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很多听众都是通过2013年《我是歌手》
认识你，能否说说你和湖南卫视的故事？

黄绮珊：我和湖南卫视有千丝万缕的感情。
从2013年我参加《我是歌手》节目算起，到现在已
经 9 年了，这 9 年中，有把我记住的，也有把我遗
忘的。湖南卫视对于我而言，是心中永远抹不去
的那抹彩霞，它可以说是我的天空，也可以称之
为我的大地。无论再过 9 年，还是再过 18 年，或
者是多少年，在讲起2013年《我是歌手》时，我是

永远没有办法忘怀的。
记者：你以前来过株洲吗？
黄绮珊：我是第一次来株洲，尽管株洲离长沙

只有 1 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感觉这两座城市还是
蛮像的，一样的有烟火气。尤其是这座神农大剧
院，让我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就如艺术之都
长沙这般。我在演出前品尝了当地的美食，还锻
炼了身体，亲身感受到了株洲人的热情。

演唱会现场，著名歌手黄绮珊高亢嘹亮的歌声点燃了观众的
热情，现场一片沸腾。市民楚女士激动地连发3条朋友圈，表示

“不愧是名不虚传的铁肺娘子”。
今年54岁的黄绮珊凭借《我是歌手》节目被全国观众熟知，有

着“亚洲第一女声”之称，是公认的实力派。此次来株洲开唱，她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并热情地为“知株侠视频”打call，“祝福
株洲日报知株侠视频越办越火。”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董介 李翰 罗玉珍 通讯员/吴君茹）

本报记者专访黄绮珊：

“用真诚去做音乐 才能和听众心灵相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黄绮珊，众人熟知的铁肺女
歌手。都说听她唱歌很容易热
泪盈眶，因为她“歌里有故事”。

许多人被黄绮珊的歌声打
动，深陷在她音符跳动的故事
里。殊不知，不少人听过黄绮珊
的作品，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黄
绮珊的故事。

2013 年，45 岁的她登上《我
是歌手》的舞台，成为众人口口
相传的用爱歌唱的女歌手。

9 月 19 日，黄绮珊来到株
洲，在神农大剧院用音乐讲述她
的故事。登上舞台之前，记者采
访到了黄绮珊，她跟记者聊音
乐、聊小霞，还聊了她和湖南卫
视那千丝万缕的感情。

使用“智慧校园”
要新办电话卡？
学校：自愿购买，并非强制要求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
凛）“如果不在学校新办理一张电话卡，
吃饭都面临困难。”前日，某学生家长向
本报反映，其孩子今年入读株洲铁航卫
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如果不在学校新
办理指定的电话卡，将不能在学校便捷
用餐、消费等。这是怎么回事？

该家长表示，孩子在开学之前已经
办了一张电话卡，没想到入学后，老师
称学生还需要办一张学校指定通信公
司的电话卡，该卡与学校“智慧校园”功
能绑定。他发现，如果不办理该电话
卡，学生无法在食堂正常用餐、无法在
校园商店正常消费，甚至无法洗澡。

就此问题，记者联系了株洲铁航卫
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比如，吃饭可以先去学校后勤买
消费券，洗热水澡可以考虑和同学分摊
……”该校融媒体中心负责人罗建新表
示，学校为规范管理、方便学生，与相关
通信公司共同开发了这套“智慧校园”
系统，但在开发中会产生一些费用，所
以学生要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和快乐
的话，就要用到这个卡。当然，学生可
以自愿选择不办理，学校没有强制要
求，接下来，学校还会尽可能提供一些
原始的支付方式。

“微网格”助力小区业
委会成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张玉婷 许慧）近期，在醴陵市阳
三石街道尚阳景城小区总能看到身穿
蓝马甲的网格员一户户上门，动员、指
导业主参加业委会选举登记。今年以
来，醴陵市网格化管理以党建为引领，
以融合型社区单元治理为突破口，积极
探索建设社区治理“微网格”，推动辖区
业委会选举，团结凝聚各方力量，搭建
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服务新格局。

此前，尚阳景城小区业主们多次反
映小区内的公共设施缺失、物业管理不
到位以及地下车库停车难等诸多问
题。网格员和社区专干迅速行动，通过
实地查看和上门走访，收集到业主们想
通过成立业委会从根本上解决小区内
部问题的诉求。

“通过党建引领来指导小区成立业
委会，让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会把整个小区的公德心、正能量激发出
来，小区业主也会更安心，更能支持业
委会。”在阳三石社区网格长的指导下，
网格员和社区专干先联系了小区党员业
主，宣传业主委员会成立相关事项，动员
党员业主参与到业委会筹备事项中，为
推动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在大家的通力协作下，小区党员
业主们积极参与到小区党支部的成立中
来，秉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通过投
票选举的方式选出党支部代表。

▲黄绮珊与现场观众合影。神农大剧院供图

记者：以前，大家对于黄绮珊的印象是“那个
能飙高音的人”“铁嗓”，近几年您的音乐却很少
飙高音，到了《小霞2.0》，大家几乎听不到您以前
那种激情澎湃的高音了，您是主动藏起自己赖以
成名的标签，还是想在音乐上有更多的可能？

黄绮珊：最近几年的作品，没有飙高音，主要
是因为在做《小霞》系列，《小霞》是一种怀念，说的
是过去，作品是叙述性的表达方式，用这种讲故事
的音乐方式，可能碰到所谓的“高音”就会比较少。

其实，音乐为了去展示高音而去唱高音，在我
看来它就不是好音乐，因为好的音乐是根据作品
的需要，你才可以去做一些声线展示。如果是故

意在作品里飙高音炫技，别说听众，连我自己这
关都过不去。

记者：在这个单曲当道的年代，您却费尽心力
为听众制作一张张专辑，甚至为了“小霞”这个概念，
打算用三张专辑打造，请问在商业上这值得吗？

黄绮珊：我从来不考虑商业，因为音乐上的商
业，永远跟着情感在跑。如果你为了商业而去加
入情感，那一定不会成功的。所以，用真诚去做
音乐，听众的心灵才能和我的心灵相通，听众能
从音乐中感受到我的真诚。

音乐中包含真诚，这音乐才有商业和商机，如
果音乐中连真诚都没有了，更别提商业和商机了。

说音乐 “只有饱含真诚去做音乐，音乐才有商机”

记者：你能说说创作《小霞》和《小霞2.0》的初
衷吗？

黄绮珊：其实小霞就是我自己，大家听到的
《小霞》，说的是小霞20岁时候的故事，《小霞2.0》
说的是30岁的小霞，未来还有一张专辑，用来讲
述小霞40岁的故事。

说起《小霞》系列的创作，那得从我参加《我

是歌手》说起，那时候的我 45 岁。45 岁之前的
我，大家都不知道，我想用音乐去讲述我的过
去。一首单曲是讲不清楚的，所以就打算用 3 张
专辑去讲述45岁以前的黄绮珊，专辑名就用我的
本名小霞。所幸我签了一家非常好的唱片公司，
我们在专辑创作上很快有了共识，这才有了《小
霞》和《小霞2.0》。

说创作 新专辑小霞是她本名

说湖南和株洲 “我和湖南卫视有千丝万缕的感情”

相关新闻 黄绮珊为知株侠视频打call

▶黄绮珊为知株侠
视频打call。

视频截图
◀请扫码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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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

勇 通讯员/刘礼峰 刘文武）这些天，天元
区一个一家三代从戎参军、接力保家卫国
的故事成为美谈。

故事的主角周涛，今年22岁，高高的个
子，很帅气。他是湖南工业大学本科应届毕
业生。

“我从我爷爷、父亲身上，能看到两代
老兵的坚强、诚实、乐观、执着和勤奋……
如今我也投身军营，在逐梦强军的征途
上，我一家三代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
人。”9月15日的新兵欢送仪式上，周涛热
泪盈眶。

周涛的爷爷周六友是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兵，1950年入伍，1954退伍回到
老家，2018年去世。周涛说，爷爷当过村
干部，一辈子没有忘记部队的教导，想方
设法带领乡亲生产致富，经常鼓励适龄村

民入伍参军。
在爷爷的影响下，周涛的爸爸周建云

也成为一名军人，1991年入伍，曾是云南
某边防团的一名班长，服役三年，在部队多
次立功受奖。退伍后热心公益，带头捐款
捐物，连续8年无偿献血，把正能量带到了
社会各个角落。

周涛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就接受爷
爷和父亲的“军事化”教育。在别的孩子
撒娇的时候，爷爷和父亲就时常教育他，
做事要有效率，被子要叠整齐；每天要坚
持跑步、打篮球……周涛逐渐对军营心生
热爱，参军的心也越来越坚定。

今年，周涛毅然放弃考研，通过体检、
政审等层层筛选，正式成为一名新兵。“我
能够当兵，赓续红色基因，延续这份光荣，
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如果爷爷还健在肯定
也会为我点赞的！”周涛坚定地说。

老人医院走失
网格员暖心救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张秋玲）
“太谢谢你了！”近日，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丁家坊社区
网格员张秋玲救助了一位五保老人。

当天，网格员张秋玲在回家路上发现一位老人半
躺在路边，几位路人在围观却不敢上前。于是，张秋
玲上前了解情况，她蹲在老人身边安抚老人，一边与
其沟通交流。得知老人是一位五保户，在住院期间出
来散步却忘记了回医院的路。

交谈中，她发现老人手上戴着附近一家医院的住
院手环。她立即拨打医院的电话，确认老人是该医院
走失的病人。张秋玲将地址提供给院方后，给老人买
来水并陪着他在路边等候。20分钟后，医院的救护车
赶到接走了老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
鸿 通讯员/欧小晶）近日，天元区法院联
合多部门在湘江流域天元大桥段，开展了
一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
增殖放流修复活动。现场，案件被告人罗
某在执法人员及当地群众的见证下，放流
的优质鲢鳙、翘嘴、鲫鲤苗种共计4544尾
放生到湘江中，履行生态修复义务。

去年 9 月 11 日，罗某在天元区湘江
流域体育中心附近，使用禁用渔具地笼
非法捕捞水产品被民警现场抓获，造成
资源损失及修复费用总计 2272 元。今

年 8 月 15 日，天元区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了该起案件，经合议庭释法说理，罗某自
愿放生鱼尾 4544 尾，用于修复渔业资源
与水域环境。

近年来，天元区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
中不断探索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多种修
复性司法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
生态效果。下一步，天元区法院将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破坏生
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
沟通联动，助力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
境，司法守护好一江碧水。

▲执法人员现场放生鱼苗。 通讯员供图

一家三代接力从军 传承红色基因

不采不食野生蘑菇
筑牢“舌尖”安全防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当前，正是野
生蘑菇生长旺季，为防止因误采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
的发生，提高群众对野生蘑菇的辨别和相关知识的知
晓率，9 月 20 日，群丰镇在新街社区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安全生产等科普宣传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设
立咨询台、张贴海报等多种方式对毒蘑菇危害、食品
安全、安全生产等知识进行宣传，进一步推动农产品
质量安全宣传走进乡村，深入民心，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200多份，接受群众咨
询 20 多起，劝导群众坚决不采、不买、不食不明野生
蘑菇，要知道，很多民间流传的“毒蘑菇鉴定方法”，
其实并不可靠。一旦出现因误食毒蘑菇引起的头
晕、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要立即催吐、及时就医，
并提供所食野生蘑菇的实物图片。

▲宣传现场。记者/杨如 摄执法人员江边监督他
放了4千余尾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