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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近日，

株洲妹子艾岱萱携其创作的《湘西民歌》民族音乐在

西雅图成功首演，让中外听众耳目一新。

在西雅图奏响《湘西民歌》组歌

10月 7日，美国西雅图奏响了《深根》音乐会。伴

随着旋律以及弦乐器和木管乐器的奏鸣，听众脑海里

浮现一幅幅画面：一位声音清亮的女孩站在山顶上，

对着无边大地歌唱，歌声飞遍了葱翠的高山、金黄的

田野、炊烟袅袅的村落；一位父亲对着身边的女儿不

停吟唱；一对恋人在诉说分开时的悲伤与承诺……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这组音乐能够引起听

众共鸣的主要原因。”艾岱萱介绍，这组《湘西民歌》分

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旋律是基于湘西的一首山

歌，表达了一个女孩对生活和村庄的热爱；第二乐章

是她父亲经常哼唱且与她分享的一首民歌曲调；第三

乐章包含两个同时演奏的旋律，一个来自第一乐章，

另一个是湘西著名的民歌《桑树上的灯台》，讲述的是

一对恋人分别时的诉说衷肠。

“她的作品构思精巧、形式严谨、引人深思，融合

古典与现代，兼具东西方文化，极富民族特点。”西雅

图《深根》专场音乐会乐队指挥 Bobby Colins说，艾岱

萱很出色，她的音乐蕴含了西方古典音乐与中国传统

音乐元素，尤其是湖南湘西的元素。

9月 27日的《西雅图新闻》“综合娱乐版”，对艾岱

萱本人以及《湘西民歌》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今年 11月和明年 2月春节期间，艾岱萱的新作品

将由鲍德温华莱士交响乐团和印第安纳大学新音乐

团演奏。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美妙音乐

艾岱萱小学就读于白鹤小学，初中就读于株洲市

外国语学校。现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生、印第安

纳大学音乐理论系助理教师、雅各布作曲学院的教

师。曾受邀担任 2022 年“阿斯彭音乐节”和 2023 年

“美国管弦乐学院音乐节”的作曲。

其母亲介绍，女儿走上音乐这条路与幼时的兴趣

以及生活经历密切相关。5 岁时，小萱开始练习钢

琴，家人将其送至武汉音乐学院附属小学进修一年。

闲暇时，父亲艾明喜欢带着小萱前往湘西，走访当地

艺术家和民间歌手，搜集和整理一些民歌，小萱则会

安静地坐在旁边听得入迷。

“我们当地有一句谚语是‘若一个人能走路，他就

能唱歌。’”艾明笑道，唱歌是湘西人日常活动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湘西民歌有着特殊的情怀，“女儿

给我长脸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株洲妹子，我的根在中国，我渴

望用我的力量，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美妙音乐。”艾

岱萱说，从小喜欢音乐的她，一直有个“将家乡的音乐

带到世界舞台”的梦想。高兴的是，在她的求学、教学

以及演奏期间，很多学生与西方音乐家，对中国音乐

与中西元素结合的音乐，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这令她

很自豪。

株洲妹子艾岱萱：在西雅图刮起最炫“湘西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谭微 吴明菲

他已 80岁高龄，在本该儿孙绕膝、尽享清福的年

纪，却积极主动做志愿者，多次战斗在最危险的抗疫第

一线。热心解决社区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他就是芦

淞区建设街道何家坳社区年龄最大的志愿者黄鹏飞。

花小钱办大事
“黄嗲解决问题有一套”

十年来，黄鹏飞帮助居民们解决了不少急难愁盼

问题。事情不仅要办得快办得好，还要节约成本。

今年春节期间，正是欢欢喜喜准备过大年的时

候，桥头社区 27栋的居民们可犯了难。原来，楼下的

化粪池出了问题，不断往外冒臭水，漫到必经的梯道

上，不仅恶臭难忍，还存在安全隐患。黄鹏飞和居民

们尝试用砖头堵、用模板盖依旧无济于事。他又联系

专业修理下水道的工人，施工费用却要一万五到一万

六，价格贵不说，还只能等到节后开工。

为了能早日解决问题，让居民们过个好年，黄鹏

飞立即决定自己动手。他联合五六个得力的社区工

作人员，前后粉刷 5 次才彻底解决臭水外漏的问题。

不漏水了，但黄鹏飞还注意到，居民们常常经过水沟，

出行存在安全问题。他又马不停蹄，立即联系社区和

居民，商量改道工作。就这样，社区出资 600元，居民

合办出资 500 元，27 栋的居民们有了新的出行通道，

也不再受臭水沟的困扰。

一份真心换一份信任，“黄嗲解决问题有一套”就

是居民们对黄鹏飞最大的认可。

他是社区编外工作人员
也是居民的安全预警员

在何家坳社区住了几十年，社区的情况，无论人

还是环境，黄鹏飞都可谓是一清二楚，他笑称自己是

社区的编外工作人员。

每天下楼，他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跟自己同楼的几

个独居老人的情况，但凡有两天没见着几个老邻居，

他就要上门问问情况。被问到有几个由他负责，需要

特别关注的老人时，黄鹏飞不假思索地说：“5 个，都

是 80 岁以上的。”随后便伸出手指，一一列举，“24 栋

一个、13栋一个、15栋一个……”

每天出门，黄鹏飞习惯在社区里到处走走看看，

有没有哪里灯坏了，哪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安全问

题，是他一直最担心也是最注意的问题。

国庆节前，黄鹏飞发现，有些住户阳台上的雨篷，

风一吹就发出“啪、啪”的声响。他立刻跑上跑下地去

检查，才发现是因为年久失修，雨篷连接处有些老化，

有些用于固定的膨胀螺丝已经松动了，所以刮风时雨

篷就会翻起来。“我最担心的，就是雨篷打下来，砸到

人和车。”说到这里，黄鹏飞的脸上不自觉地显露出担

心的神色。

于是他又主动担负起了处理雨篷松动的工作。

家里有子女、有男性劳动力的，他就一个个打电话过

去，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没条件自己解决的，他就亲

自带着工具上门，用铁丝拧紧、加固雨棚。他铿锵有

力地说：“弱势群体，肯定放到优先位置！”

初心不改
“还能继续干下去”

黄鹏飞心系着社区的老人们，虽然他今年也已是

80岁高龄，但他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干下去。

邻居们经常劝他年岁已高要注意身体，少操劳。

但黄鹏飞忧心的是社区潜藏的问题，及时发现、尽早

解决，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一直是黄鹏飞从事

公益事业的初心。谈及为何不和子女住到更为便利

的小区享享福时，黄鹏飞说自己不想去住，何家坳离

不开他，他也离不开这一份居民间互相关心关怀的

温暖。

黄鹏飞年幼丧父，母亲改嫁后由祖父母带大。他

经历过农村的艰苦生活，参过军，又在铁路部门工作，

退休后也没有闲下来，继续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为人民服务。

在黄鹏飞的努力和带领下，“Uncle 黄”公益联盟

从成立之初的 1人逐步扩大到现在的 95人。

“只要是有事，团队的人能来的都会来”。黄鹏飞骄

傲地说，“有一天我们这帮老的会干不动，社区的工作总

需要人手，我们也希望一些年轻的血液能够加入我们。”

“Uncle 黄”团队从无到有再到运作成熟，离不开

盟主黄鹏飞的经营，也离不开每一个热心公益、投身

志愿活动的人的付出，志愿精神就这样代代相传。

八十高龄依旧活跃在志愿服务第一线

黄鹏飞：“银发”志愿者演绎“最美夕阳红”
美达影城（10月16日）

坚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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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4：英年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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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莫斯科行动
10：05 12：30 16：10 18：35 20：10

21：00 22：35

志愿军：雄兵出击
11：00 13：35 15：00 16：30 19：

10 21：45

好像没那么热血沸腾
11：25 14：00 17：35

贝肯熊：火星任务
10：10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
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开奖日期：2023年10月15日）开奖

福彩
3D 第2023274期
9 9 5
双色球 第2023118期
01 02 11 19 25 29 04

体彩
七星彩 第2023118期
4 0 4 5 4 4 11
排列3 第2023274期
6 6 9
排列5 第2023274期
6 6 9 9 3

艾岱萱（左四）在《深根》主题演奏会现场。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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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江花园小区附近，“荒地”改

建的便民停车场。 记者/伍靖雯 摄

当数字技术融入城市生活
新场景、新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小区里的生活垃
圾每天运往哪里？跨江大

桥的通行安全如何保障？如
何提升城市管理执法的公开透明

程度？
以前，这些情况主要靠经验分辨、靠

人监督。但现在，随着数字技术加速融入城
市运转，更加智慧高效的新场景、新模式
已经显现。

具体怎么说？最近，记者走进
株洲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指
挥室，近距离了解数字赋能
带来的城市管理新变化。

早高峰刚过，城市逐渐宁静，荷塘区向阳社

区附近却传来一阵喧嚣——有人在隐蔽处违规

倾倒垃圾。

指挥室的大屏幕上显示，这一事件由信息

采集员发现并上报，后台已联系执法队员前往

处置。整个处置流程，都将记录在综管服务平

台系统内。

“以前，我们的执法信息主要来自队员巡

查、市民举报。”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就

造成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躲猫猫”“打游击”。此

外，执法是否公正规范、当事人及周边市民是否

满意，都需要一个更为高效的信息平台来收集

梳理。

随着城市综管服务平台上线，城市市容市

貌秩序维护、城管执法等工作信息实现数字化

监管，也能进一步查漏补缺、提升管理效能。

比如，在执法流程方面，系统内上传了城市

管理执法的 98 部法律法规、533 条执法依据、376

个执法事项等信息，并统一了执法文书模板、执

法程序要求等，执法队员必须依据系统设定的

程序提交相关流程证据，解决了以往执法程序

不严谨、案卷制作不规范等问题。

现场，技术人员展示了一份临街门店违规

乱堆乱放案件的处置记录。“现在通过综管服务

平台办理案件，要有全过程的文字、影像等记

录，办结的案件全面实施电子档案管理。”该工

作人员介绍，这也避免了“人情案”“关系案”等

问题，让城管执法更公正可信。

目前，整个综管服务平台已建立面向 5 大

行业场景的监管系统。除了城管行政综合执

法，还覆盖了智慧市政、智慧园林、照明资产

管理、垃圾分类处置监管等方面。

服役30余年，株洲大桥依旧车水马龙。为

了做好这座跨江大桥的安全运行保障，每天都

有市政队员在沿线巡查，定期做好检修养护。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提速，对株洲大桥的

健康监测也进一步升级。

通过城市综管服务平台，记者看到，系统

围绕株洲大桥的箱梁挠度、桥面温湿度、结构

震动、伸缩缝是否位移等 8 类情况进行监测，

共设置了 123个监测点位。

通过在株洲大桥上安装的传感器等监测

设备，可实时动态掌握桥梁运行情况。“比如，

通过桥面温湿度监测，可帮助我们在冬季实

时掌握桥面结冰情况，做好应对。”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

除了株洲大桥，目前我市还通过将城市

道路、桥梁、排水等市政设施“数据化”，实现

智慧市政系统的建设应用。

比如，通过对井盖、低洼易积水点进行线

上动态监测，在日常管理和雨雪天气时，可帮

助巡查人员更快发现、处置问题。此外，每月

的市政设施病害情况、养护情况等，系统也可

梳理分析，提高市政设施精细管养水平。

城市园林的智慧化监管方面，我市对城

区部分园林绿化资源进行信息采集后，初步

建立了智慧园林数据库，实现园林绿化运行

指标的采集统计和分析评估。比如，城市微

公园的运维情况、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情况等

等，这些数据信息将长期为城市园林绿化规

划、工程建设管理等提供依据。

城市智慧照明管理方面，我市对城区多

条路段的照明设施进行数据采集，总采集路

段达 50 公里。这些数据包括开关箱、路灯专

用变箱、城市照明资产变量等数据，实现照明

能耗监测，提升养护管理效能。

随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硬件设施逐步完

善，信息化系统的加持，也将推动垃圾“真分

真运”。目前，垃圾分类及处置监管系统，可

通过采集垃圾源头分类数据、分类车辆运行

轨迹、垃圾终端处理厂运行数据等，实现对垃

圾处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为垃圾分类见

实效提供助力。

“荒地”变身停车场
“微改造”显露大成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
雯） 崭新的沥青路面、规整有序的停

车泊位……经过一番改造，位于芦淞区

枫溪大道的一处“荒地”，摇身一变成了

便 民 多 功 能 停 车 场 ，20 个 车 位 在 这 里

“安了家”。

这块“荒地”位于百江花园小区附

近，占地面积约 3 亩，由于产权单位一直

没有开发，被附近居民占用当成菜地，不

仅臭气熏人，乱搭篷布、乱扔垃圾等问题

也屡禁不止。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推进城区边角

地、闲置地块排查和精细化管理，这处荒

地的问题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而另一

方面，百江花园等小区的居民也有停车

的需求，由此产生了改造荒地的想法。

为了顺利推进改造，芦淞区有关部

门与荒地权属单位、附近商户居民等协

调沟通，筹集到约 40万元社会资金，对场

地进行地块平整，施划 20个临时泊位，并

增加立体绿植美化，目前已基本完工。

“停车方便了，接下来是否能增加

公共充电桩设施，让我们就近解决充电

问题。”看着焕然一新的停车场，呼吸着

新鲜的空气，附近居民喜笑颜开地讨论

着。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

市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学校、医院等停车

矛盾突出区域，充分摸排利用空坪隙地，

建设临时泊位。尤其是针对“寸土寸金”

的中心商圈等区域，今年以来已增加 640

个停车泊位，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

1

城市管理类高发事项、高发时段，

都可在系统内进行梳理分析。

记者/伍靖雯 摄

2

数字化监管
让执法更高效透明

桥梁、路灯“数据化”
信息化监测提升管理效能

我市通过在株洲大桥上设置的 123

个监测点进行数据采集，实现桥梁运行

情况动态监测。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