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婷的家在天元区雷打石镇，家中有
六口人，为了能节约电费，大夏天里全家
人只能挤在唯一有空调的房间里睡觉。

高中时，小婷就读的学校在芦淞区，因
离家太远，不得不选择寄宿。从学校出发，
小婷往往需要转三趟公交车花近2小时才
能到家。每次回家后，小婷不仅要照顾卧在
病床上的爷爷奶奶，还要辅导妹妹的学习，
往往忙到深夜才能休息，但她却从不抱怨。

小婷的父母没有稳定工作，收入无法
保障。爷爷奶奶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奶
奶的脚甚至无法长时间站立。一家人生
活举步维艰。

家庭条件虽困难，但小婷的父母对女
儿的学习却很上心。小婷的父母觉得，无论
再困难，只要姐妹俩愿意读书，就是找人借
钱也要供她们读书。小婷的父母深知，读书
是穷人家的孩子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方法。

小婷的母亲说，小婷大学其实是想读
师范类学校的，但是心仪的师范类院校都
离家很远，所以她就近选择了长沙的学
校。小婷之所以不愿意去太远的地方读
书，一来是为了能照顾躺在病床上的爷爷
奶奶，二来也是因为放心不下这个家。

小婷的妈妈说，为赚取学费，高考结
束后小婷就早早地出去打暑假工了。现
在，小婷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都说女生是柔弱的，需要被保护。小
婷却表现出当代年轻女孩的担当和责任
感，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任。当
同龄人在逛街、旅游的时候，小婷却在打工
挣钱。她既没有抱怨自己的出身，也没有
抱怨家庭和亲人，反而选择承担起这一切，
选择通过努力学习追求自己的灿烂未来。

毕业于株洲市第十三中学的木子今年高考
考出了585分的好成绩，昨日上午，他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刚收到合肥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他高兴地拿出通知书向记者展示。对这一家人
来说，高考的成功是家中多年来唯一的喜事。

原来，父亲在他高一时就因为多发性骨髓
瘤去世，父亲生病治疗期间，每月检查用药都需
花费几万元，4年多来，家底一点点地被掏空，前
后花费近100万元。

木子的母亲告诉记者，家中现在还有30余
万元的欠款，她现在在市场打工，每月只有
2000元左右的收入，家中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
老人需要照顾。

在母亲眼里，儿子十分懂事。尽管学业压
力大，他从来不和家里抱怨，回家也会抢着做家
务，让母亲既欣慰又心疼。

如今，木子选择了机械类智能制造专业，一
来希望能为国家发展出一份力，二来希望早日
卸下母亲身上的重担。“君子以修齐治平为己
任”，他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说起以后的打算，他希望学好专业课的同

时，能先考完英语四六级，再准备考研。“人不能
总是停留在过去，生活需要向前看。毕业后希
望能承担起家庭重任，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
木子笑着说道。

班主任梁俊波老师说，木子学习认真勤奋，
总在班级的前三名。他不仅上进，对未来也有
清晰的规划，还很懂事。希望他能够在大学继
续努力，早日撑起这个家。

家庭的重压没有夺走男孩继续好好生活的
勇气。他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成长，未来必定能
抵抗风暴。他顽强且志向远大，一定能使他早
日挑起家庭的重担，让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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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档案
编号：041 姓名：木子 性别：男
毕业学校：株洲市第十三中学
高考分数：585分（物理类）
录取学校：合肥工业大学
家庭情况：父亲因患多发性骨髓瘤去世，治疗
期间家里欠债30余万元。母亲一人承担家庭
重担，收入低。全家生活需要依靠低保。

老师说

记者走访纪实

记者走访纪实

记者手记

眼下，正是炎陵黄桃集中上市时间，懂事的小淑成功
找到一份装黄桃的暑假工。“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一百
块一天。”小淑说，这个工作最多只能做大半个月。之前，
她去东莞找妈妈，还在那边厂里做了工。

身材瘦小的小淑，5岁时父母离异，后来母亲改嫁生下弟
弟。初中时，她的继父又离开了这个家。小淑的亲生父亲，早
已失联。为多赚点钱抚养她和弟弟，母亲长期在东莞打工，每
个月工资有三四千元。重重压力，让小淑母亲抑郁多年，每个
月需吃抗抑郁药，差不多要花700元。小淑和弟弟都是与外
婆一起生活，只有在春节，一家四口才有机会聚在一起。

在小淑心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日子是温暖的。
“我们是能省则省，不必要的花销一律杜绝。”小淑说，高中
寄宿，她每天的生活费基本在9元到18元。1元的米饭、2
元的白菜、3元的水豆腐是小淑的“必点菜”。

从小到大，小淑的学习从来不需要家里人操心，她似
乎一直知道，只有通过读书，才能为自己谋得一个好未
来。在学校，她集中全部精力学习，课堂上紧抓每一个知
识点，课后利用一切时间做习题、查漏补缺，一天天提升自
己。“我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希望。”小淑说。

时光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小淑的成绩一直处在全年级
第一梯队。今年高考，小淑取得了物理类 520 分的成绩，
也算是为过去的努力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一路走来，除了母亲和外婆，小淑内心感激的，还有为
她争取助学物资的老师，陪伴她共同成长的同学，送来温
暖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等以后我有能力了，也一定会
尽己所能去温暖他人。”小淑说。

父亲离世 他想帮母亲撑起这个家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实习生/丁嘉琳

▲木子拿着录取通知书。记者/谭筱 摄

记者手记

懂事的她希望成为家里的依靠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贫困生档案
编号：042 姓名：小淑 性别：女
毕业学校：炎陵县第一中学
高考分数：520分（物理类）
录取学校：湖南科技大学
家庭情况：父母离异，生父失联，姐弟
两人从小随外婆生活，文化程度不高
的母亲在外地打工，患有抑郁症。

▲小淑在装黄桃。记者/谢嘉 摄

记者走访纪实

贫困生档案
编号：043 姓名：小婷 性别：女
高考分数：494分（历史类）
毕业学校：株洲市第一中学
录取学校：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家庭情况：家中有两人在读书，父母无
固定工作。

为照顾爷爷奶奶
她选择就近读大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周奕施

▲小婷在家做饭。记者/杨凌凌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8月8日，在炎陵县中村瑶
族乡心田黄桃种植基地，村民们忙着把刚
采摘下来的黄桃分拣装箱，准备发往广
东。该县黄桃协会秘书长谭忠诚介绍，今
年的炎陵黄桃是7月21日正式开园的，到
8 月 8 日刚好 19 天，该县累计销售黄桃
5.07万吨，占预计销售总量的65%。

近年来，炎陵县依托高校院所专家，
普及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规范果农采摘
时间，做到“青果不摘、次果不卖”，促进黄
桃品质稳定提升，优质商品果率达90%以
上，为黄桃销售打下了良好基础。

黄桃销售季，炎陵县主动出击，积极
对接央媒、省媒、市媒，并邀请媒体记者实

地采风体验，媒体刊发了大量炎陵黄桃的
新闻报道，提升了炎陵黄桃的知名度与美
誉度。炎陵县一些单位、集体组织或个
人，自发组织网络达人打造“直播矩阵”，
来炎陵直播带货。市直播电商协会成员

“衣哥”“马乖”“小拳拳”等网红主播，直播
销售炎陵黄桃。

炎陵县电商协会还与阿里巴巴（中
国）有限公司合作，建成了全省第一个功
能齐全的产、供、销一体化大数据应用平
台——炎陵黄桃大数据中心。该信息平
台可将全县各黄桃种植基地直观展示，
实现生态环境、种植状况等可视化。

同时，该县还先后组织游客参与摘黄
桃、选黄桃、赏黄桃、运黄桃、卖黄桃等活
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炎陵黄桃
原产地以及长沙、北京、广州等地举办黄
桃推广大会，大力推介炎陵黄桃。

多措并举 19天卖了5万余吨炎陵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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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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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们
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自己
的眼睛，由此可见眼睛对人的
生活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影响视力的四种表现：1.眼

睛干涩、迎风流泪、怕强光、看
东西模模糊糊、有小黑点在眼
前晃动飞舞、总是出现双影。

2.头痛头胀、眼球发硬、看东西突然模模糊糊
视野缺损。3.视力下降厉害，看东西变形，越
来越模糊。4.眼前总是有小蚊子在飞舞、有雪
花点在晃动。

中老年眼病患者滴眼药水、吃抗生素或
是住院打吊瓶大把花钱，一旦病情恶化在眼

睛上开刀就要花万元以上还可能落下后遗症，
不仅患者痛苦，全家人都要担心。许多眼科疾
病都与蓝莓叶黄素缺乏有关系，蓝莓叶黄素对
于眼睛起着重要保护作用 。

为普及爱眼护眼知识，解决中老年人眼部
问题，由爱眼慈善组织发起的“爱心点亮光明”
活动正式启动。

即日起凡是年满60周岁，有眼部问题的
中老年朋友，凡是参加购买活动，都可以领取
6大盒1年量的蓝莓叶黄素，每人限领一份。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加入会员就抓紧拨打领取
热线马上领取吧!

缓解视疲劳——南京同仁堂黑加仑叶黄素
今日来电申领

广告

很多人好奇，不是在高山上种植的黄桃，为啥口
感也这么好？

郭道虽然学历不高，但聪明好学，动手能力强，在
种植技术上肯花心思琢磨，他改良土壤，增加土壤有
机质，像呵护婴儿一样，去精心护理黄桃。

“都知黄桃甜，不知背后苦。”郭道坦言，我的种植
面积不大，只有通过好的种植技术，确保品质，才能拥
有竞争力。

在抖音“80后柚子哥”的直播间里，很多人评价：
“柚子哥的黄桃，有雷打石镇特色。虽然不是高山黄
桃，但是这里的黄桃同样又大、又甜。”

雷打石镇党委书记吕军辉经常来黄桃园了解情
况，他说：“郭道一心扑在果园里，总是围绕他的种植
事业去思考，去探索。如何研发农机？如何种好黄
桃？如何培育好柚子苗？有这样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我们的乡村振兴就一定有希望。”

从发展种植养殖业、开办农家乐，到发展农村电商，
再到开发乡村旅游……近年来，株洲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回乡创业，这些年轻人，用坚持、专业和热爱在农
村挥洒汗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打造生态果园 发展采摘经济

80后青年回乡创业当果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杨炽焰 文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张蝶）正值黄桃丰收期，果子成熟
快，人手却不足，不少农户忧心忡忡。8
月8日，炎陵县霞阳镇石子坝村湾里组种
植果园，炎陵县消防救援大队组建志愿服
务队，协助农户抢收黄桃。仅一上午时
间，就收获黄桃千余斤，为部分果农解了
燃眉之急。

“今年家里要抢收 4 亩地的黄桃，每
亩产值在 3000 元左右，一天都要往外销
售1200斤，采摘不及时就只能看着坏掉，
他们能来真是帮了大忙了。”农户林正云

说，由于天气炎热，如不及时采摘，成熟的
果子很容易坏掉，这对他们来说，是笔不
小的损失。

当天，跟农户学习了采摘技巧后，消
防志愿者们立即投入了忙碌的采摘中，队
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抢收黄桃。

“我们平时执勤训练，除了执行灭火
救援任务，几乎很少出门，这次协助果农
抢收，也是机会难得。”参与抢收的消防员
翟刚笑着说，我们的小小举动，也是为人
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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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早上6点半，天元区雷打石镇伞铺村
的黄桃果园，迎来第一批客人。最近10天里，前
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这样的场景，让果园负
责人、回乡创业青年郭道喜在心头。

抖音直播，打造出90条视频产品

广袤的田野，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与希望，为许多
年轻人提供出彩的舞台。郭道便是其中之一。

1982年出生的郭道，毕业后做过泥工、水电工，动
手能力非常强，还曾自己改造过农机。2014年，他回
到农村，想在田间地头干出一番事业。

经过三四年的精心种植，郭道 20 多亩的黄桃果
园，今年第一年挂果，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桃树挂果，
产量也有 4000 多公斤，更重要的是，这些黄桃，短短
10多天就销售一空。

除了黄桃，郭道还种植了桑葚和柚子。他打造
“柚子哥生态果园”，大力发展采摘经济，想把这里打
造成一个采摘的网红打卡点，推动乡村振兴。

“好大的黄桃，甘甜香脆，很好吃！”9 日上午 10
点，采摘、打包、装箱……“柚子哥生态果园”里一片忙
碌，游客在品尝了黄桃后，纷纷赞不绝口。

郭道和往常一样，在果园里开始了抖音直播。他
向粉丝介绍黄桃的口感，同时还分享种植技术等。在
没有团队的情况下，郭道凭一己之力，打造出90条视
频产品，流量最高的有10多万。

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军）酷暑难当，
亲水难挡。近日，记者在醴陵市茶山镇走访发现，当
地通过新建游泳池、派发游泳券的方式，推出“清凉套
餐”，让老百姓就近选择正规场所亲水游玩。

护目镜、游泳衣、太阳伞，再挂上个大水壶，8月8
日傍晚，醴陵市茶山镇茶溪村村民王一文，给孙女捯
饬一番后，爷孙俩朝着村里的大坝冲水库赶。

水库大坝下方，新建了两个游泳池，水源来自水
库，泳池中心还架起了儿童游乐设施。原本，这个游泳
基地的票价是每张15元钱，今年茶山镇采取政府补贴、
游泳馆低价收费的方式，从7月15日到8月31日，为该
镇18岁以下儿童家庭发放每张2元钱的游泳券。

“这不仅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还可以杜绝在水
塘、水库等地野泳的行为，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茶
山镇副镇长康琛悦说，目前该镇各游泳馆均推出了

“两元畅游票”，村民可直接在村委会领取。

建游泳池、发游泳券

茶山镇推出“清凉套餐”

农户抢收黄桃 消防员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