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叙友是新邵人，自幼家贫，几番辍学，18岁

那年考入技校，跳出农门，之后来到株洲，在一家

国有大中型企业从普通员工做到领导岗位。

李叙友回忆，儿时看到路边招牌上漂亮的

字，就会记在脑海里，用手在肚子上练习。在学校

里，还经常代替老师写宣传标语。

退休之后，李叙友重拾兴趣爱好，专门拜师

学艺，书法、绘画水平日益精进。

“书法、绘画、诗词，其实是不分家的，学了一

门，自然而然就想融会贯通。”现在，李叙友每天

都会画画、练字、写诗，一日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李叙友坦言，来到盛康·国际颐养苑，这里环

境优美，服务周到，设施完善，是城市里难得的一

处“世外桃源”，更加有闲心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

“虽然老来学艺，力不从心，但乐此不疲。现在整天

以书画为伴，日日欢快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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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室雅兰香”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墙壁上挂满了各类山水画，画架上夹着一沓

沓书法、绘画作品……盛康·国际颐养苑里，

85 岁老人李叙友和老伴的房间处处充满了

诗情画意。

李叙友是一名艺术家，7月 6日，他像往

常一样，画完一幅山水画后，工工整整写下 10

多个相同的楷体字，然后剪下来，这是他为学

生在下一堂书法课上准备的练习“范本”，他免

费教 10多个耄耋老人学书法，让他们在充实

的晚年生活中感受诗意。

免费教学，学生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句话在李叙友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去年 10 月，李叙友和老伴入驻盛康·国际颐

养苑后，不少老人纷纷向他请教书法，他索性办

了一个公益兴趣班，免费教这里的老人学书法。

李 叙 友 是 中 国 楹 联 家 协 会 会 员 、湖 南 省

诗 词 协 会 会 员 、湖 南 省 老 年 老 干 部 书 画 协 会

会员，作品曾参加全国、省、市比赛，并多次获

奖 ，还 举 办 过 个 人 书 法 展 览 ，出 版 有《李 叙 友

书画作品集》、诗集《怡心斋诗联》等。

“学书法的这些老人，年龄最大的 93岁，最小

的也有 80多岁。”李叙友说，因为字帖上的格子，

他们看不大清楚，我就会把字写大一点，然后剪

下来，发给他们。

公益书法班的班长徐奶奶介绍：“李老师教

得很细致，每一节课只教一个字，学会之后让就

我们练习，还会点评我们的字，写得好的会打

圈。”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零基础的老人，

写出的字也挺有范。6 月底，盛康·国际颐养苑举

办了首届老年人书法比赛，3 名老人分别获得了

一、二、三等奖。

自幼爱好书法，退休后拜师学习、潜心创作

扫码了解
更多盛康资讯

“大会”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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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小

单元，它与每一个城中居民息息

相关，是一座城市幸福感的基础。

纵观今年过去的 6 个月，业

主大会辅导机构背后，是株洲物

业管理在现行规则下努力变革的

身影。

4 月，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局

联手，在全市开展“红色物业”示

范项目创建活动，“五个红才算

红”、真金白银支持，以期推动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5月 1日，《株洲市物业管理委

员会组建办法（试行）》正式实施，

明确物业管理委员会是业主组织

的过渡形态，主要负责组织业主

协商共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

项。这是全省首个此类行业规章。

不久后，市住建局、市财政

局 联 合 印 发《株 洲 市 物 业 专 项

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从多个层

面 出 发 ，力 求 让 维 修 资 金 使 用

效率更高、更合理。其中明确维

资增值收益可购买各类设施保

险 、应 急 情 况 跳 过 表 决 优 先 使

用、控制预算、决算审核等多项

开拓性举措。

几天前，市住建局赶赴浙江

衢州，调研物业监管平台，为下一

步建立物业服务评价机制寻找方

法。

本月 27日，首批 18个试点小

区将开始启动组建物业管理委

员会。

“辅导业主大会召开，选出业

委会，监管物业公司，是小区治理

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最终的目

的是，在现行规则下，强化业主主

体地位，解决物业市场失灵问题，

让株洲的小区治理甚至社会治理

更规范更有效。”市住建局物业监

管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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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株洲经开区
协助企业融资2.26亿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王理 马
妮娜） 加强银企对接，助力企业发展。近日，株洲经开

区国资金融办牵头举办银企对接会，邀请多家金融机

构、市风险补偿基金管理机构以及 24家辖区企业参加。

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面对

面沟通交流、对接融资需求。各机构就株洲市中小微企业

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发展情况和流程、各项贷款业务、金

融产品等进行解读，并对企业进行一对一指导。同时，详细

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发展瓶颈、融资需求，并安排后续走访

等相关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融资解决方案。

去年，株洲经开区出台《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管理

办法（试行）》文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贷款额的 2%

给予贴息，最高可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贴息资助，进一

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今年上半年，该区协助企业累计融资 2.26亿元，已拨

付贴息补助 27 万余元，惠及 9 家企业。第二批符合贴息

申报条件的企业有 10家，预计贴息金额超过 55万元。同

时，该区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时发力，搭建政银企沟通平

台，实现金融服务供需两端高效对接，为企业提供融资、

上市、基金等金融服务。湖南云田园林市政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是国家园林绿化施工一级企业，2019 年入选第

四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名单。日前，株洲经开区为

该公司拨付 16万余元贷款贴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

疫情期间的资金紧张。

天元区
新阶联动力谷分会成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胡晓雨 陈
雯欣） 近日，天元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动力谷

分会成立大会暨株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

地授牌仪式，在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举行，这是株洲

市首个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基地。

会上，审议通过了《株洲市天元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动力谷分会章程（草案）》，并通过投票，选举产

生了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等第

一届领导班子人选。

湖南三圆惟度品牌整合有限公司总经理单秋香当

选为会长。现场，与会领导为动力谷分会授牌。

新阶联动力谷分会，目前共有会员 30余人，是由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

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各个行业推

荐出来的优秀代表人士、业界精英组成。

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现有各类孵化场地 101.7

万平方米，入孵企业 205 家，有近 6000 名各类人员在

园区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较多，为园区的发展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芦淞区：

读书分享会
促年轻干部多读书读好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何嘉琪）
为提高年轻干部综合能力，培养年轻干部良好阅读习惯，

近日，芦淞区“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读书分享会如约

而至，80余名年轻干部参与读书分享会。

分享会上，年轻干部共聚一堂，针对自己所喜爱的书

目，集中分享了所读书目的读后感和读书过程中积累的一

些方式方法，并讲述了自己在读书期间的小故事、小收获，

共享读书带给自己的益处与思考。大家互相交流，互相推

荐，互相学习，营造了引导年轻干部爱读书、好读书、乐读

书的浓厚氛围。

分享之余，大家还将读过的好书进行分享朗诵，展开

思维的碰撞和知识的交互。有的年轻干部就书中的精彩内

容进行现场互动；有的年轻干部把触动自己的章节或片段

朗读出来一起分享；还有的更是道出了自己读后的收获和

体会，分享书籍对自己的影响。

“通过读书分享活动，让阅读在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中

发挥很好的助推作用。”芦淞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文韶松表示，读书分享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式，打破

了独立式阅读的沉寂氛围。

接下来，芦淞区委组织部还将持续举行类似活动，激

发广大年轻干部的学习热情和创业激情，促进形成浓厚的

“你读我读大家读”的“悦读”氛围。

菱溪社区暑假社会实践
活动精彩来袭

“今天我们先来学习写长平横，运笔口诀是顿、横、顿、

回……”7 月 4 日，天元区栗雨街道菱溪社区，10 多个小朋

友正聚精会神听老师讲硬笔书法的要领。

暑假期间，菱溪社区整合资源，利用学区型社区的优势，

组织辖区内的中小学在职党员、返株大学生、培训机构老师，

成立志愿者队伍，为社区里的青少年儿童开展一系列社会实

践活动。7月至 8月，菱溪社区的社会实践活动涵盖防溺水宣

传、自然灾害预防、青少年保护法普及、绘画艺术教学、形体矫

正、音乐素养等方面，让青少年儿童在社会实践中开阔视野，

促进其全面发展。图为菱溪社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现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罗佳琳 摄

我市迎来首家第三方业主大会辅导机构
回答业主疑惑 解决治理问题

在 一 场 甚
为惋惜的失利
后，在株洲经营
物业公司 14年
的胡容决定退
出。

像 同 行 所
说的那样，任何
一个从业多年
的物业人都见
过许多稀奇古
怪的小区事。

业主、物业
公 司 、小 区 自
治，在看似简单
实则诡异难测
的关系网中，胡
容决定不再绕
来绕去，她将目
光锁定在一切
的 起 点 ：业 主
大会。

她 发 起 成
立的株洲市幸
福人家业主大
会辅导机构即
将正式对外运
营 。这 一 全 市
（也 可 能 是 全
省）首家业主大
会辅导机构获
得了市住建局
的支持。

因为，无论
是业主自治还
是社会治理，众
人都有一条基
本共识：业主的
事，终归要业主
自己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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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胡容的公司倾尽全力竞标一处大型物

业项目，最终以最高评分成功中标，并完成公示。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然而，事态随后急转直下。

一个小小的细节被揪出：业主代表大会无法

替代全体业主大会，小区议事规则也没有相关规

定。也就是说，业主代表的决议不作数。

胡容只能黯然离场。虽说难过，却也能想通。

照章办事，当然得尊重章法。但这一遭，令她对物

管行业彻底心生倦意。

“虽然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失利，但这背

后暴露出的问题却不得不让人唏嘘，业主大会、

业主自治组织、小区议事规则等一整套关于业主

自治的系统，目前仍然离业主太远。”胡容说。

其实，这是老话题了。

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首次

正式对“业主大会”进行规定。随后的地方行政法

规、《民法典》都再次对其进行了规定。

简而言之，业主大会是小区业主团体最高意

思决定机关。业委会（自治组织）由业主大会选

出，小区议事规则及公约由业主大会制定。

但它实在是太难召开了。

本土一位律师曾梳理过，业主大会从申请、

筹备到最后通知开会，就有十大步骤。到了最重

要的业主表决环节，与“房屋所有权”紧密关联，

表决条件包裹在一大串的“专有面积”“三分之

二”等术语中。

“普通业主很难短时间弄明白种种要求，”上

述律师说，“这也是为什么街道、社区很难切实地

对小区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指导，因为它表述专

业、流程冗长、太费时费力了，基层要么抽不开

身，要么有心无力。”

上个月，天元区颐景园小区业委会向全体业

主每人派发 200 元公共收益，一时间好评如潮。

然而，哪怕在这里，上次召开业主大会也是四年

前了。

“哪怕小区只有 100户业主，开一次会都难，

因为都各自忙活，有的也并不住在小区，很难集

中召集。”市内某小区业委会负责人直言。

没有官方统计全市到底召开过多少次业主

大会，但考虑到业委会是由业主大会选出，这组

数据可供参考：全市共有 1601个小区，有备案的

业委会仅 144个。

尽管实际操作时存在客观

困难，但在现行规则下，要为小

区自治立下各种规矩，就必须

召开业主大会。

胡容所发起成立的株洲市

幸福人家业主大会辅导机构，

旨在为所有参与方提供帮助。

目前，在北京、浙江等地，

类似这样的第三方辅导机构已

经运转多年。

开发商刁难怎么办？筹备

组手续怎么弄？怎么快速而有

效的征集业主意见？各种法律

行规怎么理解？

辅导机构的初衷即是回答

此类让业主挠头的问题。

“我们已经与北京、长沙、

杭 州 等 地 的 专 家 学 者 建 立 联

系，另外，一些在株洲从事多年

物业管理的行业权威人士也愿

意来辅导机构做志愿者。”胡容

介绍。

辅导机构是一个民办非盈

利组织，免费辅导的对象既可

以是业主、业委会成员，也可以

是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物业管

理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等。

“初期，专家学者更多的是

普及常识，法规、流程等，毕竟

对大多数业主甚至基层工作人

员来说，需要了解的常识还有

很多。”胡容说。

业主大会是决策机构，业

委会是执行机构，业委会的行

为必须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

在胡容看来，针对当前物

管行业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召

开业主大会目前最重要的功能

是要选出业委会。

不选出能执行业主团体意

志的机构，很多实际小区纠纷

依旧无法解决。

专家
支招

业主大会也并非包治百病。选

出业委会后，小区治理的博弈便在

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之间开始

了。

“物业公司可不想小区成立业

委会。”多年来，行业内外经常能听

到这样一种说法。这背后的意思是

说，大多数业委会可决定是否更换

物业公司。

“对与开发商捆绑在一起的前

期物业公司来说可能如此，但今天

来看，物业公司与业主自治组织关

系早就变了。”湖南家美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志立说。

移动互联网信息社会，业主维

权意识增强、维权渠道增多，物业

投诉也在增多。而多年来各种纠纷

所造成的物业、业主紧张关系又并

未得到太多缓和。

“但有很多问题，是物业公司

无法单独跟某个业主沟通解释的，

比如电梯故障需要动用业主们的

维修资金，又比如公共收益等问

题。”周志立说，物业公司也希望中

间有个代表业主的机构去协调、去

沟通。

此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守

江山”成为主旋律。“房地产在高增

长周期那几年，我们每年能新增至

少三个项目，现在已经两年没有新

增了，而且收费率也在下滑。”市内

某大型物业公司负责人说。

一方面，本土物管市场多年

野蛮生长以致良莠不齐，市场化

进退机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碧

桂园、华夏、长城等物业巨头纷纷

抢滩株洲。

“我们只有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做好本职工作，以业主为本，

才能站稳脚跟 。”上述负责人坦

言，“丢失一个项目，基本就抢不

回了。”

关系
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