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有救援队员向记者说：“悲剧没发生在自己身

上，不会痛彻心扉。”

救援队员每救起一名溺水者，不仅挽救了一个

家庭，更是对公众的一次惊醒。为此，湘江义务救援

协会梳理出今年入夏以来的溺水事件。据统计，今

年已有 16名在湘江野泳的溺水者被救上岸。

江水凶险，这些人差点殒命

5 月 28 日傍晚 7 时 15 分左右，袁先生在天元大

桥河东桥下的江水中野泳，因身体突发不适溺水，并

出现昏迷。经救援队员抢救并送医，才脱离生命

危险。

7月 5日下午 5时 40分左右，易先生和妻子在河

西四桥下水横渡湘江时遇到急流，同时遇险。

7 月 11 日晚上 8 时 10 分左右，王先生父子两人

在河西四桥下老码头附近水域野泳，儿子不慎落入

深水区遇险，王先生上前施救被死死抱住。

7 月 27 日傍晚 7 时左右，一名 11 岁女孩在河西

四桥下野泳，随着急流漂到江中，无法游回岸边。

8 月 2 日下午 4 时至 5 时多，河西湘江风光带天

元大桥河段，2小时内先后 3人溺水！

万幸的是，这些野泳的市民遇险时，附近都有救

援队员巡逻或执勤，被救援队员及时救上岸。据统

计，入夏以来，救援协会已救起 16名溺水者。

据了解，湘江义务救援协会每天执勤的时间为

下午 3 时到晚上 10 时，区域为一桥到四桥之间。在

此时段和水域外，今年还是有溺亡事故发生。

被救后，有人说“谢谢”有人继续游

“非常感谢！要不是救援队员，我们都上不来

了。”7月 11日晚被救起的王先生说。

深受感触的还有易先生。11岁的女儿于 7月 27

日傍晚野泳遇险被救后，他表示再也不带孩子野泳了。

“我们每次救人后，听到最多的是‘谢谢’。”湘江

义务救援协会会长邹国良说，这也让广大救援队员

很感动。

但也有一些情形让救援队员感到无奈、寒心。

不少溺水者在得到施救后，不仅不离开，还继续

留在江中野泳；一些溺水者在被救后，默不作声地离

开，连句“谢谢”都没留下；有的溺水者在面对救援队

员的询问时极不配合，非常抵触拍照合影和留下联

系方式。

“上面三种情形，第一种经常可见，第二种时而

存在，第三种相对较少。”救援队员张志成说，这也可

以看出，不少野泳的市民既缺乏安全意识，但又存有

羞耻之心，担心自己溺水的“丑事”被公众所知。

携带救生设备也可能被淹

“不下水就不会溺水。”邹国良说，这才是远离野

泳、谨防溺水的真谛所在。

长期以来，市民内心都存在两种认识误区：淹死

的都是会水的，有救生设备就不会淹死人。

实际上，在每年的救援案例中，既有水性很好的

市民，也有不会游泳的市民，还有携带救生设备的

市民。

救援协会桨板队队长黄立群此前告诉记者，目

前很多市民野泳时，只依赖“跟屁虫”，根本不保险，

一旦遇到急流漩涡，就会被冲走或被卷入漩涡，出现

溺亡。

不仅如此，目前在湘江株洲城区段，水下遍布废

弃的渔网、鱼钩，湘江义务救援协会每年要花费大量

人力清理，仍难以彻底清除干净。

“特别是在桥梁、码头及周边水域，渔网、鱼钩

最为集中，一旦被勾住，即便游泳者水性好或携带

救生装备，都容易被缠住发生溺水。”救援队员罗志

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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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湘江 谨防溺水”系列报道之二

这些溺水事件令人警醒
今年已有16名溺水者被救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实习生/杨世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陈紫薇
20 岁，人生美好的年华。大学毕业，即将踏入职场的

唐紫薇，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血病，不得不躺在病

床上与病魔顽强斗争。家境贫寒的她，面对巨额的治

疗费用束手无策，在社区和邻里的帮助下，唐紫薇已

在湘雅医院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现在家休养。日前，

她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天元区群丰镇，感谢曾经帮助

过她的人。

晴天霹雳，花季少女突患白血病

唐紫薇家住群丰镇湘滨社区，她原本在化疗期间

掉光了头发的头顶，现已长出些许乌黑的头发，在药

物的作用下，身体有些浮肿。疲惫的眼神里，透着坚

毅。记者来到唐紫薇家中时，她戴着口罩，正在书桌

前看书。患病以来，她始终没有放弃学习，一直在考

证、考本科。

唐紫薇家中十分简陋，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

她房间里的书桌是社区捐赠的，一台刚装上不久的新

空调，也是她做完手术回到家后，邻居们合力出钱购

买送来的。

前些年，唐紫薇父亲在工作中摔伤，左腿与肺部

留有后遗症，无固定收入，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维持

全家生计；其母亲患有风湿病、腰椎滑脱等疾病，不能

做重活。父母十分勤俭节约，供养了她和姐姐上完

大学。

一心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唐紫薇，自律、刻

苦、上进，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是老师眼中的好

学生。去年 6 月，大学毕业后的唐紫薇，应聘上中

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入职体检中发现

有指标不正常，后被湘雅医院确诊为“急性髓系白

血病”。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吓得胆战心惊，半天没

有回过神来。”唐紫薇回忆，她和父母、姐姐，当时根本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母亲听闻消息后，当场就晕

倒在地。

病情危急，治疗费成最大难题

“病情较为严重，若不做骨髓移植手术，只有 3个

月时间了。”冰冷的现实，考验着唐紫薇和她的家里

人。数十万元的手术费用，还有后续定期复查的检查

费和医药费，犹如一串串天文数字。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办贷款，向亲朋好友借钱……

为了治疗，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还债台高筑。第一

次手术并没有很成功，第二次手术前，唐紫薇忐忑不

已，压力很大。

“我已经把家里拖垮了，还连累了姐姐，我不想治

疗了，不想看着您卑微地去祈求，下辈子有缘分的话，

我再做您的女儿！”唐紫薇看着妈妈再次打电话向亲

朋好友借钱时，表露出的那种近乎哀求的语气，终于

忍不住对妈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妈妈握着她的手，眼泪滂沱，哽咽地说：“就算砸

锅卖铁，我也要治好你。”

唐紫薇姐姐也是倾其所有，殚精竭虑。父母年纪

大了，更多的时候，需要她拿主意。她把唯一的房子

抵押给银行，贷款给妹妹治疗。她说：“妹妹从小就很

乖巧、懂事、自立。我只希望妹妹能尽快好起来，这样

阳光上进的花季女孩，不应该这么早凋谢！”

“没有选择了，坚强面对是我唯一能做的。”唐紫

薇被推进手术室时，战胜病魔是她脑海中最强烈的想

法。好在这次手术很顺利，术后的排异反应，也是她

能忍受的节奏。

在湘雅医院手术期间，唐紫薇还安慰病友，鼓励

病友坚强面对，战胜病魔。她的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感染了很多人。

多方救援，爱心如百川汇海

大爱株洲，爱心潮涌。

唐紫薇手术前后，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纷纷伸出

援手。湘滨社区邹家组的邻居，家家户户都有支援，

有的邻居借 1 万元，有的邻居借 5000 元，而且不需写

借条。唐紫薇家的亲戚，有的借 5 万元，有的借 2

万元。

群丰镇和社区为唐紫薇申请了大病救助、临时救

助、低保救助等各种救助之外，还向天元区申请了“托

底救助”，她是目前唯一一个托底救助达到 20万元的

患者。

唐紫薇除了坚强、上进、乐观、励志之外，还有一

颗感恩的心。手术后，尚未康复的她，一笔一划，写下

800 多字的感谢信。“我将努力恢复健康，成为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积极地回报社会，像大家帮助我一样去

帮助他人，不辜负大家的关怀与帮助……”

花季少女患白血病 多方救助爱心潮涌

唐紫薇妈妈悉心照顾患病的女儿。记者/杨如 摄

8月 2日下午，一名溺水者（右）被救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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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暑假已过大半，同学们，

你们的暑假任务和作业是否也已即

将完成？株洲晚报提醒同学们，及时

梳理作业，别等到开学前再匆忙赶作

业。而家长们也要适当“跟踪”，给孩

子一些及时纠错建议。

过着过着就放飞自我了

尽管本报总是提醒同学们要做

好暑期计划，并严格执行，但还是有

的同学做着做着就忘记了“初心”。

“一开始只是少量作业未在当天

完成，但日积月累，越积越多……”市

民彭女士的儿子即将就读四年级，除

开学校布置的暑期任务和作业，自己

还给孩子报了一些暑期兴趣班。有

时候看着孩子运动回来打瞌睡，自己

也不忍心催着孩子完成每日任务，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但

这几天给孩子核对暑假任务时发现，

不仅书面有明显“欠账”，还有不少实

践作业完全没启动。如果再这样拖

下去，恐怕又要到开学前临时抱佛脚

了。

“前段去了爷爷奶奶家以后，就

彻底放飞自我了。”王女士说，即将就

读二年级的孩子倒是没有书面作业，

但是实践作业和运动打卡任务早已

中断。主要是爷爷奶奶管理过于宽

松，于是孩子就“肆意妄为”了。本周

末打算把孩子接回家，赶紧补任务。

父母“该出手时就出手”

“ 好 烦 ”“ 怎 么 办 ”“ 真 是 不 得

了”……在一些家长群里，有的家长

又开始焦虑了。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作业不闻不

问，想把压力交给孩子，但最后发现

自己比孩子压力还大。”老师们说，鉴

于暑期已过去三分之二的时间，必须

友善地提醒一下各位家长：该看看你

家娃的暑假作业了。

老师说，一些家长都是在临近开

学前几天才去过问暑期作业和任务

完成情况，但是往往到了最后几天，

有 的 孩 子 居 然 还 有 很 多 作 业 未 完

成。然后家长就会怒发冲冠，甚至出

手教训孩子。而其实这些事情本来

都是可以避免的，只需要家长将关心

作业的时间稍稍提前就行了。

老师建议，这几天，家长可以翻

翻孩子的暑假作业，看看孩子做到哪

里了，关心一下孩子每天的作业安

排，看看他前期是不是有安排不合理

的地方，如果有些安排你觉得不是很

合理，可以给孩子指出，让孩子后期

有针对性地改正。如果孩子的作业

进度太慢，是时候催促一下了。

多鼓励，正面引导孩子

如果在此前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家长都没有去过问孩子的暑假作业，

那么此时去翻看作业多半会让家长

“气血上头”。

老 师 们 建 议 ，家 长 先 别 急 着 骂

人，可以去发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

比如孩子的某一项作业做得很认真，

可以好好地表扬孩子。因为对于一

个小学生来说，在缺少父母监督的情

况下仍旧能完成部分作业也是一件

值得表扬的事情，毕竟谁都有想要偷

懒贪玩的时候。当家长肯定了孩子

的一些亮点，再去给他提建议的时

候，就会顺利很多。

如果发现孩子有的作业完成质

量不够好，家长可以让孩子重新做一

部分，但没必要完全推翻重来，毕竟

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打击，也很容易

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可以挑选一

部分质量实在比较差的，向孩子提出

要求，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接下来，家长可以给孩子一些打

卡奖励，也可以让孩子自己给自己制

定一些奖励计划，正面引导孩子，让

他后续的任务计划更好地落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
静 通讯员/胡凡） 近日，“2023 年全国青

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湖南赛区选拔赛”落

幕。天元区白鹤小学派出 24 位同学组成

的代表队，与全省 409 支优秀参赛队伍同

台竞技，一路过关斩将，收获颇丰。其中，

学生曾晨轩、曾驿嫒和汪皓熙、黄柯翰的

创意作品被选送参加国赛。

据了解，该校共有 3 支参赛队伍荣获

一等奖，4 支参赛队伍荣获二等奖、2 支参

赛队伍荣获三等奖，学校被评为“优秀组

织奖”单位。除了曾晨轩等 4 名同学共同

创作的作品被选送参加航天创意比赛全

国赛外，学生黄睿祺、蒋正义还入选 EN-

JOY AI“月球探秘”赛项国赛。

学校负责人表示，学校以原有的创客

空间为依托，借助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与

设备，逐步打造“人工智能创客实验室”，

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今后，学校将继续为

学生提供新时代的制造技术，让孩子们的

“奇思妙想”有办法物化出来；同时搭建更

多展示创意、放飞梦想的平台。

南方中学
“凤凰论坛”开讲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
凛） 优 秀 班 主 任 分 享 德 育 工 作 经

验，小组讨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知

名专家带来精彩讲座……日前，南方

中学“凤凰论坛”再次开讲。据了解，

该项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 3届。

据了解，2023 年“凤凰论坛”参与

人数达 90 余人，包括南方中学的全体

领导班子成员、行政干部、年级主任、

班主任、德育干事等。

在讨论环节，各小组针对班级常

规管理与学习内驱力，学生心理健

康，家校共育等班级管理的棘手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分组

讨论结束后，各年级派班主任代表发

言，具体阐述小组讨论结果、处理问

题的措施和建议。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论坛内容

丰富、形式灵活，是一次规模大、范围

广、理念新、实践强的论坛。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不断创新德育工作方

法，提升德育工作水平，打造鲜明的

全员德育特色。

暑期里，不少大学生

奔赴各地，以各种形式参

与社会实践。不管是学校

组 织 的“ 返 家 乡 ”“ 三 下

乡 ”“ 进 社 区 ”等 社 会 实

践，还是大学生个人自选

的打零工、做志愿者等活

动，都是大学生学习成长

的有益补充。特别是对临

近毕业的学子而言，社会

实践相当于就业前的一次

热 身 、观 察 社 会 的 一 扇

窗口。

但也要看到，这些已

经常态化的大学生社会实

践，在部分团队的执行过

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有学生反映，一些社会

实践过于重视形式和量化

考核，有的实践项目开展

前没有进行系统培训；一

些“三下乡”服务队成员

虽下了乡，但却没有真正

走进农村 、深入基层；也

有学生反映，由于学校与

实践单位没能做好对接，

整个实践过程遭遇各种不

配合；有的实践活动还没

开始，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联系报道

宣传。

笔者近期在农村走访时，也听到

有的村民这样说：有的实践团队说是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但还未来得及

和学生深入交流就散了，完全走进留

守儿童的内心世界；有的在大街上摆

个摊子说是“义诊”，量量血压就匆匆

收摊了；还有一些大学生说是指导农

民提高种植技术，也只是在菜地里转

转……

凡此种种，虽然不是普遍现象，

但还是需要引起重视。

从“课堂”走向“实践”，讲究的是

过程，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社会实践不是“盖个章”，更不是“到

此一游”，学生们要发挥好社会实践

的功能与作用，实实在在地用脚丈

量、用脑思考、用心体悟。

同时，从社会到学校到学生，也

都应该精心策划活动，认真实施，并

加强指导和监督。这样，大学生“三

下乡”活动才不会沦为走过场。

暑
期
社
会
实
践
切
莫
走
过
场

戴
凛

暑假已过大半

同学们的作业完成得怎样了？
晚报陪你过暑假系列报道之五——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暑期任务，家长和孩子都别半途而废。 记者/戴凛 摄

白鹤小学：科技少年 未来可期

创意作品制作中。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