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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赛锘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因我公司所传播的：“现在市场有一种永磁电

机潜油泵，永磁电机自身带有能量，随时可能发生
‘扫膛’，即转子和定子的间隙只有0.2毫米，发生摩
擦产生火花；绿牌潜油泵自身不带能量，不会产生
火花……。永磁电机内的磁钢是脆性材料一旦碎
裂，掉下的碎渣会产生火花。鹤管潜油泵的工作环
境免不了经常碰撞，很危险。”等言论是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的侵权行为，给贵公司所造
成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方面影响致以诚挚歉
意！

贵司诉我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由株洲市
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
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被告的不正当、不合理的评价，目的在于通过诋毁
原告的商业信誉和产品声誉，削弱对方的竞争能
力，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其行为势必造成原告的
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故本院对
原告要求被告出具书面赔礼道歉，并在其所有公司
的官方网站首页、微信公众号向原告公开赔礼道
歉，恢复原告名誉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应在其官

方网站首页、微信公众号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连续
十日，致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查。”

法院判决生效，特致歉如下：
贵司已依法取得了相关部门颁发的永磁电机

原理潜液式电动泵的《防爆许可证》。产品已经得
到权威部门的认可及认证，证明其产品安全可靠；
由于我司的侵权行为使公众和贵司的现有和潜在
客户对永磁式电机潜液泵的安全性产生了相关误
解，再次致歉！

致歉人：天津加马电潜泵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6月17日

致 歉 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
晓静 通讯员/齐赛）一群孩子齐聚操
场，将整个面部埋在盛满水的小水盆
里，这是集体洗头，还是集体喝水？6月
14日，天元区群丰镇中学举办了一场特
殊的“憋气”活动，用一盆水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

一凳、一盆、一水，现场学生们一字
排开，只听一声哨响，大家纷纷把头埋
进水盆里。

“憋住，憋住，30 秒，40 秒，这不是
一场比赛，如果感觉到难受就抬起头。”
一旁，组织老师一边仔细观察各位学生
的反应，一边出言鼓励。

原来，该校创设沉浸式溺水场景，
孩子们自愿参与体验。“太可怕了，当水
没过头顶，我感觉全世界都是水，这种
感觉真不好受！”学生陈成说，在水里不
小心呼吸了一口，就有水涌入鼻子，呛
入气管，那滋味实在难受。

“感觉呼吸不过来，下次再也不敢
私自下河游泳了。”学生刘敏敏心有余
悸地说。

小小一盆水，三分钟模拟，没有长
篇大道理，没有苍白无力的说教，却让
孩子们身临其境感受溺水时的恐惧与
无助，体悟生命的脆弱与珍贵，增强了
对生命的敬畏感和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
天鸿）“感谢法院帮我追回‘救命钱’，钱
已经收到了，我就等着这笔钱治病了。”
近日，石峰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执
行局局长陈定波所带领的鄯善县人民

法院执行团队穷尽执行措施，最终通过
司法拘留威慑，为身患疾病的申请执行
人何某追回了执行款15.3万元，缓解了
何某急需住院费用的燃眉之急。

80岁老人走失
网格联动助其回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谭寓展）
“李薇，我是王立珍的孙子，请帮忙找找我奶奶，我们怎么
都找不到她！”6月15日早上8点，铜塘湾街道清水塘社区
网格员李薇接到了辖区居民的求助电话，走失的老人王奶
奶住在清水塘社区株化六区，已经80岁了，意识有点不太
清晰。她儿子6月13日晚上送晚餐时老人还在家，6月14
日早上送早餐时，便发现老人不见了。

老人已经失踪超过一天，情况不容乐观，在和居民核实
完具体情况后，李薇立刻在社区六个网格群内发布寻人启
事，考虑到老人不会走太远，且社区几个网格群扩散有限，李
薇立刻上报街道办事处请求街道网格中心同步发布老人走
失的消息，并在街道范围内所有网格居民微信群进行转发。

消息发布不久后，群内一位居民刘先生提供线索∶“14
日晚11时在环保路口碰到过一名穿灰白格子上衣的老人，
疑似王奶奶，可调监控查找。”与此同时，另一位热心的居
民田女士也提供线索∶“15日上午，老人拿着一根树棍经过
了九路车终点站。”网格员将各网格收集的消息转告给了
王奶奶的家人。

网格员易迎香收到消息后，大中午顶着热辣辣的太阳，
带着王奶奶家人前往九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找人，但没有
找到。傍晚，网格员李薇在网格微信群中再次发布了王奶
奶最新行踪，请求群内居民帮助。

“老人找到了！”终于，霞湾新村网格员罗敏在网格化工
作群内传来好消息，李薇也接到了王奶奶家人的微信及视
频∶“奶奶找到了，现在在去二医院的救护车上，请大家放
心，奶奶意识模糊，但还能简单应答我们，有体温呼吸等生
命体征。”家人一脸激动地告诉网格员。15日晚8时，经过
12小时的寻找，王奶奶终于找到了，网格员们悬着的心也
落了地。

患病老人失踪
网格群一小时内找回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正是因为有你们
无处不在的守护，我们的这个世界才会这么美好。”6月14
日下午，石峰区响石岭街道云峰阁社区民警与网格员收到
了居民陈敏送来的一封感谢信。

事情要从 6 月 12 日说起，当天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
云峰阁社区户籍民警陈伟告诉网格员程书奇，家住响石花
园的居民刘桂荣（患有阿尔茨海默病），6月11日早上出门
后在响石广场附近走失，至今未归，通过监控视频也没有
找到，走失时间已经超过一天，家人心急如焚，需要加大找
寻力度。

得知消息的程书奇第一时间与刘桂荣的女儿陈敏联系
并确认了一些细节问题，随后向街道网格中心求助，利用
网格力量，迅速在石峰区各个网格微信群转发寻人启事，
呼吁广大居民朋友共同关注并转发朋友圈。

12 日下午六点半，一位居民在朋友圈看到寻人启事
后，发现失踪人员与一直在单位旁坐着的老人极为相似，
于是上前询问相关信息，同时将照片发给了网格员一起比
对，最终确认，正是失踪老人刘桂荣。

六点五十分左右，刘桂荣老人成功被家人接回家。“之
前我们寻找了一天一夜未果，在网格员的帮助下，不到一
个小时就找到了。”陈敏说。

老赖借钱不还
援疆法官追回群众“救命钱”

集体洗头还是集体喝水？
不，这是沉浸式防溺水教育

在确认被执行人刘某系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履行的情况后，陈定波找到了
刘某。刘某仍声称没有钱履行债务。
陈定波当即决定将刘某强制带回执行
局，并履行司法拘留相关手续。

刘某被带上警车后，仍声称如果他
被拘留了，更不会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欠
款。陈定波立刻打消了刘某以为拘留
了就不用还款的想法，同时在回法院的

路上特意带着刘某到鄯善县拘留所附
近“踩点”。

当拘留所高高的围墙和大门真真
切切出现在眼前时，刘某瞬间慌了神，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表示愿意凑
钱还款。当天，刘某就把 15 万元的借
款和迟延履行金 3 千元支付至法院执
行款账户，申请执行人何某也很快领到
了这笔执行款。

在拘留所门前，老赖最终认了怂

陈定波于去年12月与全省其他市
州的12名法官一同前往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吐鲁番地区，展开为期一年的援
助，陈定波被安排在鄯善县人民法院工
作。至今，陈定波已在当地执结案件88
件，执行到位金额达200余万元。此次
陈定波办理的申请执行人何某与被执
行人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去年11
月经鄯善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刘某向
何某偿还借款 15 万元。判决生效后，
因刘某拒不付款，何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经网络查控

和线下调查，均未发现刘某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刘某在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后也表示自己没钱偿还债
务。而申请执行人何某一直处于患病
状态，已无钱缴纳住院费用，眼巴巴地
盼着早日追回这笔“救命钱”。

陈法官了解到申请执行人的情况
后，多次到刘某的常住地，对刘某的生
活、经济来源等情况进行走访。通过向
社区居委会、周边邻居等进行更加细致
的调查，了解到刘某虽然名下没有财
产，但其经常承包一些小工程项目，有
一定的收入来源。

当地群众亟待“救命钱”，我市援疆法官果断出手

▲学生正在体验中。记者/孙晓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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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丰富，打造特色水果基地

做事麻利、积极乐观，这是渌口区淦田镇
“村妇”丁新娥给人的第一印象。

“我是株洲第一批做进口水果生意的人，
开过超市，最终带着一身‘伤’回到家乡，从头
开始。”丁新娥创业故事一波三折，如今，她将
职业界定为新型职业农民，想把“山货”卖到远
方……

创业不忘学雷锋

丁新娥的创业故事有点曲折。她早年在
三角叉水果市场做生意，是第一批销售进口水
果的人，积累了第一桶金。“一单生意被骗，让
我血本无归。”丁新娥说，成家后，她的重心放
在了家庭，机缘巧合下，2012年在天鹅花园开
了一家超市。

最初超市生意还不错，热心的丁新娥还借
助店铺地理优势，成立了“财旺爱心志愿队”。
从募集旧衣服，到捐资捐物，她事事亲力亲
为。那几年，丁新娥和志愿者们每月至少开展
两次公益活动，帮扶残贫、环卫工人，给患白血
病等重病者筹集善款。

由于各种原因，超市经营出现亏损，2019
年，丁新娥以负债近七十多万元结束了这段创
业生涯。

回乡当起新农人

超市没了，债务压头，怎么办？她没有被
困难打败，毅然回乡再创业。

丁新娥发现，一些农家自产的生鲜及土鸡
等农产品，虽然价格不便宜，但销售很好。家
乡淦田镇宏图村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好，她认
为，如果能把自产农产品拿去卖，应该会受欢
迎。

于是，丁新娥租了十多亩地，搞起了种植
和养殖业，还通过QQ、微信向网友推送自己土
特产的供货信息。“没想到，网络销售还挺奏
效！”尝到甜头后，丁新娥又将眼光投向了视频
号，她开始自学拍摄、剪辑，一条视频最高获得
十余万点赞。直播时，丁新娥面对镜头十分从
容，犹如一位网红。

从几名“老客户”到数千名“新粉丝”，丁新
娥的土特产销售面越来越大。为了把村里的
土特产生意做得更好，她现在有一个近500人

“供货”微信群，都是当地村民。
如今，丁新娥绝大部分债务已经还清，她

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土特产会越卖越“火
爆”。

瓜苗死掉、大棚倒塌，10多年种植路风雨相伴

白关镇：“甜蜜”产业瓜果飘香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 翁杰）
六月的乡野，满是夏天清甜的味
道。走进芦淞区白关镇，丝瓜甜
了，西瓜红了，黄瓜绿了……处处
都是采摘、打包的繁忙景象。“甜
蜜”产业，促进该镇农业提质增效，
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村妇”丁新娥：
把“山货”卖到远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广隶

80后女农人：有一个压不垮的绿色种植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王友忠 黄英

天元区群丰镇湘滨社区，1982
年出生的万芳，从事西瓜种植有10
多年了。创业路上，即便历经千辛
万苦，她始终没有放弃，在她心里，
有一个压不垮的绿色种植梦。

2018 年，万芳的公公中风，为了照顾老
人家，万芳和丈夫回到老家群丰镇湘滨社区，
流转了50多亩土地，继续种西瓜。而这个时
候，万芳的丈夫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每天都得
吃药，一些重力活都落在万芳肩上。

回家乡种植的第一年，因为不熟悉土质，
在西瓜基地开沟时，沟开浅了，导致第一批西
瓜泡了水，全部都浪费了。

2020 年，万芳还尝试过种蔬菜，可又遇

到疫情，蔬菜都没有卖出去，又损失不少。好
在，在她最困难时期，政府部门及左邻右舍向
她伸出援手。

为了回馈父老乡亲，湘滨社区有几个村
民尝试种蔬菜，万芳夫妇免费为他们开竹片、
搭大棚，还教他们种植技术。因为历经太多
艰辛，她不希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村民，跟
她一样饱受挫折，她希望用自己学到的有机
种植技术，帮助百姓增收。

回家乡创业，免费为村民搭大棚、教种植技术

万芳和丈夫结婚后，原本在外地做生意，
但因为丈夫身体不好，不宜奔波，在亲戚朋友
的帮助下，她和丈夫开始学种西瓜。

第一年，她承包了 40 多亩土地，自己育
西瓜苗，开启创业之路。

她把西瓜苗当成宝贝一样宠着，每天去
看看有没有长大。“西瓜苗长得慢，我就用肥
料去浇灌，没有想到，很快，这些幼嫩的苗都
变黄了。”万芳后悔不已，只好重新育苗。

后来，待到西瓜苗移栽好后，又遇上大风

天气，万芳搭建的 140 多个大棚，倒了 70 多
个，她急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她默默含
着泪，又重新把倒下的大棚搭好。

刚开始创业，自己并没有多少资金。万
芳投资的22万元，大部分是向亲戚朋友借来
的，还有工钱、化肥等都是赊的账。

第一年损失惨重，可万芳没有气馁，周边
的农户教她一些经验。第二年，她又承包了
40多亩地，慢慢掌握了种植方法。

▶6月16日，芦淞区白关镇华
亿庄园，村民余香雪正忙着采摘丝
瓜。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摄

▶万芳在西瓜大棚里劳作。记
者/杨如 摄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白关镇卦石村，
产业美是一种看得见的形态。

华亿庄园与农家壹号是村里引进企业深
化农旅结合的成果。尤其是华亿庄园，流转
了村里 1300 多亩荒山，7 年多来先后在村里
建设了蔬菜、瓜果基地生产各类农副产品。

华亿庄园创始人林建勇介绍，庄园以订
单的形式引导周边农民种植优质绿色蔬菜。

“农户种植蔬菜瓜果，我们负责收购，并用华

亿的物流统一配送。一来为农户打开了销
路，二来实现了蔬菜瓜果生产专业化、经营管
理精细化、市场运作多样化。”

芦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区在白关镇打造了集生态种植、果蔬采
摘、特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观光农业，
解决了农村村民就近就业的问题，同时带动了
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白关镇种植果蔬
2.16万亩，带动了土地增值、农民增收。

农旅融合，打造现代观光农业

未入瓜棚，先闻其香。6月16日，位于白关
镇卦石村的华亿庄园蔬果种植基地内，种植户
们在大棚里正忙着将“藏”在藤蔓下的黄瓜一个
个摘下、清洗、装箱，及时送到市场和市民手中。

在旁边不远处的另一个大棚，西瓜也迎
来了采摘季。“我们选种的是高端的品种，叫
麒麟美都，由于品质好，在全国都非常畅销，
今年行情也比较好，基地一天可以摘 200 多
斤。”采访当天，从长沙前来买瓜的宋女士告

诉记者，这里的西瓜皮薄多汁，口感脆甜，价
格实惠，自己买过很多次。

目前，华亿庄园的果蔬种植面积达 600
亩，主要以莲蓬、西瓜、柚子、火龙果、桃子、
琵琶、杨梅、水果黄瓜为主。其中，脆甜爽口
的杨梅 6 月成熟，香味脆甜的美都麒麟瓜 6
月成熟，味甜的黄桃 7 月成熟，火龙果 10 月
成熟……各种水果你方唱罢我登场，吸引了
许多游客前来采摘。

▲丁新娥养殖的小猪，饲养周期至少8个
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