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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高考进行时，不

少不法分子又开始蠢蠢欲动，昨日，市教育局、公安局等相

关部门发布提醒，以下高考谣言，考生千万不要“入坑”。

谣言一：高价购买高考试题和答案

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表示，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

级材料，其命制、保管都在国家规定的保密场所进行，有

严格的保密管理措施。网上发布的“高考真题”“绝密答

案”等信息，均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中，“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

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属于违法行为。

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切勿以身试法。

谣言二：寻找丢失准考证的考生

高考期间，网上经常会流传“某某考生准考证丢失，求

转发，帮助考生”等信息。从以往案例看，经有关部门核实

查证，考生根本没丢失证件，信息上提供的电话多为诈骗

电话，一旦拨打可能掉入吸费陷阱。

如遇此类信息，建议与公安机关或考生所在考点学

校取得联系，未经核实情况下不转发、不评论，不拨打相

关联系电话，谨防上当受骗。

谣言三：有人捡到高考试卷

高考试卷运送有严格的安保措施，公安武警人员全程

押运，全程无死角视频监控，并采取技术手段全程车辆定

位，不会也不可能有试卷丢失，请大家切勿轻信，不转发、

不评论此类不实信息。

谣言四：
短信或电话通知考生存在作弊行为

高考作弊是一种违法违规行为，考生在高考中如有

作弊行为，会由教育考试部门经核实后按规定流程当面

送达有关材料，不会以短信、电话等非正式途径私下联

系考生，收到此类信息切勿理会，谨防上当受骗。

考生丢了身份证
公安加急解难题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李星 张迎） “你们真的帮了大

忙，谢谢公安民警！”这是 6 月 7 日中午发

生在市十八中考点的一幕。

当天中午 1 时 30 分许，荷塘公安分

局办证大厅接到十八中监考的尹老师的

求助电话，称班上两名考生在考完第一

场语文考试后，不慎遗失了身份证。距离

下午的考试时间不多了，老师和学生们

都非常着急，请求开通绿色通道加急办

理临时身份证。

“先别急，我们会想办法帮你们解

决。”办证大厅工作人员一边安慰尹老

师，一边赶紧受理登记、核对信息、打印

证明……很快，就为这两名考生办好了

临时身份证。

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拥军是十

八中考点保卫负责人。他第一时间开车

赶到办证点，拿起补开的证明资料送到

考场，交到监考老师手上，由其转交给考

生，确保其顺利参加下午的考试。

当天中午，在市二中考点，也有两名

考生遗失了身份证。考场执勤的天元公

安分局栗雨派出所民警立即带他们前往

派出所，办理了临时身份证。

两人忘拿准考证
交警铁骑“宿急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管丽 卜妍） 6 月 7 日早上 7 时

35 分，在株洲市十三中考点，一名来自

市十八中的女性考生非常焦急地向执勤

的荷塘交警大队民警求助：“交警叔叔，

我的准考证忘在学校宿舍了！”

接到求助后，交警立即驾驶摩托车，

带着该考生返回 3 公里外的市十八中宿

舍找到准考证，并于 7 时 48 分将该考生

安全送回十三中考点，保障了考生顺利

参加高考。

在南方中学考点，也有一名男考生

发现自己忘记带准考证，芦淞交警大队

立刻安排铁骑组，带领学生返回住宿点

取回准考证。15 分钟后，该考生顺利折

返，并在进入考场前向交警鞠躬致谢。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
记者/戴凛） 昨日，记者

在市四中、八中的考点看

到 ，每 个 班 级 的 送 考 老

师，都提着一个红色行李

箱，成了考点现场最亮眼

的“风景”。这么大的箱子

里到底装了啥？记者请老

师来了一次开箱探秘。

“这可绝不仅仅是为

了美观，而是装着孩子们

的重要‘装备’。”市八中

高三班主任吕燕介绍，学

校 在 考 前 为 每 一 位 班 主

任 准 备 了 一 只 红 色 旅 行

箱。红色在中国寓意红红

火火、吉祥如意，承载着

学校、老师对考生们满满

的祝福。

考 前 ，全 班 同 学 的

“考试包”都会交给班主

任 ，这 里 面 包 括 基 本 文

具、证件等，一并放在这

只旅行箱中统一保管。进

入考点前，老师分发“考

试包”后，如果有学生携

带了手表、手机、书籍、钥

匙 等 不 得 带 入 考 场 的 物

品，也会统一收集到这个

旅行箱中。每一科考试结

束后，同 学 们 再 将“考 试

包”交回，取走相关个人

物 品 。“ 因 此 ，这 个 箱 子

需 要 足 够 大 的 容 量 ，作

用和意义都非同一般。”

吕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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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送给女儿
人生的第一束花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6 月 7 日上午 11 点 10 分，骄阳正盛，在

九方中学考点门前，一名身材魁梧的

男子，手捧两束鲜花，引人注目，

走近攀谈，男子姓肖，此刻，额头

已是细珠密布，眼神却一直看着校门

出口。肖先生说，他女儿和干女儿都是

市三中考生，两人平时就形影不离，这

次一同参加考试，他特地安排好工作，

想给两个女儿一个惊喜。

“平时忙于工作，很少陪伴两个孩

子。她们总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通过这个方式，给她们

尽量减轻压力。”肖先生说，这个计划，

他筹备已久，两个女儿此前毫不知情，

也是两个女儿收到父亲的第一束花。

11 点 45 分，看到两个女儿走出校

门，肖先生高声呼喊，将鲜花递过时，

局促又腼腆的动作里，尽显父爱，也引

发了同学们的欢呼与羡慕。

也许，父亲的爱，宛如这般的默默

付出和朴实无华，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让你感受到他的温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
晓静） 高考哨声吹响，考生奋笔

疾书，尽情追梦。但昨日记者在多

个考点发现，还有一群特殊考生，

他们已经提前收到了各所高校抛

来的“橄榄枝”，此次参加考试是为

了“体验一把高考”。

市二中考生王小晋已过中国

传媒大学的校招录取线，此次她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战一把，“希

望能考出好成绩，我的目标是中国

人民大学。”小姑娘笑着说。

在渌口区五中，高三 417 班学

生郭龙宇显得格外轻松。在北京体

育大学 2023 年运动训练与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考试中，他以田径项目

综合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毕竟奋斗了三年，在我自己

看 来 ，没 有 高 考 的 人 生 是 不 完 整

的。”郭龙宇告诉记者，自己还有一

个龙凤胎姐姐，今年以文化生的身

份参考。他想和姐姐一起，共同体

验一把高考的感觉。

在不少考点外，还有部分已被

录取不参加高考的学生前来为同

窗加油。市二中学生汤铭轩已被广

州体育学院录取，他坚持 10 余天

为同班同学送饭，被大家称为“最

佳后勤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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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驰 摄

在市一中考点，第一天考试结束后，考
生们跑步冲出考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震 摄

学 生 取 走

“考试包”，再放

入 手 机 交 给 老

师保管。

记者/戴凛 摄

南方中学考点，师生相拥表达祝福。

记者/戴凛 通讯员/杨斯琦 摄

市八中考点外，同学们开心进入考场。

记者/戴凛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杨
昆） 上个周末，酷暑来袭，让人汗流浃背。戴书

林正在给一名 70 岁的残疾老人端茶送饭，换洗

床单。这位古稀老人是戴书林的夫兄杨来牛。这

样的细心照顾，戴书林坚持了 37年。

1983 年，20 岁的戴书林经人介绍，与同乡梅

岗村的杨来生相爱结婚，并生育一儿两女。

丈夫的哥哥杨来牛幼年遭遇不幸，导致腿部

残疾，不能站立，只能靠移动一张小凳子行走，多

年来从未走出过家门。戴书林从进入家门之日，

就毅然挑起了照顾杨来牛的重担。

公公、婆婆日渐年迈，加上要照顾高度残疾

的夫兄，戴书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打工赚钱补贴

家用，家里的收入完全靠丈夫，她只好靠节俭来

维持一家生计。

“她很少买新衣服、新鞋子，从 37 年前起就

很少出远门，细心照顾我哥哥。”说起妻子对大哥

无微不至的照顾，丈夫杨来生颇感欣慰。

随着年龄增大，70 岁的杨来牛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戴书林总是

第一时间进行清洗，从没有在丈夫面前有过任何

抱怨。

“作为兄弟媳妇，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戴

书林的善举，受到当地群众广泛赞誉。

弘扬崇德向善的株洲力量

我市集中表彰道德模范和“株洲好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

时美 通讯员/杨昆） 6 月 6 日，株

洲市第七届道德模范和 2023 年第

一季度“株洲好人”发布暨先进典

型座谈会召开，以集中表彰激励引

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道德实践，为

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凝聚

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

经群众推荐、材料审核、征求

意见、社会公示等程序，谭德发、

罗立新、马欢被评为助人为乐模

范，潘平洋、杨定国被评为见义勇

为模范，张高雄、贺天红、许贤杰

被评为敬业奉献模范，常运和被

评为诚实守信模范，朱华英被评

为孝老爱亲模范。颜红艳、谭利平

等 10 人获株洲市第七届道德模范

提名奖。苑芳乐、戴书林等 10 人获

评“株洲好人”。

自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和我点赞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开展以来，株洲共产生了全国道

德模范 5 人（含提名奖），省级道德

模范 14 人（含提名奖），市级道德

模范 141 人（含提名奖）；产生中国

好人 76 人，湖南好人 249 人，株洲

好人 322人。

“每一位道德模范，都是一把

道德标尺；每一位身边好人，都是

一面精神旗帜，是全市人民可亲、

可敬、可学的好榜样。”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江小忠要求深入

学习、广泛宣传、积极推介、大力

弘扬崇德向善的株洲力量，培育

城市文明新风尚。

那么，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

笔触和镜头，去领略部分道德模

范和“株洲好人”的感人事迹。

攸县黄丰桥镇柏市
中学教师张高雄

35年爱心接力
圆山区孩子求学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
美 通讯员/杨昆） 不久前，张高雄班

上的学生小陈因情绪波动，导致成绩

下滑。趁着周末，张高雄前往她家进行

家访。

正在上初三的小陈，从小母亲出

走，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她与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爷爷多病，长期住院，家境

十分困难，让小陈产生辍学的想法。

作为班主任的张高雄决心不让小

陈的求学之路夭折。他很快联系到爱

心人士，每学期资助小陈 2000 元生活

费，并一直资助到小陈大学毕业。

这是张高雄搭建爱心桥梁，争取

资金资助山区贫困学子的一个缩影。

柏市中学是攸县最偏远的乡村学

校，地处湘赣边界。

1987 年，张高雄从株洲师专毕业

被分配到柏市中学后，一直扎根乡村

教育一线。35 年来，他走遍附近 250 多

个村民小组，对学生进行家访，碰到家

庭困难，想要辍学的学生，张高雄更是

觉得不能放弃读书这条摆脱贫困的最

好路子，于是四处奔走，为孩子们争取

资金支持。

在 他 的 号 召 下 ，一 场 爱 心 接 力

在 他 的 一 届 届 学 生 中 展 开 ，筹 集 助

学 金 达 25 万 元 ，共 有 20 多 名 学 生 受

到资助。

在张高雄眼里，学生没有高低之

分，没有优劣之别。为了鼓励学生追求

进步，他经常自掏腰包购买各类学习

用品，奖励取得进步的学生。

“张老师把每一个学生都当自己

的孩子一样，平等看待。”一名学生说。

寒 来 暑 往 。一 批 批 学 生 走 出 大

山，但张高雄一直在三尺讲台默默耕

耘，一干就是 30 多个春秋，把毕生心

血和才华都奉献给了山区教育和乡

村振兴。

市公安局渌口分局渌口派

出所社区民警贺天红

扎根基层43年
勇当百姓“守护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杨
昆） 2019年 6月 22日，风雨交加。受持续强降雨影

响，渌水水位猛涨，渌口城区沿河老街被淹，彭冬梅

老人被困家中。接到求救电话后，贺天红立即联系

消防和社区等工作人员，乘坐冲锋舟来到现场。

此时彭冬梅家中一楼被淹 1 米多深，她爬上了

二楼，情况十分危急。大家一边做思想工作，一边

商量着营救方案。最终，贺天红用楼梯第一个从屋

后阳台爬了上来，将彭冬梅救下楼。

“房子是木质结构，随时有可能发生垮塌。”彭

冬梅说。

救出彭冬梅后，贺天红已筋疲力尽，但他仍坚

守在抗洪一线，又多次冲进洪水中抢运财物，营救

被困群众。

从警 43 年来，贺天红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

的壮举数不胜数。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渌口镇中央

时代广场，一流动三轮车摊贩的煤气罐突然起火，

随时有可能引发爆炸。正在社区走访的贺天红闻

讯赶来，迅速将火扑灭后，默默地离开现场。

在渌口公安分局，贺天红创造了 2 项记录，一

是从警时间最长，二是一辈子都在基层派出所工

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

热血。他坚持勤走、勤问、勤记、勤听，将自己融于

社区当中，大到治安、刑事类警情，小到邻里纠纷，

只要百姓需要，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要是走不了万里路，进

不了千家门，解不了百家难，不为群众实实在在地

办事，百姓怎么相信你？”贺天红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通讯员/杨昆）
几乎每周，苑芳乐都会带着自己的团队去各个养老

院、康复医院、社区，为那里的高龄、失能、失智、失独

老人送去精神慰藉服务。难能可贵的是，7年前，他在

事业正盛时，毅然放弃经商，成为一名专职公益人。

2014 年，苑芳乐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为弘

扬企业文化和树立企业社会形象，他经常带着员

工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走进养老院、康复医院、社

区，为老人提供志愿服务。时间一长，苑芳乐感到

内心得到极大地充实和满足。2016 年，他毅然弃

商从事公益，创办株洲市光耀康乐志愿者联合

会，正式转型成为一名全职公益人，用一年的时

间感召组建起 100 多人的志愿者团队，组织开办

了 9 期志愿者培训班，打造一批更规范、更专业、

更符合时代发展步伐的社会志愿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苑芳乐接触到老人临终关

怀，日趋老龄化的社会让他看到处于生命末端的

老人极其需要社会的关怀。

苑芳乐带领团队经过多次奔走，长时间学

习，推出株洲首家老人临终关怀项目，每周常规

为株洲市 5 家养老院、1 家康复医院、1 家社区的

老人提供免费服务。

7年来，联合会联动了 11支高校青年志愿者，

累计组织各类活动 380余场次，服务 10多万人次，

为社会贡献各项物资累计折合 1500余万元。

“播种向善种子，收获美好人生。”苑芳乐说，

这是他在公益路上的最大感触。

株洲市光耀康乐志愿者联合会创始人苑芳乐 从生意人转行为公益达人

2019 年 6 月 22 日，贺天红（前排右一）在渌口城

区沿河老街洪灾现场参与营救被困群众。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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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第七届道德模范和 2023 年第一季度“株洲好人”表彰现场。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