”

那年冬天，爷爷中风离世。时光一
寸一寸浅削下，爷爷的面容越来越模
糊。我只能拼命地记住爷爷生病那天的
每个细节。记住那个霜降时节，记住我
放学上山后，看到的那一丛丛杨梅饭漫
山遍野，多得让心打鼓的奇异景象。

鸡脚梨

鸡脚梨是一种奇形怪状的野果。一
般植物可食用部分，不外乎根茎叶花果
种子，鸡脚梨可食用部分其实是果柄，成
熟时，果实呈黄褐色或棕褐、紫红色，因
扭曲成不规则的棒状，形似鸡爪而得名。

鸡脚梨味甘甜而略带涩，经霜之后，
涩味尽去，其味尤其甘甜，在我的记忆
里，有一种玫瑰的醇香。常有山里人砍
柴回来，一挑晃悠悠的柴火上，插着一丛
丛的鸡脚梨，显摆得要命。集市上常有
农妇采摘了一大堆，用草绳捆成一束束，
按束卖钱，补贴家用。

此物长于高大乔木之上，不易采
摘。因为这个高度，还曾救过我的一个
亲戚一命。家住回龙仙的外婆给我讲的
一个故事，主人公忘记了是我的哪个堂
舅。那天他一个人去深山老林里放吊，属
于打猎陷阱的一种。将一棵大茶树的树
梢扳拉至地面，装上机关，绷成一张一触
即发的满弓，饶是一头几百斤的野猪、野
牛，路过踩上了这吊，脚会瞬间被夹，且被
触发回弹的茶枝倒着吊上高空。

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景象，野猪野
牛即便拼死挣扎几天，也无法逃脱，只待
放吊人来收获猎物。

那天，我堂舅还没来得及放吊，自己
就蹚上了别的猎人装的一个大吊，被倒栽
葱吊在了半空中。那是一个无法破解的
凶险困境，只能待有人来解救。但舅舅出
发时并没有告诉自己的方位。全村的村
民出动找到他时，已经是很多天以后。

堂舅命大的是，他被吊起的位置，正
好有一棵长满鸡脚梨的高树，他晃动身
体，正好能抓到鸡脚梨，靠着这个野果充
饥数日，挺到了救援村民的到来。

很多年我一直想象被机关困住，吊
在空中接受大自然恩惠的滑稽场景。山
里的野牛、野羊、麂子已成保护动物，现
在也没人上山装吊了。

估计去摘鸡脚梨的人也甚少。满山
的鸡脚梨，遭遇着无人赏识，无人采摘的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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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温州打工，已有 20 余年了，但温州人很少
吃辣，这对于我一个自幼吃惯辣味的湖南人来讲，
不免有些许失落。一提起辣椒，心中就有一种火
辣辣的感觉，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打我记
事起就与辣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让人热血沸
腾的劲儿，早已根植于心。

我的家乡在湖南东部一个叫茶陵的小县城，
也是当年由毛主席亲自缔造的第一个“工农兵政
府”的红色县城。那里不仅有火红的历史，还有火
红的辣椒。都说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
辣”。确确实实，我们湖南人可是无菜不辣，无辣
不欢。逢年过节，婚庆喜事，那都是噼里啪啦地炒
着辣椒，像放鞭炮一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那才
是湖南人的烟火气，刚猛霸道。

记得小时候，每年春分前两天，父亲会整好一
小畦菜地，母亲就在上面匀一把辣椒种子，然后再
在上面盖一层稻草，每天洒些水。约清明时，辣椒
秧苗快有筷子般长了。父亲把菜土翻好锄碎了，
整成一畦一畦的长方块。黄昏，是栽辣椒秧的最
佳时候，母亲用小锄头刨开一个个小坑，然后逐一
点上草木灰，再一坑一蔸辣椒秧栽好。这间距，仿
佛用尺子量过一般，横竖有序，齐齐整整。父亲从
池塘里担来水，把每一蔸都润好。完工后，悠然地
蹲在田埂上，与母亲一起欣赏着他们的“作品”。
接下来，便是日常的浇水施肥了，随着气温的日渐
升高，辣椒秧是“蹭蹭”地往上长。立夏一过，辣椒
秧都长成小辣椒树了，开枝散叶，陆陆续续开出朵
朵小白花了。要不了几天，零零落落挂起辣椒
了。此时，母亲给辣椒树松一遍土，并分行间成
沟，然后在辣椒树下铺上一层茅草，这样更利于浇
水和保湿。

端午时，辣椒树长得十分挺拔。一畦一畦的
辣椒树，挂满了辣椒，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微风一
吹，飒飒英姿，像斗志昂扬的战士。哥哥和我放学
回家，就来菜地担水浇辣椒。浇完了，哥哥和我也
站在田埂上欣赏我们家的“作品”，看到一个个鼓
胀的“铃铛”，我就有一种火辣辣的冲动。

夏季最好吃的菜，莫过于“茄子抖辣椒”了。
母亲把茄子用刀划个“十”字，然后放在米饭上一
起蒸。烧火的时候，把辣椒放在火钳上，支在火上
烤，翻来覆去，烤得噼啪作响，这场面常常引得我
们兄弟几个直淌口水。母亲把料理好的茄子和辣
椒放在“抖钵”里捣烂捣碎，然后撒上盐、豆豉，再
滴几滴同金子般珍贵的茶油，拌匀，一碗世界上最
好吃的菜——茄子抖辣椒，就闪亮登场了。别看
做法简单，味道却十分鲜美，只夹那么一点点，就
能送下一大碗米饭。通常三大碗饭吃下去，辣得
酣畅淋漓，面红耳赤，放下碗，还意犹未尽。这味
儿，这劲道，好比潇湘男儿的火爆、刚猛，充满坚
韧，充满拼劲，够辣，够爆，够刺激。以至于我长大
后也像这湘辣般，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
个风风火火，痛痛快快！

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由家乡的山水、风俗
和食物喂养的心结。漂泊的日子久了，对家乡风
土人事的惦念，就会凝成思乡的结。对于游子来
说，化开这个结，只需家乡的一个味道，比如湖南
的辣椒。当你背井离乡走在他乡的街头，他乡的
黄昏，夕阳西沉，清风梳发，晚霞葳蕤，长影斜地，
你会不由自主地打开行囊，拿出一包家乡的盐辣
椒，爽爽地辣一次，就可以驱赶所有莫名的惆怅，
足以牵起对家乡所有的记忆。

湘辣，我的乡愁，一头牵着游子，一头牵着故乡。

湘辣 我的乡愁
尹晓华

散文

人说大院风光好，杜鹃花海盛开时，当属
人间第一流。因此春天来时，我就翘首以盼
了，到三月底，终于等来了大院赏花之行。

山行道上，应接不暇。我们沿茶盐古道而
上。有人说：盐是由海入山的重味，茶是由山
出海的清香。一条长长窄窄弯弯的古道，传递
的是生命的味道，文化的交融，历史的记忆。
古道由近1亿块石板铺就，全长约150公里，历
经百年岁月沧桑，承载无数行人通商往来，仍
旧保存完好。古道蜿蜒于山岭之间，四周景象
随海拔高度不同而变换无穷，茂林修竹、古迹
遗址、杜鹃花海……一路行走，一路惊喜。像
在大海边捡拾美丽的贝壳，这里有一个，那里
又有一个，每个都不一样，每个都很漂亮。

途中有一处古驿站，历经岁月流逝，风雨侵
蚀，只剩下斑驳旧迹和断壁残垣。而这个小小
的驿站，曾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呢。多少脚
夫挑夫在此歇脚休憩，发出“霜夜与霜晨，惆怅
役此身”的叹息；多少商人旅客在此相会，笑谈

“四海之内皆兄弟，相逢何必曾相识”；多少故友
亲朋在此送别，相互勉励“无为在歧路，儿女共
沾巾”；多少羁旅游子在此夜宿，写出“何当共剪
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书信。如今只有草木
不语，迎送南来北往；古道无言，见证岁月沧桑。

因大院海拔高，空气湿度大，古道石板布满
青苔，尤其是到林深树密、人迹稀少处，愈加青
青郁郁。行走其中，满目皆绿，仿佛被绿色紧紧
包裹，诗云“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恰是此
种感受。一脚踩上去，松松软软，不禁生出怜惜
之情，既觉得我们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此处静
谧，又怕踩坏踩脏了这一片原生态的绿。

我们一路与水声相伴而行，走到一湾浅浅
的水潭处，大有《小石潭记》中的景象，水声悦
耳，其清若无，其凉沁脾。水中凉意渗入全身，
在清脆的水声中调动起全身感官的灵敏度，使
人心定神宁。可以想象月明星稀之时，树影横
斜，水声潺潺，泉映月，月在泉，点点杜鹃花摇
曳点缀，一帘清幽动人之景。

这次为避人群，我们赶在了杜鹃花节之前

奔赴花海。在山脚下，花已盛开。随着海拔的
升高，花的姿态渐各不同，全开的、半开的、花
蕾状的、花苞状的，羊角杜鹃基本都已开好，而
珍贵的云锦杜鹃还有很大部分没有开。她像
个美丽的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需得众人千
呼万唤才缓缓而来。大约世间好的东西总不
易得，因此才更让人珍惜。

世人爱以花喻人，如果说桃花是温柔腼腆
的，梨花是清秀率真的，那么杜鹃花则是热情
大方的，而云锦杜鹃则是热情中带着矜持，大
方中带着优雅。她不开则已，一开便是一簇，
一大团一大团簇拥着，向世人展示着她的风
姿。但她是绝不肯艳俗的。她贵而不富，绚而
不丽，雍容而不臃肿，华贵而不华丽，其形似
云，其色似锦，一树繁花，如云蒸霞蔚。

云锦杜鹃花期珍贵，从头年六、七月就开始
孕育花苞，到次年三、四月才盛开，历经整整十
个月的时间，如十月怀胎一般，努力地赴一场春
天的盛会。因而一旦盛开便是一场视觉的盛
宴。而造物者既大方又吝啬，蕴藏着无尽智慧。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院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

大院踏青赏花
李美玲

▲大院美景。湘锅里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