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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关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郑奕 邱婷婷

鱼 跃 龙 门 ，蟾 宫 折 桂 。 2023

年高考于 6 月 7 日准时拉开大幕，

超过 2.4 万名株洲学子奔赴考场，

为梦想而战。高考首日，上午进

行语文科目考试，下午进行数学

科目考试，所有考生有序入场，考

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考生心态平和
送考仪式感满满

当天，本报记者蹲点市二中、

市十三中、市四中等多个考点，看

到考生们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和

考试必备文具从容赴考。今年是

实施新冠“乙类乙管”后的首次高

考，口罩不再是必须，不少考生脸

上笑容满满。

或身穿红装寓意“开门红”，

或手举向日葵寓意“一举夺魁”，

或拿着粽子寓意“一举高中”……

现场，不少家长选择颇有仪式感

的方式前来送考，为考生加油鼓

劲。公安、交警、特警以及社会志

愿者团体和爱心人士穿梭在考点

外，为考生顺利步入考场保驾护

航。

在市二中考点，东门 22 个遮

阳棚依次排开，在声声加油声中，

考生自信走入考场。市四中考点

外，送考老师身穿红衣，手拿红色

行李箱，为考生们送上最美好的

祝愿。在九方中学的考点外，考

生们有序排队进行安检。在市十

三中，校长孟祥忠携送考老师组

团出动，现场为学生呐喊助威。

记者注意到，参考考生与考

生家长心态有所不同，相比考生

的心态平和，家长们则略显紧张。

多部门联动
为考生保驾护航

在考点附近还有不少便民服

务站，为考生及家长提供笔等考

试 用 具 ，免 费 赠 送 矿 泉 水 、小 扇

子、风油精等解暑物品。考生进

入考场后，不少高考志愿者在考

场 周 边 巡 查 ，制 止 噪 音 ，维 持 秩

序，引导家长在指定地点休息。

今年是私家车主陈辉报名参

加爱心送考队的第 6 年。“今天接

送了一位女生，在车上跟她聊了

下 家 常 ，让 她 放 松 心 情 ，保 持 心

态。”陈辉说，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为其他考生奉献一份爱心，同时

也重温一下自己当年参与高考的

激动心情。

中午 12 时，语文考试结束铃

声响起，不一会儿，市四中考点考

生鱼贯而出，大家脸上带着微笑，

心态平稳。今年，我省高考作文

题要求围绕“好的故事，可以帮我

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

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

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

的”这一内容写一篇文章。

市教育考试院数据显示，我

市今年共有 24451 人参加普通高

校 招 生 统 一 考 试 ，其 中 普 通 类

22873 人，职高对口类 1557 人，其

他类考生 21 人。全市共设 19 个

考点，其中城区 8 个，渌口区 1 个，

醴 陵 市 3 个 ，攸 县 3 个 ，茶 陵 县 3

个，炎陵县 1 个，共有 937 个考室，

3500 余名考务工作人员，为 11 名

残疾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服务。

作文试题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

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

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

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

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

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

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

少于 800 字。

题目解析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展形

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

命题人的命题灵感来源可见

一斑。

材料列举了“好的故事”在不

同 情 境 的 不 同 作 用 ，由 小 及 大 ，

“表达沟通—改变个人命运—展

现民族形象”。最后总结：“故事

是有力量的”，抽丝剥茧，抓住关

键词：“故事”是行文的基本范畴；

“力量”是描述重点，也是考生布

局谋篇的落脚点。考生成长过程

中都有听故事的经历，对所闻所

见所经历的故事都有真切感受。

在文体的选择上，考生可以记叙

生活中的故事感悟；可以对某个

故事进行分析议论；既可以书写

日常生活中个人感触小处入手，

也可以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

宏观问题。本题可以选择的范围

较 宽 ，审 题 立 意 、布 局 谋 篇 都 不

难。因为可选素材相对较多，所

以写一篇议论文，成篇更容易。

写作指导
在立意的选择上“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项。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提高

讲好中国故事的质量，及时批驳

谬误，解疑释惑，让世界看到、听

到新时代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可供考生选用的素材也俯拾

即是：上古时代，炎黄子孙就有灿

若星河的神话传说；春秋战国诸

子百家常以寓言故事喻理警世；

秦汉以来，历史故事有资治道；现

当代社会，各类故事也极大地丰

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现代以来

的革命英雄故事，当代改革开放、

春 天 的 故 事 、抗 击 疫 情 的 故 事

……习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

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讲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

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

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

国和平发展的故事。

材料中提到“好”的故事，故

事的力量如何发挥，可以有不同

的评判标准。情节曲折、人物生

动、通俗易懂、思想深刻都可称为

好的故事……还是引用习总书记

的话：“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

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

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

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

人”。 如果以“讲好中国故事”为

切入点，那么主要就是论述中国

故事带给社会的能量，或带给时

代的影响、带给世界的力量。总

之还是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扣紧时代的脉搏和主旋律。

（据百度作文）

暖心父亲，送给女儿
人生第一束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驰） 6 月 7

日上午 11 点 10 分，骄阳正盛，在九方中学考点外，

一名身材魁梧、手捧两束鲜花的男子，引人注目。

记者看到，男子额头细珠密布，眼神却一直看

向校内。男子姓肖，他说，女儿和干女儿都是市

三中高考生，两人平时就形影不离，这次一同参

加考试。“我特地安排好工作，买了向日葵花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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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也是两个女儿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束花。

11 点 45 分，看到两个女儿向门外走出，肖先

生大声呼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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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梦想而战！
株洲24451名考生逐梦高考

2023高考作文题来了，你打算怎么写?

语文考试结束后，市四中考点学生奔跑出考场。

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白静 摄

考场外的故事

肖先生与两个女儿合影。记者/陈驰 摄

提前录取的他们
走进考场挑战自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高考

哨声吹响，考生奋笔疾书，尽情追梦。昨日记者

在多个考点发现，有一群特殊考生，他们提前收

到了各所高校抛来的“橄榄枝”，此次参加考试是

“不想缺席人生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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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她鼓劲，王小晋的妈

妈和奶奶都身穿旗袍前来送考，现场不时有人称

呼她们为“闪亮的三朵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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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体育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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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的学生前来为同学们加油。学生汤铭轩已被

高校录取，他坚持 10 余天为同班同学送饭，被大

家称为“最佳后勤队员”。

刚 刚 过

去 的 6 月 6

日 ，是 第 28

个全国“爱眼

日”。因长时

间 近 距 离 用

眼、缺乏户外

锻炼、沉溺电

子 产 品 等 因

素，学龄前儿

童 视 力 健 康

成 为 人 们 关

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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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喜张）
备 受 关 注 的“徐 特 立 项 目 ”建 设 名 单 出 炉 了 。

日前，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教育厅、省发改委

等五部门联合公布项目建设名单，我市有 4 所

县域普通高中纳入建设名单。

为了扩大优质公办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湖

南将从 2023 年开始，在两年时间内，通过支持

全省 100 所县域普通高中“徐特立项目”建设，

推动项目学校建设成为硬件设施达标，软件条

件较好，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和较高管理水平，

在当地形成辐射带动作用的优质学校。为纪

念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新建项目统一命名

为“特立教学楼”“特立科教楼”“特立体艺馆”

“特立图书馆”等。

据统计，全省 100 所“徐特立项目”学校总

建筑面积 87.5 万平方米，计划投资共计 35.7 亿

元（土建投资 32 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增

加 学 位 60480 个 ，切 实 改 善 县 域 高 中 办 学 条

件。我市有 4 所学校纳入项目建设名单，其中，

攸县第二中学建设特立体艺馆、特立教学楼，

茶 陵 县 第 三 中 学 建 设 特 立 科 教 楼 、特 立 教 学

楼，炎陵县第一中学建设特立体艺馆，醴陵市

第一中学建设特立体艺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6 月 6 日，

石峰区响田东路辅路，一座限高 2.2 米的限高杆破

损、歪斜，引起路过车主担忧。该处限高杆设置的规

范性、合理性，也受到了市民质疑。

限高杆设置在响田东路辅路与先锋路交叉路口

通往响田东路的一段上坡路段。该上坡路段为单向

行驶路段。沿响田东路辅路或先锋路行驶的车辆，

可经该上坡路段驶入响田东路，朝田心立交桥方向

行驶。

附近居民指出，限高杆处不久前发生交通事故，

限高杆被超高车辆撞坏；该处限高杆限高 2.2 米不合

理，会影响消防车、救护车等应急车辆通行；设置在

上坡路段也不合理，会导致误闯的超高车辆在限高

杆前停车、倒车难度较大，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6 日下午，针对限高杆受损问题，有人分别向石

峰交警大队和石峰区城管局市政维护服务中心进行

了反映。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对受损的限高杆进行

修复。限高杆是由道路建设单位设置，其所在的上

坡路段，原本未在规划范围内，是条临时便道，建好

已 1 年多，未移交给市政部门。该上坡路段，路短，坡

度较大，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货车通行存在视觉

盲区，设限高杆是为防止货车通行。

车主李先生建议，在通往限高杆方向的路段，增设

警示标识，提醒车主注意限高；管理部门要对该处限高

设施加强监管，消除该限高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

如何保护学龄前儿童的眼睛？专家

给宝爸宝妈支了这些招。

做好视力筛查，早发现早治疗。当

家长发现孩子的视力出现问题时，应尽

早到医院检查，通过科学验光排查眼部

病变。若出现眼睛干涩、发红，有灼热感

或异物感，说明已经出现视觉疲劳症状，

就要立即停止持续用眼，注意休息。

远离电子产品。电子产品使用时，会

有一些不适应的蓝光，还有闪烁等，都会

对眼睛造成损害。如果无法避免，一是要

控制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一个小时。要

坚持“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原则。比如说

能够用投影，就不要用电视，能够用电视

就不要用手机，因为近距离的阅读对眼睛

的危害更大。

饮食营养护眼。营养充足才能维持

眼部组织的正常运行，给眼睛增加营养非

常重要。家长在生活中要保证孩子营养

均衡，多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

素 c、维生素 b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食物；

饮食结构做到荤素搭配，多食用新鲜水果

和蔬菜，少食用含糖成分高的食物。常见

的明目食材有鱼肉、鸡蛋、山药、刀豆、枸

杞子、百合等。

户外运动护眼。儿童保护视力首先

要做到满足每天两小时以上的户外活

动。户外活动能让孩子充分暴露于光照

之下，充分的光照可控制眼轴的增长，预

防并减少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与此同时，

孩子正处在视力发育的关键期，需要接触

到外界适当的光线、色彩、图形的刺激，才

能更好地促进发育。需要提醒的是，在户

外要注意防止紫外线直射孩子的眼睛。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良好的用眼

习惯包括用眼的时间，读书、写字的坐姿

以及充分的光照。坐姿一般要求是身体

离桌子有一拳的距离，眼睛离书本是一

尺的距离，握笔的手指离笔尖是一寸的

距 离 ，读 写 的

时 间 要 控 制 在

30 至 40 分 钟 ，

休 息 5 分 钟 左

右 ，休 息 时 尽

量 远 眺 ，多 看

绿色植物。

“徐特立项目”来了！
株洲有4所

筛查6100名学龄前儿童 逾一成视力有问题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刘炯 谢文

学龄前儿童的近视发病率不容乐

观。在眼睛发育关键期，学龄前儿童

视力问题最不容易被发现，当发现孩

子看不清时，已经错过了视力的黄金

矫正期。

两个月前，5 岁的萌萌被查出眼睛

有散光。“我现在电视、手机都不准他看

了。”萌萌的妈妈很懊悔，因为孩子看东

西已经出现模糊状，不得不接受视力矫

正治疗。

同样郁闷的还有颐景园小区的曾

先生。两个礼拜前，他发现 4 岁的儿子

无论是看电视还是阅读绘本，总会凑得

很近。到医院后，儿子被诊断患有近

视，已经达到了 200 度，必须佩戴眼镜

矫正视力，而且还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4 月份以来，株洲仁和眼科医院走

进了城区多家幼儿园，对 6100 名孩子

进行了体检，其中就包括视力筛查。数

据显示，超过 10%的儿童视力健康存在

问题，主要集中在散光、近视、远视三个

方面。

筛查6100名学龄前儿童
逾一成视力有问题

学龄前儿童如何护眼？

扫 描 二 维 码 ，了 解

更多护眼小知识。

一名学龄前儿童在接受视力筛查。记者/何春林 摄医院在学校开展护眼知识宣讲。 受访者 供图

株洲仁和眼科医院院长何细

文介绍，学龄前儿童视力问题主

要原因包括先天发育、长时间近

距离用眼、缺乏户外运动锻炼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 0

至 6 岁的学龄前儿童来说，频繁

地接触和使用各类电子产品，是

造成他们过早戴上小眼镜的罪

魁祸首。

“ 很 多 家 长 认 为 孩 子 18 岁

后做个手术就可以恢复正常视

力 ，近 视 、远 视 没 有 什 么 大 不

了。”何细文说，这是一个认知误

区，往往会对孩子视力造成不可

逆的损伤。因为，度数越深，出

现视网膜脱落、后巩膜葡萄肿等

并发症的概率越高，而视力矫正

手术只是把角膜变平，改变屈光

度 ，并 不 能 缩 短 已 经 拉 长 的 眼

轴，并发症的风险依然存在。因

此，前期预防、尽早控制才是爱

眼护眼最明智的做法。

四大“杀手”
偷走孩子视力

限高杆带“伤”上岗 路过车主心慌慌

车辆从受损的限高杆下方通行。 记者/刘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