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A06

2
0
2
2

年0
8

月1
5

日

星
期
一

责
编/

李
曙
光

美
编/

刘
昭
彤

校
对/

曹
永
亮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用药电话：020-34229592
（厂家承诺:效果不满意均可退货退款）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使用。

湘 西 奇 贴
是 药 监 部 门 新
批 准 的 准 字 号
药品，经过多次
临床实验，获一

致好评。专门针对颈腰间盘突
出，椎管狭窄，滑脱，坐骨神经放
射性疼痛，四肢麻痹无力，酸胀发
紧。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痛、骨
质增生、退行性病变、半月板损

失、滑膜炎、股骨头坏死、风湿、行
走困难等。

湘西奇贴全国免费邮寄到家,
货到付款。电话订购即可，轻症
患者几百元就可康复，条件困难
患者可先少买点试试！

买5送1 10送4 20送10

鲁械广审（文）第2021020518号

广告

告别骨病 就用湘西奇贴

“这个周末去看小彤、小清，谁要同去？”
“我报名！”
“我也报名”
……
2014年至2022年，“株洲晓雷爱心工

作室”连续8年帮助炎陵山区两位患癫痫
病的贫困少年，送爱心款、教他们生活技
能，帮他们重拾信心和希望。近日，这支志
愿者团队再次前往炎陵，教会了小清直播
带货。

爱心课堂打造“精神乐园”

清理顽固“牛皮癣”
我为创文出份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
华 通讯员/丁丹 谭哲）文明养犬，不仅是
改善环境卫生、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市民
人身安全的需要，也彰显了一座城市的人
居品质和文明程度。至8月12日，今年石
峰公安分局开展集中犬类管理整治行动
11 次、出动警力 400 余人次，文明劝导
380余人次，当场开具处罚决定书247份，
抓捕流浪狗187条，使辖区犬类隐患问题
明显减少。

石峰公安分局结合在辖区开展“平安
守护服务日”集中宣传活动时，通过各警
种民警摆摊设展台，和社区民警上门入户
走访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向群众宣传
文明养犬知识和法律法规。仅在 1 至 7
月，就开展集中宣传活动8期，每期设置5
个宣传点位和5个走访小区，宣传场次达
40 余场、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份、宣传
工作取得了实效，在全区形成常态化开展
文明养犬宣传的舆论氛围。

送爱心款、教生活技能……

“株洲晓雷爱心工作室”
连续8年帮扶炎陵贫困家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文明劝导380余人次，抓捕流浪狗187条

石峰公安专项整治活动见成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刘
燕）暑假期间除了开心地玩耍，还能做些什么？8 月
12 日，石峰区响石岭街道新建村社区网格长张莉带
着辖区内28名孩子，开展了一场“清理‘牛皮癣’，文
明我先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顶着高温酷暑，拿着铲子、喷漆等
工具，深入小区内清理楼道、墙面上的顽固“牛皮癣”，
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经过一下午热火朝天的辛苦

“战斗”，多个小区的顽固“牛皮癣”被清理得干干净
净，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孩子们辛勤劳动的场面，是小区里最靓丽的风
景。”路过的居民纷纷为孩子们点赞。活动结束后，同
学们也纷纷表示，体会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服务真谛。

张莉介绍，社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学生以
“参与、感悟、体验、经历”为主线，共同创造和维护辖
区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也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
小小力量。

▲参加活动的孩子们。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通讯员/曾
志国）8月10日，石峰区龙头社区聚龙生态小区党群
服务站，一群儿童被一个历险故事深深吸引。原来是
志愿者在爱心课堂为小朋友们分享《鲁滨逊漂流记》
中的奇遇故事。

龙头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7 月初，龙头社
区党委在聚龙生态小区党群服务站开设了以“少年儿
童心向党 用心用情伴成长”为主题的暑期爱心课堂，
为社区孩子们打造一个快乐的暑期“精神乐园”。

暑假期间，有返乡大学生、辖区中小学教师、党员
志愿者主动在爱心课堂提供志愿服务。他们不定期
地在爱心课堂举行有关国学、象棋、书法、红色电影等
方面的文化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同时，爱
心课堂还以“托+管+教”的方式为孩子们提供作业辅
导、课外阅读、防溺水安全宣讲等各类志愿服务，让孩
子们在爱心课堂学习文化知识。

“志愿者用贴心服务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我们家
长心里也踏实。”说起暑期爱心课堂，居民汤女士竖起
了大拇指。

▲志愿者在爱心课堂提供志愿服务。
受访者供图

“炎陵帮扶行”坚持了8年

刘晓雷是“株洲晓雷爱心工作室”创
始人，那次炎陵之行后，他很快带着志愿
者团队再次来到小彤和小清家中，给两个
贫困家庭送去总计17000元的爱心款，并
与两个家庭结成长期帮扶对子。他还向
两个孩子承诺，每年七八月份与志愿者叔
叔阿姨一同来炎陵看望他们。

8年来，“株洲晓雷爱心工作室”践行承
诺，每年至少两次前往炎陵帮扶小彤和小
清，总计为他们筹集爱心款近10万元。

除了送衣物、学习用品、爱心款，志愿
者们还广泛发动医生、心理专家、网红主
播等各界专业人士参与志愿帮扶活动，及

时掌握两人的病情、心理状况，并教会他
们生活技能。

有网络主播经验的志愿者杨帆还
主 动 帮 小 清 注 册 抖 音 账 号（账 号 为 ：
KXQ2203661923），教他拍摄剪辑和直
播带货文案设计技巧。开通账号不到
一年，小清的抖音账号已拥有粉丝 3700
多人，成功将家中种植的部分黄桃销售
出去。

今年的“炎陵行”，志愿者们给两人送
去近 5000 元爱心款和其他生活用品，每
位志愿者都定购了小彤和小清家种植的
黄桃。

2014 年仲夏，几位游客来到炎陵旅
游，车行至平乐乡时，结识了当地妇女主
任陈世丹。交谈中，偶然得知了车坪瑶族
村两个贫困家庭的情况。说者无心听者
有意，其中一位游客——刘晓雷提议到两
个贫困家庭家中看一看。

那一年，小彤（女）7 岁，小清（男）13
岁，亲眼看到两个孩子的可怜模样，让刘
晓雷动了恻隐之心。

小彤、小清均患有癫痫病，两个孩
子的个人情况和家庭条件令人叹息。
小彤病情严重，每个月都要发几次病，
小小年纪的她，母亲离家，父亲身故，只

能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相比
小彤，小清病情稍好，但父母务农，家中
还一个 80 多岁的奶奶，一家人的生活过
得也很艰辛。

看到如此情形，刘晓雷和其他几名游
客当即拿出一笔钱，作为爱心款交给两个
贫困家庭。

“当时捐的那点钱，只够缓解他们一
段时间的生活压力，对于那两个贫困家庭
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回到株洲后，刘晓雷
时时牵挂着小彤和小清，他决定再度前往
炎陵，尽自己所能，帮助两个孩子走出生
活的困境。

偶然之遇，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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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多年的老街与朝气

渌口老街不算长，却是整个渌口的发源地。
老街的建筑物或许都有些年头，但生活在这

里的居民都显出富有朝气的一面。这一点，从沿
街商铺精心种养的绿植，以及不时从居民楼里探
出头来的花卉可见一二。

街边一处小商铺，肖姓老板和邻居坐在门口
闲聊，听闻记者前来探寻老街故事，两人来了兴
致。“你是想知道这条老街的来历吗？”等不及我
接话，老板继续滔滔不绝，“这里以前沿街都是店
铺，比株洲市区还繁华，后面还有几个码头旧址
……”

显然，两人都对渌口过往的繁华感到自豪，
事实也值得如此。相关资料记载，渌口镇原属于
湘潭县的一个商业古镇，唐宋时期这里商业就很
繁荣，明清、民国时期更是醴陵的瓷器、粮食、大
宗商品运输出境之门户，水运可沿长江水系直达
武汉、南京乃至沿海各地。最繁华时，沿线住着
数千户人家。当地有民谣流传唱道：“一总工，二
总谷，三至六总红绿布，七总八总瓷器铺。”这也
是当年渌口八总的大致格局。

渌口因水而兴盛，其得名也与水有关。根据
株洲市首席地名专家彭雪开的研究，渌口，古名
漉浦，又名津口。唐大历四年春，诗人杜甫溯湘
江去衡州（今衡阳市）投奔旧友，舟行经过渌口时
作《过津口》一诗，留下“回首过津口，而多枫树
林”的名句，津口指的便是渌口。渌口得名，源于
其地处渌江汇入湘江的出口处，南梁中大同元年

（596年），荆州、郢州等地的官方地图册上，已标
注渌口，这表明渌口得名约在南梁年间，距今已
有1400多年。

铁路桥的生机

行走在渌口老街，不时能听到远处传来火车
的阵阵轰鸣。往渌滨西路探去，远远就能看到半
空中钢架结构的两座跨江铁路桥。

京广铁路沿着两座桥穿过渌江，再重新汇合
在一起。两座跨江铁路桥并立而行，其中老桥距
离湘江相对远一些，于 1934 年修粤汉铁路时兴
建，1936年完工，新桥是修京广铁路复线时修建。

相关资料记载，渌口铁路老桥历经战火，抗
日战争时期，渌口镇遭日军飞机轰炸，老街炸毁
十之七八，老桥的两个桥墩被炸破损，经历数次
修复后一直服役至今。

此时四下无人，一路曲曲折折走到江边，就
看到铁路桥桥墩古朴，有明显的岁月痕迹。和沿
线的码头相比，没有在这里找到桥志或是其他文
字，不过，抬头看平均每隔五六分钟一趟的火车
飞驰而过，以及远处鳞次栉比的楼房，足见这片
土地的生命力。

渌口老街渌口老街的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繁华褪去，色彩依旧

“无店一条街，半边街；无水
一座桥，接龙桥；无山一座岭，伏
波岭；无僧一座庙，李公庙……”
这首渌口民谣，勾画了渌口老街
的历史回忆。沿着渌江边的步
道行走，不时能看到刻有“文物
保护单位”等字样的标志标牌，
比如李公庙码头、沙河里码头、
接龙桥码头等等，不过可惜的
是，曾经的麻石老街基本多已被
混凝土覆盖，人们记忆里繁华的
码头也多只摆了一两张凳子，成
了附近居民休闲的“宝地”。

想当初，看如今。这几年，
随着商业业态变化，老街的商铺
也发生了改变。曾经的供销社
关了，街上的百货店、河鱼店多
了，修铁补锅的日杂店不再日日
开门，而是写有电话号码的白板
纸往店门上一贴，随叫随到。

当然，老街最大的好处，就
是邻里之间彼此熟稔。随便在
一家“谢记粉馆”落座，就能听到
下粉的师傅顺口报出每一位街
坊的早餐偏好；附近一家理发店
的老板坐在门口歇凉，时不时和
路过的街坊打招呼闲聊。

对于眼前这些变化，在这里
生活了数十年的陈老觉得，老街
的繁华虽已不及当年，但熟悉的
街道和邻里，仍能轻而易举唤起
他的青春回忆。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老街
留下的痕迹已然成为过往。值
得高兴的是，随着融城进程加速
以及高分子新材料等产业快速
发展，渌口的青春活力未曾丢
失。

返程时再看一眼老街，只觉
这里是阅尽喧嚣后洗尽铅华，过
去还是现在，都有属于它的色彩
绽放。

临水的街巷似乎总是耐人寻味些：湿润的江风送来清爽，让人们可以惬意坐在街边吃个早餐、喝茶聊天，远方偶
尔传来一串清脆的车辆声，也只觉是生活送来的小插曲。

这便是8月13日早上，记者走进渌口老街时的第一印象，这里曾因水运码头而商贸繁盛，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或许换了营生途径，老街却依然保有一种泰然自若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走得更近一些。

▲历经风雨的渌口铁路桥，至今仍在服役。伍靖雯/摄

▲渌口老街一角。伍靖雯/摄

▲李公庙码头曾是渌口重要的谷米码头，不过麻石
路面已多被混凝土覆盖。伍靖雯/摄

▲渌口老街一角。伍靖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