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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终身的幸福，不是依赖名利，
而是依靠那枚能点燃自己的“火花”。】

高考出分在即，填报志愿一事也被

提上日程。

朋友的孩子小吴这几天有些迷茫。

他在长沙一重点高中读书，成绩不错，

高考发挥正常，预估考上 985 高校应该

没有问题，但令他纠结的是，自己还没

想好到底选择什么专业。

考虑到当前材料行业发展空间巨

大，父母建议小吴选择与化学相关的专

业。不过，一位大学念服装材料专业的化

学系学霸转告小吴，材料专业并非别人

说的那么吃香，不然，他也不会毕业选择

在一家辅导学校任职。小吴求教互联网，

几番查询后，他感觉生物医药专业不错，

特别是疫情之后，各国都会在生物医药

的研发上持续发力。不过，当小吴将此想

法告诉班主任老师后，老师建议他再斟

酌斟酌。据说，小吴的班主任就是生物老

师，他认为小吴更适合其他专业……

“我到底该选什么专业？”迷茫的小

吴将这些槽心事和我聊起。我说，你问

了这么多人，却从来没有问问自己。不

仅是你选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你到底

想选什么专业？两年前，湖南留守女孩

钟芳容高分考上北大，却因选择“冷门”

的考古专业在网上引发争论。事实上，

我们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人们总爱极

其功利地一厢情愿，站在当下的维度短

视地揣测未来的发展。其实，没有什么

好专业，也没有什么差专业，不然，为什

么这么多曾经所谓的热门专业，多年后

又变成供大于求的冷门专业。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选择专

业当然不是件小事。一个人终其一生的

专注和钻研，如果不是自己的热爱，可

想而知很难持续，当然也难有成绩，更

难以收获快乐和幸福。两年前，一部叫

《心灵奇旅》的动画片，打动了很多成年

人的心——个人终身的幸福，不是依赖

名利，而是依靠那枚能点燃自己的“火

花”。这个“火花”是什么？想必就是自己

的喜欢和热爱吧。

小吴向父母、师长等经历过的人请

教，当然没错，但最终选择的主人是他

自己，是他真正的内心。

【没有人天生就是熟练
的父母，谁都是手忙脚乱过
来的，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坚
持和赞美。】

和 冷 清 的 父 亲 节 比 起

来，妈妈们日常“吐槽”孩子

他爸不管娃的话题时刻都很

热烈。是爸爸们真的带不好

娃么？最近有媒体报道的一

项调查表明，爸爸们之所以

在带娃中存在感低，是因为

挨骂太多。

调查显示，67%的爸爸因

为 带 孩 子 的 方 式 受 到 过 批

评。批评来源最多的是孩子

妈 妈 ，占 比 44% ；其 次 是 长

辈，占比 24%；最后是亲朋，

占比 9%。看着这组数据，常

遭“吐槽”的爸爸，是不是真

被伤了那颗想带好娃的心？

这 些 年 流 传 起 一 个 梗

——“爸爸带娃，活着就行”，

不禁让妈妈们很难真正放心

让爸爸带娃。其实，有研究表

明：爸爸参与家庭教育的孩

子 更 自 信 、更 勇 敢 、更 有 责

任，知识面也更广。回想起孩

子班上那名最受欢迎的小学

霸，确实人家父亲就是家里

的育娃主力军，孩子妈妈真

正做到了放手、放心。

在带娃这个领域，妈妈

因为天生的优势，掌握了更

多的话语权和评价权。心理

学家说：“人性深层的需求，

就是渴望得到欣赏和赞美。”

爸爸也不例外。一旦带娃总

是得不到“五星好评”，心灰

意冷的爸爸也许就会退出带

娃的圈子。

带娃不是生娃，并不存

在“天生搞不定”的预设。没

有人天生就是熟练的父母，

谁都是手忙脚乱过来的，唯

一 的 区 别 只 在 于 坚 持 和 赞

美。如果大家都能放手给爸

爸机会，就能让爸爸越来越

自信、越来越有成就感，主动

参与到带娃中来。带娃不容

易，需要同舟共济，放手让爸

爸多多带娃吧。

【可以放松，但不可放纵；可以休
整，但不能就此止步。】

随着高考结束，一场火热的“后高

考消费”大戏开始上演。超 1000 万的庞

大高考考生消费群体、近 3个月的假期，

以及高压过后的“嗨玩放松”心态，为众

多行业注入了强大的消费活力。

从高中到大学，是人生的一道分水

岭 。学 生 从 家 庭 走 向 社 会 ，将 会 更 自

主、更独立。在物质上，他们有添置装

备、学习技能的必要；从心理上，他们

也需要完成启蒙，成为一个独立的消

费者。因此，高考之后的买买买，不仅

是放松和犒赏，也可视作孩子在经济上

的“成人礼”。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高考消费”也

是一道考题，既考家长更考学生。

对家长来说，答好这道题，不妨通

过共同制定消费计划，合理安排支出费

用，让孩子学习量力而行的消费模式，

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同时，面对形

形色色的消费陷阱甚至虚假宣传、金融

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帮助孩子提

高辨识能力。

对“准大学生们”来说，高考结束意

味着一个极具意义的开始，从这一刻

起，他们将真正地为自己的选择而买

单，对自己独自在外的安全而负责，奔

赴自己的兴趣所在，将自己与这个社会

充分连接。如果在此过程中，能够在直面

诱惑和选择中树立健康的消费观，从角色

转变中学会对自我和财富的管理，培养

健全人格，无疑将受益终身。

一言以蔽之，对广大考生来说，“后

高考”时期，无论是消费还是生活，可以

放松，但不可放纵；可以休整，但不能就

此止步。毕竟，高考只是人生漫长旅途

中的一个关口，以此为起点，我们还需

要继续向下一段旅程进发。

【畅通残疾人群体在出行、办事等
各个方面的“堵点”。】

近日，笔者在有关调研座谈会上获

悉，我市已正式启动无障碍综合服务示

范区建设，但如何让无障碍设施使用

“无障碍”，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这些年，株洲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效。如全市 1400 多户困难残疾人家庭

完成了无障碍改造；市公交公司在快速

公交廊道设置无障碍通道，公交车上配

备轮椅放置区等。

如果说无障碍设施建设反映了一

座城市的温度，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则关

系每个个体的感受，更是建设幸福株洲

的应有之义。调研中也发现，一些无障

碍设施存在设置不科学、被占用等问

题，影响着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使用。

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观念上的误区。如

那些占用盲道的人大都抱有“没见人走

盲道，临时占用没啥”的观念。

由此可见，除了提前做好规划，无

障碍设施的建设维护更需主动换位思

考，关注细节，多为残疾人群体、老年人

群体考虑。如小区电梯设置声音提示，

停车场科学设置残疾人专属车位，商场

中无障碍卫生间老化的扶手及时更换，

银行、医院、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提

供视频手语翻译服务等——总之，就是

畅通残疾人群体在出行、办事等各个方

面的“堵点”。

只有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走出家门，让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走得顺利、顺心，才能让无障碍设施的

使用真正“无障碍”。

【从株洲出发“进京达沪”，串起一
座座重大城市、一个个重要节点。】

6 月 20 日 8 时 25 分和 8 时 54 分，

在高铁站株洲西站，株洲西—北京西

G506 次高铁列车和株洲西—上海虹

桥 G1348 次高铁列车，先后缓缓驶出

站台，这标志着株洲至北京、上海高铁

列车正式首发，也结束了株洲没有始

发高铁的历史。

随着高铁网络建设的日益完善，

国人旅游出行的频次不断提高，人们

日常旅游出行的半径也在不断增加。

高铁出行已代替民航成为旅行的首

选，乘坐高铁去旅游，现如今已经成为

众多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伴随着始发高铁的汽笛在株洲西

站鸣响，从株洲出发“进京达沪”，串起

一座座重大城市、一个个重要节点，不

仅拉近了株洲与这些城市的距离，也

有利于引客来株，增加株洲本土旅游

资源的热度，尤其是炎帝陵、中国陶瓷

谷、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等享誉全国

的知名景点。随着暑期的到来，株洲本

土著名旅游景点能更好地通过高铁进

入人们暑期出行的景区名单。

一列列株洲始发高铁，不仅载着株

洲人民任行东西南北，畅达四面八方，

也吸引着更多五湖四海的客人来到株

洲，株洲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列列高铁列车，给株洲带来的

不仅仅是游客，还有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把株洲的旅游名声带向全国，推

动株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株

洲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新高地。

该选什么专业？
朱 洁

答好“后高考消费”这道题
周 蒿

让无障碍设施使用“无障碍”
邓伟勇

高铁给株洲旅游带来发展新机遇
温琳

带娃，爸爸们不能“被”缺位
肖 蓉

爸爸带娃，

活着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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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推动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我市再出

新举措。日前，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

联合下发《关于申报 2022 年度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依据我市烟花爆竹行业安全

高质量发展工作重点，对符合条件的生

产企业给予真金白银的奖励。

《通知》明确，加大在烟花爆竹机械

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项目扶持。其中，

推动烟花爆竹安全重大生产技术研发

和推广项目；烟花爆竹企业风险监测预

警建设、视频监控设施设备建设、运行、

维护等，符合以上条件的生产企业可申

请最高不超过 10万元的扶持与奖补。

此外，对注重安全教育培训、应急

救援建设项目的企业也有奖励。包括烟

花爆竹应急救援基地和烟花爆竹企业

应急救援队的设施装备补充、设备运行

维护，应急演练，应急比武等；烟花爆竹

企业宣传教育培训设施设备建设、设施

维护、实训基地建设、宣传教育体系建

设等，最高也可获得不超过 5 万元的扶

持与奖补。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所

有申报单位（个人）于 7 月 30 日 18 时前，

以电子文档和书面材料形式报送市应急

管理局，逾期不予受理。值得注意的是，

发生过死亡 1人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受到过重大行政处罚的；被列入安全生

产“黑名单”联合惩戒对象的；全市（全

省）通报批评的单位（个人）将不予奖补

和扶持。

最高10万元 奖励烟花爆竹企业转型升级

“不具艰险，守护生命”“胸怀大爱，无私救

援”“技术精湛，救护尖兵”……来自各地表达对

李湘华和队员们恳切谢意的锦旗和感谢信，这

些年来从未间断，挂满了队里荣誉室、装满了文

件箱。

攸县是全省的产煤大户，拉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带动一方百姓就业。但也长期承受着来

自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压力：矿井下险情瞬息

万变，随时可能引发瓦斯、煤尘、水、火及顶板

灾害，造成安全生产事故。

矿山救援复杂且极具危险，需要一位稳重

有实战经验的老兵。50多岁的李湘华放弃国企

高薪岗位，主动加入攸县应急管理局矿山救护

队，任副队长。

时值 2014 初夏，某煤矿井下一个采区发生

了大面积坍塌事故，1名矿工被困。淤泥阻塞井

口，巷道支架随时可能垮塌，足以让搜救队员全

军覆没。

怎么办？下井，救援队员自己有生命危险；

不下井，被困矿工兄弟命悬一线。

“不放弃不抛弃，是救护队员义不容辞的天

职。”生死之际，救援指挥部与家属已在协商准

备放弃救援，而李湘华经现场勘查判断，遇险人

员有生还的可能，便向指挥部提出了自己的救

援方案，队员们毅然决定下井施救。

李湘华和队员们采用蹲姿小碎步方式，借

助被粉尘遮挡的微弱矿灯光，在呛人的井下巷

道中艰难行进。在前行数十米后，一块巨大矸石

挡住了他们前行通道，缺乏掘石的机械设备，他

们凭着自身毅力和双手，以人工碎石的保险方

法移走“拦路虎”，经过 17个小时的艰苦作业，终

于打通生命通道。

看到遇险矿工重见天日，家属双膝跪地紧

紧抓着李湘华的手哭喊道，“你是我们全家的救

命恩人，太感谢了！”

誉为铁军，不是一日之功。

夏练顶酷暑、冬练抗严寒，是每名队员的

必修课；救援理论的学习、抢险技术的钻研，救

护队常抓不懈，队员齐头并进；李湘华在日常

监管工作时身先士卒。近年来，他带领队员先

后参与 70 多次应急救援，成功抢救被困人员

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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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
讯员/曾美丽）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21 个

“安全生产月”，株洲各地消防队伍紧紧

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

人”这个主题，与地方政府及单位联合相

关部门开展多种方式的活动，进一步提

高全民安全防范意识。

日前，荷塘区钻石大厦，荷塘消防救

援大队、应急管理、茨菇塘派出所等相关

单位部门 200余人紧急集结。一组消防员

冲进火场搜救，一台消防云梯车架设起

云梯，从 4楼成功解救出被困人员，医疗

救护组迅速将其 3名伤者抬上救护车，送

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经过各小组的协同

配合，“危机”解除。

“电动车不能入户入楼停放和充电”、

“使用蚊香的时候要远离可燃易燃物，您记

得了吗？”日前，渌口区伏波广场，渌口消防

救援大队消防宣传员通过搭建咨询台、设

立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传授

夏季“防火宝典”。

“消防器材要配齐，消防设备不乱动；

消防演练经常搞，火灾损失会减少。”天元

消防救援大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儿童舞

蹈、腰鼓、方言版消防安全三句半等形式

开展各种消防知识普及活动，广受好评。

在市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经开

消防救援大队进行了举高喷射车射水等

表演项目，阳光透过缓缓落下的水幕，参

观学生连连发出“太帅了”“好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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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宣传员向市民介绍消防器材使用事项。马文章 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谭方亮

他们默默奉献，将隐患和灾祸遏止于萌芽；

他们闻令而动，夙夜奋战在应急救援一线……

近年来，在洪涝灾害、台风、溺水等各项

救援行动中，基层应急救援团队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本期，我们走进两支扎根民间的

应急救援队伍，听听他们在生死救援中的感

人故事。

6年前，杨训勇自掏腰包组建了茶陵县城乡

应急救援大队有限公司。如今，这支救援队装备

“鸟枪换炮”，人数不断扩充，只要有险情，队员

们就会冲锋在前。

杨训勇，茶陵人，本职工作是做工程建设项

目。每每看到汛期洪水肆虐乡村，人们争相逃离

的惨状，杨训勇就暗下决心：以后富裕了一定要

组建一支民间义务救援队，将老乡的损失降到

最低。

2016年，杨训勇投资数百万元，购买大型机

械设备以及其他的应急救援器具，组建了一支

以退伍军人为主，志愿者为辅的救援队伍，自己

担任大队长，开始投入各项救援行动。

2020 年 5 月 19 日，该救援大队接到茶陵县

应急管理局增援请求，赶赴火田丫子冲尾矿库

抢险救援。

由于连日降雨，10 万立方米储存量的尾砂

库上部被雨水冲垮 2万余立方米，坝下 200余名

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当天深夜，降 雨 丝 毫 没 有 减 弱 的 迹 象 ，

杨 训勇凭着多年形成的直觉，断定当晚很可

能会出现险情。“必须马上转移老乡！”杨训勇

立即调来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并带领队员

积极配合村干部和网格员，组织村里低洼处

住户转移。

洪水急流中，有的队员脚被扎了，忍痛继

续向前走；有的队员被水里的东西绊倒了，爬

起来抖了抖泥水依然前行。半个小时，200 余

村民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约 20 分钟后，黑夜中一声巨响，肆虐的洪

水冲向民房和田地。好险！如果村民转移再晚一

点，后果不堪设想。

“只要人没事，一切可以重来。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天一亮，洪水逐渐退去，杨训

勇他们又带领村民开展灾后自救。

“一支合格的民间救援队，不仅需要爱心，

还需要专业的救援能力。而这一切都需资金的

保障。”杨训勇坦言，这些年已经陆续投入 300

余万元，但还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哪怕今后还需

要投入，他也愿意继续干下去。

他挑起矿山救援重担，累计营救30余名被困者

他自掏300万元 组建民间救援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