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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是历史的见证者，开展“关爱抗
战老兵”公益活动，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我
们发现攸县有20余位健在的抗战老兵了。”黄
湘娟是关爱老兵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从 2015
年开始，她就和团队志愿者，逢年过节都会看
望老兵，并送去礼物与祝福。

说起老兵，黄湘娟如数家珍。“他们每个人
所面对的境况各有不同。”黄湘娟称，老人都年
近百岁高龄，每次去看望刘毛仔老人，虽然老
人视力模糊、听力弱化，但会高兴的拉着她的
手拉家常。罗理德老人孤单一人住在山区里，
黄湘娟会定时上门，为他洗澡、洗衣服、更换床

上用品。蔡雄奇老人身体状况良好，黄湘娟每
次看望他，他总是说：“我们生活在这幸福的年
代很幸运。”2016年冬天，邱官生老人90岁，她
和志愿者送上鲜花蛋糕；2020年疫情期间，戴
观生老人卧病几个月，她来到病床前，给老人
喂水，陪老人聊天……一次次接触，黄湘娟与
老兵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仅是老兵，黄湘娟一直关注、陪护老
人。每逢佳节，黄湘娟会带着团队走进敬老
院，为老人们送去礼物与祝福，替老人们剪指
甲、洗头发、量血压、洗床上用品，为他们包饺
子、表演文艺节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
章 通讯员/曾美丽）日前，沪昆高速往湘潭
方向，一辆满载15吨烟花爆竹的大型货车
被追尾，强烈的冲击力引燃了货箱里的烟
花，在漆黑的夜空上演了一场“烟花秀”，
几十台车辆滞留在高速路上。

根据现场情况，高速交警对事发路段
进行紧急交通管制。消防指挥员命令战斗
组，出一台移动水炮对燃烧的烟花进行压
制。最后，在水枪的掩护下，消防员又对车
上剩余的烟花进行浇灌冷却，防止复燃。

经询问得知，大货车行驶至该路段
时，因车辆故障，司机停车进行检查。不
料此时，后方一辆中型货车，直接撞上了
大货车左侧车尾，随即车尾蹿出了火苗引
燃了部分烟花。

评论区

▲网友评论。（编辑截图）

满载15吨烟花货车起火
高速路开启“烟花秀”

老人眼中的“好闺女”孩子们口中的“好妈妈”

“株洲好人”黄湘娟：坚持做公益20余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周炳炳

在寒门学子前，她是“黄妈妈”；在孤寡老人前，她是暖心“闺女”；在抗战老兵前，她是亲密
“战友”。43岁的黄湘娟，热心公益二十余年，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万小时，服务弱势群体8000多
人次。前段时间，黄湘娟获评“株洲好人”，她说，志愿服务是一种传递温暖的过程，是“助人”也
是“自助”，是“乐人”也是“乐己”。

“我1997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市里医院工
作，2009 年回攸县做点小生意。”黄湘娟参加
工作那年，得知邻居孩子因贫面临辍学，她省
吃俭用，资助孩子读完高中，顺利进入大学。
或许就是这次，公益的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
芽。2011 年她加入攸县义工联合会，如今是
该会会长。

一次，黄湘娟到鸾山上垅村走访，发现两
个男孩在前坪温习功课，身上衣服破旧。交谈
得知，两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跟着年迈老人
生活。黄湘娟连忙让孩子们把身上的衣服换

下来，进屋帮他们洗衣服。临走时，她还留下
自己的电话号码。此后，黄湘娟经常带着志愿
者，上门给孩子们送课外书籍、生活用品，辅导
功课、打扫卫生、晾洗被服。孩子们一开始叫
黄湘娟“阿姨”，后来直接叫“黄妈妈”。2020
年暑假，两个孩子双双考上大学，黄湘娟和志
愿者们还特地举行了一场小型庆祝会。现场，
大家都留下了感动泪水。

几年来，黄湘娟带领团队捐资助学，帮助
贫困学生80多人。

2019 年 7 月，攸县暴雨，洣水江畔出现重
大险情。黄湘娟冒着危险，带着志愿者凌晨赶
到黄丰桥镇慰问受灾群众，帮助受灾群众搬家
具，做灾民安置工作。疫情期间，黄湘娟为环
卫工人送去口罩、粮油，得知有的人家没有米
和菜，她就带着团队成员，送去爱心物资，成为
灾情中勇敢的逆行者。

在黄湘娟的带领下，攸县义工联合会已有
成员12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该团队组织开
展敬老、助学、助残、献血、文明劝导、慰问抗战
老兵等各类活动800余次，每年发动社会捐赠
各类救助资金及物资，总计80余万元。

“做公益是一辈子的事，我也许就是为做公
益而生的。”如今，黄湘娟的爱人也加入了义工
联合会，就连家中孩子周末也会参与志愿活
动。黄湘娟表示，不管未来有多难，自己会一直
奔跑在公益的大道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贫困孩子的“好妈妈”

关爱老兵，传承敬老

心怀大爱，争做公益“带头人”

▲黄湘娟看望抗战老兵。通讯员供图

12月21日上午，记者走访发现，施工区域
位于升龙大道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路段。
该路段位于石峰区与荷塘区的交界位置，施工
区域属于荷塘区桂花街道新桂村的范围。

升龙大道的人行道上新修建并开通一条出
入通道连接路边施工区域。施工区域与山林相

连，场地已平整。场地内已修建一排简易房，简
易房前面修建了形似“曲线行驶”场地和“坡道
定点停车和起步”场地的设施。

施工区域内及周边未发现有关建设项目的
公示信息。

驾校施工无公示信息遭投诉
资规部门：将就用地性质进行认定

▲升龙大道边，土地被平整，搭建了一排简易房。记者/刘平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
媒体记者/刘平）路边大
片土地被推土机推平，搭
建了房屋，修建了设施，
施工场地及周边未公示
任何有关建设项目的信
息……近日，有市民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28829110
反映，在升龙大道边，正
在新建一所驾校，占用了
大量土地，他们想了解该
建设项目的用地是否获
得了相关部门审批。

施工项目是否如投诉人所说的那样，是新
建一所驾校呢？

12月13日，记者曾经就该路段人行道增设
出入口一事进行过采访。采访过程中，一名女
子从施工区域赶到人行道，向记者出示了一张
盖有“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云龙大队”公
章的“临时占用（挖掘）道路审批表”。审批表显
示，申请单位为前程驾校，占（破）原因是驾校修
进出入口。

12月21日，记者到施工区域核实情况后，
将情况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进行
反映。工作人员当时称，他们会到现场核实情
况，将就施工区域的用地性质进行认定。12月
25日，记者再次询问，对方表示，工作人员中有
几人“阳”了，耽误了认定时间。

记者根据审批表上的联系电话尝试与前程
驾校的一名周姓责任人取得联系，但电话无人
接听，短信无回复。

核实 施工区域及周边未见项目公示

资规部门 将就用地性质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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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株洲开始城市总体规划工作，途
中遇到不少曲折，例如，在规划工作起步的前
一年，已经有不少的工厂在株洲选定了厂址，

“到处建厂，遍地开花”，特别是部分大中型项
目是由政府出面争取而来，因此选址单位认为
哪块地方好，政府就同意厂子建在哪。先建
厂，后规划，给后期规划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
烦。

关于城市规模，大家也是分歧颇多。当
时，政府从三十多个规划方案中，归纳出两种
意见，其一，建大城市。将长沙、湘潭、株洲三
个城市连成一片，方圆几百里。中间群山为休
养区或做森林公园，株洲为铁路区，湘潭为工
业区，长沙为文化行政区。其二，做小城市。
限制株洲的发展，主张按四、五万人口规划，否

认了株洲城市扩容发展的客观因素。
在城区的布局上，更是“百家争鸣”。有的

主张铁路搬家，由于车站和铁路使城市形成分
割，造成规划中的很大困难，于是有专家建议，
将现有铁路及车站全部废除，在城郊另建。有
的追求建筑艺术布局，为了使城市美观，主干
道要 50 至 80 米宽，房屋设计千篇一律的大屋
顶。有的定了厂址，忘了住宅，将职工住宅区
规划在离厂区10公里以外的地段……由于意
见分歧，株洲市的总体规划历经两年多，仍然
在纸上。

事后，一位城市规划师曾这样反思，当时
的株洲规划，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没有将规
划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因而使得规划制定
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株洲城是怎么形成的株洲城是怎么形成的？？
7070年前规年前规划建设划建设““三个株洲三个株洲””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威张威

▲▲鸟瞰株洲城区鸟瞰株洲城区，，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大街小巷纵横交错。。记者记者//张威张威 摄摄

新规划，没“撑”过三年

时间来到 1955 年，中央有
关部门，包括城市规划、铁路、
人防、卫生、水利等部门，还有
一批中国和苏联专家，组成的
50余人综合工作组风尘仆仆来
到株洲。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勘
察。他们从株洲的地形、地貌、
水文、交通、资源等方面的实际
情况出发，在原来几十个初步
方案中，最终选取了第八套方
案，并广纳其他方案所长，确定
了城市近远期发展规划与功能
分区。至此，株洲的城市规划
有了蓝本。

该次规划将株洲城市的范
围定为东至晏家湾，南至月形
山，西沿湘江至石峰头，北至吴
家垅，总用地约 22 平方公里。
并且把城市性质定为由几个工
人村组成的重工业小城市。

规划还对城市发展规模做
了初步预测，近期为 6 到 7 万
人，中远期将达到 10 万人。而
城市中心将建在建宁港与白石
港之间，以滨江最好的地段作
为城市中心，通过主要干道和
附近几个工业区组成有机的联
系。市区则由董家塅、晏家湾、
田心、清水塘等工业区组成。

同年秋天，株洲市第一次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被送到
了北京，并得到正式批准。批
准后的总体规划方案，经过几
年的建设实践证明，其最大特
点是摸准了株洲的地理、地形、
地貌情況，坚持了以实际出发。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随后两年，国家各工业部门又
新增了一批工业项目在株洲选
址建厂，地方工业项目也不断
增加。同时，随着大规模工业
建设的开展，一批大中型建筑
企业也先后落户株洲，以致株
洲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由于原规划对株洲城市发
展远景预计不足，加之城市规
模迅速扩大，因而第一个株洲
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为
时不到三年就显得不适应工业
建设与城市发展的要求。而着
手修改原有方案，扩大规划设
计范围，将株洲纳入中等城市
的范畴已成必然。

规划中有“三个株洲”

1953年，全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那年夏天，被列入全国八个新建重点工业

城市的株洲和其他7座城市的规划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随后，湖南省立即成立潭株规划委
员会。

为尽早拿出城市规划方案，当时的市委、
市政府经多方努力，从中央城市规划设计院请
来专家，开始城市规划工作。从这一年起，株
洲才有了城市规划。

虽然株洲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但地
形复杂，平地面积小，不是低洼的水域，就是起
伏的丘陵，且被粤汉、浙赣、湘黔三条铁路分
割，还被建宁、白石等多条港水隔开，城市规划
设计工作难度很大。

“不适合建城市，即使要建，也只能在庆云

山和响石岭之间建一个五、六万人口的小城
市。”苏联专家连连摇头。

“不，我们已经决定，打通响石岭，建一个
清水塘工业区，这样城市不就大了吗？”彼时的
株洲市长吴占魁笑答。“那是第二个株洲。”苏
联专家说。

“我们不但要建设清水塘工业区，而且还
要在湘江架一座大桥，在湘江两岸搞建设。”时
任市委书记的侯锡义说道。“那是第三个株
洲。”苏联专家答道。

“土”“洋”之争到此并没有结束，株洲城市
容量、产业载体、要素流动，成为争论核心。在
当时，跨江发展还只能是梦想，要解决当务之
急，修建城市干线、拉开河东骨架，几乎是唯一
的选择。

从7000人的小镇到现今总面积1.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400万的新型城市，历经70多年发
展，株洲现已成为全国Ⅱ型大城市。

从小镇到大城市，今天的株洲城市规划是如何形成的？这期间又经历了哪些有意思的变
化？翻开档案，我们一起来探索。

耗时两年规划难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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