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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实习生/吴洁 通讯员/傅瑶

不久前，在 2022 年株洲市第一

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

球联赛中，面对多支老牌球队，九方

中学高中男子足球队凭借着“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一举摘得桂冠，

成为新科冠军。

半决赛绝杀，突出重围

以高一新队员为主、高二老队

员为辅，跟大多数“老队员唱大戏”

的对手球队相比，九方中学的这支

队伍显得有些“另类”。但在教练郭

晋眼中，正是这群年轻的力量创造

了奇迹。

翻开近三年的全市高中组校园

足球大赛成绩单，九方中学的成绩

并不亮眼。

“最好成绩是第七名，甚至还有

小组‘一轮游’的情况。”队员小陈摸

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郭晋告诉记者，此次比赛共 12

支男队参赛，分为 4 个小组，采用循

环交战制。参赛队不仅有城区的老

牌强队，还有攸县、醴陵市等县市区

的冠军队伍，可谓强手如云。

但就是这支不被看好的队伍，

却一路过关闯将，进入了半决赛。

半决赛中，对手是健坤潇湘高

级中学。该校曾拿过往届赛事亚军，

实力不容小觑。

比赛一开场，双方便展开激烈

争夺，攻守之间，比赛异常胶着，比

分依旧是 00。炎热的天气对双方

队员都是一场考验，不少队员的行

动明显缓慢了下来。

“顶住！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有

一丝放松。”场外，郭晋跟着队员们

一起来回奔跑，不停给予鼓励。

僵局在 75 分钟被打破。在一次

进攻中，九方中学的小将们通过默

契的配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击。

抢断、带球过人、传球、射门……哨

声响起，比分变为 10。

此时距离全场比赛结束仅剩 5

分钟。凭借这一记堪称“绝杀”的进

球，九方中学男足队突出重围，挺进

决赛。

点球大战，精彩夺冠

决赛，九方中学的足球小将迎

来了王牌战队——曾拿过多届冠军

的市四中男子足球队。

“走到这里，你们已经是胜利

者。”校长陈捍东鼓励全体队员放松

心态，抱着学习的目的，享受比赛。

“哔……”，随着裁判员一声哨

响，比赛正式开场。市四中的队员们

经验丰富，迅速掌握比赛节奏，让九

方中学队员压力倍增。

在一次定位球发球时，市四中

球员凭借过硬的实力，一脚抽射，球

向着球门直飞而去，撞击在门柱上

直接落入球门，率先改写比分。

看着球从门柱弹进球网里，九

方中学的队员们皱起了眉头。已经

失去先机的他们接下来要怎么打？

“不要去想结果，展现出自身能

力和团结拼搏精神就够了。”回想起

教练的叮嘱，队员大声互相加油，重

新出发。

“传给我！挡他！过！……”接下

来的比赛中，小将们稚嫩的身影在

球场上来回穿梭，寻找夺分突破口。

机会来临。14 号队员曾俊杰在

角球发球中，踢出了一个质量极高

的球。球以一道弧线直逼球门，虽然

对方守门员高高跳起指尖触到球

身，但巨大的惯性突破了他的防守。

球从球门左上方直接入网。比分变

成 11的比分。

随后，双方都格外认真，最终来

到点球大战。

点球不仅考验守门员的素质，

也考验着进攻队员的心态。双方你

来我往，比分变成 44。难到又要加

时？场边的观众们也异常紧张。

倒数第二球，全场的焦点落在

九方中学守门员罗俊鹏身上。“那时

候，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我什么也听

不见，就听到心跳声，眼里只看见那

颗白球。”回想起那一幕，他告诉记

者，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

把它拦住！

随着对手猛力一踢，球向中门

快速飞出，直逼球网。罗俊鹏顶住

巨大压力，果断瞄准时机，顺势侧

身躺倒，双手正好挡住高速旋转的

足球，球向外弹出。距离胜利只剩

一步之遥。

最终，队员顶住压力，将球射入

对方球门，牢牢锁定胜局。

“哇！”一瞬间，场内外热血沸

腾，大家拥抱在一起，庆祝这难得的

胜利。

未来共筑足球梦想新高地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

原来，早在今年上半年，队员们

就曾代表株洲出战湖南省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首次登场便是对战上届

冠军。“经历过这样的成长大舞台，

球员们面对其他对手也就没那么慌

了”。郭晋说。

自 2020年以来，短短三年时间，

九方中学足球队不断刷新着最佳战

绩。今年，更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校。

傲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学生

和老师的共同努力。“日常训练采取

5+1的理论与实战、力量与战术的双

重把关训练模式，同时和学校、家长

共同联动，年级组长、班主任都在微

信交流群，保证队员踢球、学习两不

误。”郭晋说，专业的训练和学习计

划也使队员们得到了快速成长。同

时，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队员学

习成绩下降，将失去训练资格。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好的训练环

境，校长陈捍东积极与中车集团沟

通，借用企业高标准足球场馆和训

练器械。“作为竞技项目，赢在团队，

贵在坚持，传递在每个人的内心是

足球精神。”他表示，未来将为学生

们提供更多支持，让这群有着热血

足球梦的少年们在绿茵场上尽情挥

洒青春，实现梦想。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晓静 实习生/吴洁 通讯员/
郑奕） 记者昨从市教育局获

悉，根据《株洲市 2022年普通高

中 招 生 实 施 方 案》（株 教 函

〔2022〕11 号）文件要求，我市城

区 2022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

作已经完成。

“城区民办普通高中征集志

愿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不再进行

普通高中录取和调剂工作。”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凡被普

通高中录取的考生，不能改读其

他普通高中学校。同时，已经被

普通高中录取后的考生，若愿意

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由本人及家

长提出申请，可参与职业学校的

录取，但被职业学校录取后不得

改读普通高中。

该负责人同时提醒，家长和

学生切勿听信“可通过特殊关系

或渠道让孩子被高中录取”等类

似谎言，此类骗局最终目的是骗

取费用，家长一旦交纳“活动经

费”，极易人财两空。市教育局将

根据中招系统中录取名单为学

生注册普通高中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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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洲 日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孙晓静 通讯员/袁波 实习
生/吴洁） 高 一 新 生 怎 样 做

好迎接高中新挑战的准备？如

何 尽 快 适 应 高 中 学 习 生 活 和

初 步 感 知 高 中 学 习 的 策 略 方

法？近日，市一中为 2022 级高

一 新 生 带 来 了 精 彩 的 新 生 教

育课程。

该校高中语文教研组长梁

晶老师以“阅读 生活 心灵”为

主题，结合 2020 年、2022 年高

考作文真题，辅以诗词大会、影

视作品的经典片段，让学生了

解“阅读之用”。她重点介绍了

“合零为整”“由情入思”“去粗

取精”等阅读方法。

该 校 政 治 老 师 胡 燕 舞 则

为 学 生 们 带 来 一 场 精 彩 的 思

政课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

本的解读。“受益良多，也感觉

未 来 三 年 的 高 中 生 活 也 有 了

新的方向。”课后，不少同学纷

纷感叹。

如
何
更
好
适
应
高
中
生
活

市
一
中
：
上
好
高
一
新
生
﹃
第
一
课
﹄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
晓静 通讯员/白静） 浓烟渐起，

校园里警铃乍响，教室里正在学

习的学生们如何快速疏散？别担

心，这是一场消防演练。近日，市

四中全体 2022 级新生进行了一

场特殊的消防疏散演练课。

“呜……”当刺耳的警报声响

起，所有新生班主任迅速到达教学

楼各楼层指定位置，指导学生捂住

口鼻，弯腰俯身，沿着指定楼梯口

及路线迅速向操场安全地带撤离。

学生们借用身边的衣物、纸巾等物

体掩住口鼻，有条不紊地快速撤离

教学楼。仅用时 2分 50秒，便完成

疏散并在操场集合完毕。

随后，来自市湘安消防公益

服务中心的教官针对消防知识进

行现场教学，为全体师生现场讲

解了灭火原理、灭火方法以及常

用灭火器材等消防常识，并亲自

演示了防毒面具的使用办法。

此次消防演练不仅使高一全

体师生加深了对火灾危险性、消

防重要性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

逃生路线、逃生要领和紧急救护

常识，也提高了抵御火灾的能力

和逃生自救能力，为切实营造安

全、和谐、健康、有序的校园环境

打下坚实的基础。

7 月 24 日，“2022 年株洲市‘至美

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大赛优秀作品

展览”在株洲美术馆神农大剧院分馆

举行，现场展览 300 余幅优秀作品，展

期为 7月 24日至 9月 12日。

此次大赛由市教育局主办，市十八

中承办，大赛历时 5 个月，经报名、评

选、展览等多个环节，收集从小学一年

级到高三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作品

近 3000 幅。据悉，“株洲市‘至美杯’中

小学生艺术作品大赛优秀作品展览”是

我市教育系统开展的艺术类最具影响

力的传统品牌大赛之一，自 2007 年来

已连续开展 16 年，累计有百万余人次

学生参与，收集优秀作品十万余幅。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摄

在全市首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中逆袭夺冠

九方中学有群热血男足少年
快来看全市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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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高一新生用衣物掩住口鼻，迅速撤离教学楼。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摄

▶28823910 责任编辑：盛 荣 美术编辑：赵 强 校对：谭智方幸福株洲·人物剪影

萧辰晏他们也越来越确信，来

大陆创业的决定是正确的，只后悔

来晚了。她说：“我见证了中国举办

奥运会，一批批航空员进入太空，

感受到了国家迅猛发展的澎湃动

力，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其中。”

来株洲的这 17年，萧辰晏在日

复一日的生活中也感受到了株洲

悄然发生的变化。如今，有序排队

成为常态，跨江大桥从三桥修到了

如今的八桥；城市范围越扩越大，

渐渐有了现代都市气息；株洲还摘

得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荣誉称号。

如今，株洲也成为他们离不开

的城市，这里的人也成了他们的羁

绊。员工成为家人一般的存在，“他

们相信我，愿意和我共事，公司发

展到今天，离不开他们的努力。”这

么多年，萧辰晏一直记得 2008 年

冰灾那年的场景，因为部分员工没

有手机，休假的通知无法及时通

知，员工用稻草绑着鞋子，走路来

上班，没有人抱怨。

上班时间，员工叫她萧总；下

班了，员工叫她萧姐。农历新年，他

们从台湾回来，总有员工提着家里

的土鸡蛋、腊肉、茶油等土特产送

给他们，他们也会带些台湾的特产

回来，分享给员工。

中秋、元宵等中国传统节日，

包括两人的生日，萧辰晏总会叫上

员工甚至离职的员工和员工家属

一起过，“在一起吃饭，是中国人最

朴素的情感表达方式，我特别喜欢

聚在一起吃饭的热乎劲，每次差不

多聚餐都得二三十桌。”

如今，株洲成为他们的第二

故乡。每天，他们向所有上班族一

样，开着车从自家房子出发，到公

司上班；下班后，不做饭时，就打

开手机点个外卖；空闲时，约三五

好友，聚个餐。他们还积极投身到

株洲的公益事业中，给贫困的山

村孩子买书包、买文具，一年到血

站献血两次。

株洲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1000万元投资打了水漂，企业

转型失败。卷铺盖走人是不行，银

行欠的债必须要还。

生存还是毁灭，这不是一个

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每天一

睁眼，银行的债务利息又增加了

一点。

沉下心来，重新梳理行业发展

趋势，他们决定将精力投入到电池

自动化生产设备，“人力成本逐年

上升，产业升级也是必然趋势，我

们相信自动化生产是趋势。”萧辰

晏介绍，2012 年前后，自动化生产

设备研发成功，迈出了再次转型的

关键一步。

好产品还得伯乐识。经朋友介

绍，自动化设备得到了一家企业认

可，累计采购了上千万元。企业终

于成功转型，迎来良性发展局面。

如今，已经成为行业头部企业。

随后 3年，他们顺利还完银行

欠款。近 10 年来，郑圣泉带领研发

团队，拿下了一个个国家发明专

利、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等奖项、荣誉。如今，他们

的智能生产设备不仅畅销国内，国

外市场进一步打开，设备卖到了沙

特阿拉伯、越南、保加利亚等国家。

疫情期间，他们的企业销售逆势而

上，去年销售额破亿元大关。

多年深耕，成行业头部企业

20042004 年年，，4040 多岁的台胞夫妻萧辰晏和郑圣泉来到大多岁的台胞夫妻萧辰晏和郑圣泉来到大

陆陆，，结果第一次创业就栽了跟头结果第一次创业就栽了跟头。。在朋友的建议下在朋友的建议下，，20052005

年年，，他们来到株洲再次创业他们来到株洲再次创业。。在株洲的在株洲的 1010 多年间多年间，，他们凭他们凭

借着一股韧性和对市场的审时度势借着一股韧性和对市场的审时度势，，一次次闯过难关一次次闯过难关。。如如

今今，，他们创办的湖南盈定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创办的湖南盈定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已经

成为电池自动化生产设备行业的成为电池自动化生产设备行业的““头部企业头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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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株洲闯荡17年的台胞夫妻：

“来株创业 是最正确的决定”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40 多岁，你会选择干什么？沉浸

在中年危机中无法抽身，或是在一份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中挣扎。

2004 年，44 岁的台胞萧辰晏及

其先生郑圣泉敏锐察觉到大陆发展

的蓬勃之势，他们决定换一种活法，

带着所有积蓄来大陆闯荡。

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结果第一

次创业就出师不利，他们与人合伙的

紫砂壶厂，因为遇人不淑，自己又不

懂经营，几乎把家当全搭了进去。

进退两难时，因为郑圣泉一位朋

友的妻子是株洲人，她建议他们来株

洲再试试。

彼时河西建设正酣，中小企业促

进园刚投入使用，正在大力招商引

资。尽管他们从来不知道株洲这个地

方，但还是决定背水一战，来株洲闯

一闯。

和他们曾生活过的大阪和台北

相比，2005 年的株洲河西，离真正的

都市还有一段距离。

初来乍到，他们花了很长一段时

间适应这里的“乡村”生活。过桥要收

费。河西不少地方还是农村，种着大

片的油菜，花开时节，蜂农们提着蜂

箱采蜜。不文明的现象很普遍，乱穿

马路、在公交车上吃东西……甚至连

租个合适的房子，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情。因为房屋中介少且不专业，他们

托人打听了一个月，看了几十套房子

后，才租到合适的房子。

但来自政府和民间的热心，他们

也很快感受到了。对于台资在株洲办

企业，株洲各级部门给予了大力支

持，让他们开办企业没有后顾之忧；

租房的五六年里，即便是大半夜洗澡

突然遭遇停电，求助房东，房东也是

二话不说，马上找人来修。

40多岁时，他们来株洲闯荡

2005年，他们在中小企业

促进园租下厂房后，因为郑圣

泉大学学的是工程机械专业，

这次他们选择了熟悉的赛道，

生产铅酸蓄电池。靠着稳打稳

扎，他们终于在株洲挣到了第

一桶金。

但企业经营哪有永远的

岁月静好。很快，国内一下子

就涌现出 2000 家左右的同类

型企业。为了占领市场，两家

行业巨头率先挑起了价格战。

在这场商战中，中小微企业根

本没有太多还手能力，他们企

业经营举步维艰。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

求变。2010 年前后，他们决定

进军铅酸蓄电池上游，生产原

材料。为此，他们压上自己前

几年的积蓄，外加银行贷款，

花费 1000万元引进生产设备。

完成调试后，满心欢喜地等着

专家验收合格盖章认证，大干

一场时，命运给他们开了个大

大的玩笑。

当时，公司和一家食品生

产企业为邻，这家企业每天下

午 3 点开始生产，香味时不时

飘到他们企业的车间。

这看起来无足轻重的香

味，却成了他们原材料生产的

致命伤。验收短短的 20 多分

钟，萧辰晏觉得他们人生中最

难捱的时刻。尽管他们向专家

承诺，原材料生产不会和食品

企业生产同步，但这并没有得

到专家的认可，验收以失败告

终。“腿就像灌了铅一样，一级

台阶都上不了。”回想起当时

的场景，萧辰晏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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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平凡最
美。幸福株洲，靠株洲人
建设。一个个在株洲的
普通人，通过奋斗托起
城市大美，实现自身人
生出彩。这些平凡人的
故事，往往最动人，也最
能折射时代的变迁。今
日起，本报特开设《幸福
株洲·人物剪影》栏目，
为您讲述他们的故事。
敬请垂注！

开 栏 语

漫画/左骏

17年前，台胞萧辰晏和先生郑圣泉没听说过株洲，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来此创业。他们原本以为，株洲只是个中转站，

没想到，如今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