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批准委托，定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依法公开征

集株洲市渌口区农村人居环境特许

经营权转让项目意向受让方，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详情请咨询株洲市渌口区乡村

振兴局及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二、挂牌价格及保证金：
挂牌价格：1396 万元（人民币大

写：壹仟叁佰玖拾陆万元整）

加价幅度：10 万元（人民币大写:

壹拾万元整）

保证金：10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

拾万元整）

三、时间节点：
1. 挂牌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4 日

至 2023年 12月 29日止。

2. 报名时间：竞买人应在 2023 年

12 月 4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 17 时前

持有效证件在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 心 网 站 http://www.zzzyjy.cn 申 请

办理报名。

3. 资格审核时间：2024 年 1 月 2

日。

4.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4 年

1 月 2 日 17 时前（以到账为准），竞买

保证金汇入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指定账户。

5.竞价时间：定于 2024年 1月 3日

10时开始在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 站（http://www.zzzyjy.cn）依 照 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网络竞价。

6. 结束公示时间：2024 年 1 月 4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受让方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前往株洲市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领取《株洲市公共资源进

场交易确认书》。

四、信息披露网站：
标的具体情况及其他需披露的

事项、付款方式、竞价等详细信息请

到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及

株洲市渌口区乡村振兴局咨询。其

他详情请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 心 网 站 ：ggzy.zhuzhou.gov.cn 及 株

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微信公

众号查询。

五、特别提示：
社会资本方为在中国境内依法

注册的企业法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

信、财务状况以及相应的投融资、偿

债能力。

六、联系方式：
株洲市渌口区乡村振兴局

黄女士：0731-27611027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胡女士：0731-28107409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4日

株洲市渌口区农村人居环境特许经营权转让项目公告

2023年12月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沈勇跃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袁一平本土04

大红的“囍”字、飘扬的彩带、整齐的彩色气球

……

12 月 2 日，市儿童社会福利院里喜气洋洋，24 岁

的紫兰在福利院“大家庭”的张罗与祝福下，奔向了

她的“小家庭”。

“紫兰，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新郎手

捧鲜花，单膝下跪，在欢呼声中抱起新娘，大步走上

属于他们的“幸福之路”。

“他挺好的，感谢我的大家庭”
上午 8 时，市儿童社会福利院，装扮一新的婚房

颇为喜庆、热闹。

化妆师正在为新娘紫兰梳妆打扮，紫兰身着秀

禾服、挽上高发髻，这天显得格外娇俏。看着紫兰长

大的老师和养育员来了，福利院的兄弟姊妹也都来

了。大家纷纷走进房间，围着紫兰送上自己的祝

福。他们都知道，紫兰这一路走得多么不容易。

2001 年 8 月，2 岁多的紫兰被送到了福利院。她

患有轻度脑瘫，左侧手脚活动不便。照顾过她的养

育员说，紫兰从小性格温和腼腆，脸上常常带着笑

容。在这里，她学会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与他人打交

道的能力，还发展了自己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弹得一

手电子琴，还会书法。

2018 年，紫兰从学校毕业后，通过市民政局提供

的公益岗位，回到了她学习生活的福利院从事仓管

工作。2 年前，在福利院工作人员介绍下，紫兰认识

了她的爱人。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很快谈起了恋

爱。

“我觉得他挺好的！”迎新队伍到来前，小伙伴问

紫兰，新郎人怎么样？她害羞地回答。

婚车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来到门前。新郎抱起了

他的爱人紫兰。

“感谢我的大家庭！”婚宴现场，紫兰眼含热泪地

说，并对养育她、教育她、陪伴她的福利院表示感谢。

两位新人也端起茶杯，向来到婚宴现场的市民

政局副局长李治国等领导，表达感恩之情。

“希望孤残儿童融入社会，找到幸福”
“看着紫兰一路成长，现在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庭，真替她开心！”

“工作中一丝不苟，希望紫兰在生活中也能收获

美满幸福！”

婚礼现场，紫兰在福利院的“娘家人”纷纷送上

祝福。大家的心中除了高兴和激动，还有不舍。

为了帮紫兰“把好关”，福利院的“娘家人”组成

亲友团，专门“考察”了男方家庭情况。家庭成员、经

济条件、对紫兰的态度等，他们事无巨细地进行了

“考察”。看到男方的父母朴实善良、为人诚恳，一家

人对紫兰疼爱有加，他们才放心。

婚期定下来后，福利院的“娘家人”又开始忙碌

起来，为紫兰精心准备嫁妆。按照风俗，从新房添置

的家具用品，到四铺四盖大红喜被，再到衣服首饰

等，一应俱全。

这不是市儿童社会福利院第一次“嫁女儿”。

2021 年国庆节，福利院的“女儿”燕子，也在福利院的

张罗下甜蜜出嫁。

“我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想帮助他们融入社

会，回馈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也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市儿童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说。

福利院的“闺女”出嫁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黄婷

英俊的新郎倌抱得美人归。通讯员 供图

退休后他找了份喜欢的工作
当报纸发行员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12 月 2 日，记者在湘华小区见到耄耋之年的陈

代隆时，老人须鬓皓然，身板很是硬朗，眉宇间尽显

慈祥。

1990 年，海军某部退役的陈代隆随湖南湘华机

械厂迁往株洲；随后，因政策调整，老人从厂里退休

后，再度在株洲日报社“上岗”，成为一名发行员。讲

起送报纸的那些日子，陈代隆禁不住眉飞色舞，有说

不完的故事。

国企退休“上任”发行员
“1995 年，我被招聘为株洲日报社发行员。清晨

6 点半，我们就要准时在河东的发行站里完成报纸拣

选工作，接着开始送报纸上门。”陈代隆告诉记者，刚

从厂里退下来那会儿，他的月工资并不高，家里吃饭

的嘴又多，所以就想靠多送点报纸补贴家用。靠着

一辆单车一双腿，他跑遍了大半个荷塘、渌口区，除

了投递株洲日报，还送湖南日报，一天下来最多能送

800份报纸。

每天，陈代隆的单车除了载有报纸，悬挂尾座一

侧的帆布工具包也是他出行必备的物品。“那时候，

单车若是在乡间道路断链、抛锚，就只能靠自己修。

这台‘老伙计’陪着我度过了整整五年的发行员岁

月。”陈代隆一边说着，一边回忆过去。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发行员工作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但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已经有 51 年党龄

的陈代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97 年冬天，气温骤降、桥面结冰。陈代隆骑车

路过大丰社区时，一不留神坠入河中，游上岸的他不

顾身上湿冷，借来竹竿赶紧将落水单车打捞上岸。

“幸亏包裹报纸的油纸捆扎紧实、渗水不多，不

然非得误了事不可。”换好干爽衣服的陈代隆，接着

马不停蹄带着晒干好的报纸奔往千家万户。

次年，他送报途中又不慎坠入两米高的田埂，因

此耽误了投递。受伤未愈的陈代隆为了平复“民

怨”，一一向每位读者递上一封“道歉信”。

闲不下来的老党员
2001 年，从发行员岗位退下来的陈代隆依然“闲

不下来”，发挥他的余热。平日里，走访、收集社区困

难家庭信息、力所能及地帮助邻里，成了他“打发”日

常闲余时光的习惯。

2013 年，小区一楼患眼疾的胡先生家中不慎失

火，已经 73岁的陈代隆二话不说，冲入火场将胡先生

拽出危险。

陈代隆说，当时的他没多想，也没时间多想，他

觉得遇上这种危急情况，每个人应该伸出援手。“尽

可能尽到咱的力量，我觉得谁看到这样的事，谁也不

会不管，都会去救。”

陈代隆穿着发行服留念。记者/易楚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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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阳 之

家”里的项目介

绍手册和手工

作品。

记者/谢嘉 摄

“向阳计划”6年坚守 成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缕阳光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全芳坤 宋英美 师英伟

“萝卜你们喜欢炖汤还是清炒？”11 月 30 日中午，42 岁

的肖大哥询问身边伙伴的饮食喜好，想要在厨房“露一

手”。肖大哥是精神障碍患者，2023年夏天至今，每个工作

日，他都会来到荷塘区“向阳之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和肖大哥一样，连续数月，坚持“工作”的还有 4 人，他

们都是“向阳计划”社区精神康复项目服务对象。“我们最

终目的，是让大家融入社会，顺利就业。”长沙仁与公益组

织发展与研究中心社工周小庆介绍，今年是项目开展第 6

年，目前服务荷塘区桂花、金山和宋家桥三个街道 62 名困

难精神障碍人士。

精神障碍人群，他们是“藏”在人群中的一个特殊群

体。这次，我们走进他们，以及与他们温暖同行的一群人。

向阳 这里有个温暖的家

“向阳之家”位于荷塘区向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对

面，由一所幼儿园改造而来。

走进会议室，这里挂满了黄字红底的锦旗，摆放着

精神障碍患者、志愿者共做的各类手工作品。两束向日

葵靠窗摆放，向阳而生。

“将军！你已经没招，我赢了。”正在下象棋的小熊

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小熊是个 00 后，平时喜欢自己写诗。“他诗写得可好

了，来给他们看看咯。”听到周小庆的夸奖，小熊不好意

思地低下了头，连连表示:“写得一般。”随后，他在手机上

翻出自写的诗文给记者看，“这是我去了岳阳楼后，对标

《滕王阁序》写的一篇。”

“你还写了什么，都给他们看看。”一边给记者倒水，

一边鼓励小熊展示自己的肖大哥，是最早一批加入“向

阳计划”项目的精神障碍患者。加入之前，肖大哥认为

自己没病，抗拒吃药，也不愿意去医院，病情反反复复，

得不到控制。终于，“向阳之家”介入，肖大哥在药物控

制和社工陪伴下，病情逐渐稳定，并且能带动帮助“向阳

之家”中别的小伙伴，一起做运动、参加活动。

阳光义卖、健康讲座、K 歌火锅。在这里，你听不到

尖锐又刺耳的吼叫，也看不到举止怪异、场面失控的情

景，而是一片片欢声笑语，一场场精彩的活动。

创新 “五人行”帮帮团

“不随便发脾气、生闷气”“上午 9 时至 11 时，下

午 2 时到 4 时不准玩手机”……办公室墙上，粘贴着

一张“和平相处规则”，落款有肖大哥、小熊等 5 人的

签名，名字均有红色的手印，十分惹眼。

不少精障人士出院后就散居家中，如果没有专

业的引导干预，时间一久，会逐渐丧失基本的日常生

活能力和劳动能力。

周小庆介绍，“向阳计划”项目是政府购买的公益服

务项目，通过药物治疗、个案服务、艺术行为治疗、健康

教育、社会社交技能训练等，提高精障人士生活质量，促

进融入社会，并缓解其家属照料压力。今年创新推出

“五人行”帮帮团，打造模拟职场环境，让服务对象定时

“上班”，通过支持、陪伴、赋能等多元化的方式和方法，助

力服务对象个人发展与能力提升，促进其融入社会。

“到目前为止，进展还是很顺利的”。周小庆说，

他们每周一开会，布置本周的任务，每个月有总结

会，谈论本月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11 月 14 日，项

目开展了一场 K 歌火锅局，大家一起分享美食和快

乐，效果不错。随后，“五人行”帮帮团就约定：每周

四，一起做午餐。于是，有了开头一幕。

通过抽签方式，提前确定每人所带食材。洗菜、切

菜、炒菜，收拾场地，记者看到，大家配合默契，还会互相

交流烹饪方法和技巧。80后小龙不会削土豆，一旁的肖

大哥就来了个现场教学。最后，大家依次把菜品摆在桌

上，一起享用劳动成果，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值得一

提的是，整个活动过程，社工只充当引导的角色。

“我们会带着他们当志愿者去入户，去帮助别

人。”周小庆感慨，精神障碍康复非一朝一夕可行，帮

助精障人士早日回归社区、融入社会也非一人一力

或一家庭可为。

方向 助力精障人士就业

通过多年社区康复实践，周小庆认识到，一

个人患有精神障碍，往往拖垮的是一个家庭，能

够帮助其实现就业，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社区

康复的目的是促进精障人士回归和融入社会，他

们能够实现就业也是对康复效果的印证，这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

据悉，仅荷塘区登记在册的精神障碍患者就

有上千例。

周小庆坦言，多数精障人士经过康复训练后

是可以回归家庭、融入社区生活的，但实现再就业

确实存在困难。一是康复后的精障人士仍存在一

定的病耻感和功能障碍；二是社会公众对于精障人

士的标签化。

这几年，“向阳计划”在区网格、区疾控、区

残联、街道、株洲市三医院等相关方支持下，链

接各类资源，助力约 10 个服务对象找到工作。

由于长期服药，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会差一些，

加上心理敏感，所以工作一般是社会辅助性工

作。“厂子里知道他们的情况，也会照顾他们，一

个月能赚一千块钱的样子，也不会安排很难的

活给他们。”

今年年初，民政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精康融合行

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到 2025年底，全国 80%以

上的县（市、区、旗）将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和融入社会，改善和

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与参与能力和

就业能力。

精神障碍者作为残障人士中特殊的群体，更

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关注。

坚守 成为彼此生命中的一缕阳光

54 岁的帅利民是该项目的“元老”，2018 年

项目刚开始就参与其中。她说，起初也打过退堂

鼓，最终在热爱公益的妹妹鼓励下，全身心投入

“向阳计划”的工作里，一直做到了现在。

社会上，人们对精神障碍疾病的了解不够深

入，对精神障碍疾病患者往往避之不及，害怕他们

伤害自己。在患病期间，他们没有什么朋友在身

边，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所以导致他们的自

卑和敏感。“其实他们并不可怕。”帅利民说，她接

触过的精障人士很重感情、很讲义气，你对他们

好，他们也会对你好。

目前“向阳计划”项目主要是帅利民、周小庆

和潘紫怡三位社工负责，拥有一支庞大的志愿者

队伍，帮助 62 位困难精神障碍人士。作为株洲

市精障者社区康复服务的先锋队，6 年坚守，成

为精神障碍人士生命里的一缕阳光。如今，“向

阳计划”不少精障人士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学会了基础生活自理，能跟家人外出买菜，练

健身操，参与小组活动，还有了朋友。

周小庆说，参与项目的 3 年，她最触动的事，

是为 2 个服务对象家庭处理后事，从医院到殡仪

馆，从现场帮忙到申请费用减免。“我们工作还有

一个深层次的意义，就是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稳定

的作用，只有人与人之间给予这种相互的关爱和

支撑，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对自我的感知和觉

察，才能拥有自爱和爱人的能力。”

声音
周小庆（项目社工）：我们将在长沙仁与公益组织发

展与研究中心的专业引领下，不断倡导社会大众都能积

极关注精障人士，期待有更多人能帮助他们，让每个精

障人士都能享有平等、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刘女士（会计）：人到中年，战过抑郁，回头看看逝去

的岁月，发现不快乐无非求而不得，得非所需，有时候绑

住我们心灵的不是生活，而是陷入心灵困境的自己。

李丽鸥（企业实习生）：人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未

知给了我迷茫，也给了我希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想

那么多干嘛，自己快乐就好。

温先生（个体户老板）：作为一个有精神障碍疾病孩

子的父亲，许多朋友觉得我的生活太艰辛。随着社会对

精障认知程度加深，越来越多人关注到我们，并提供了

许多帮助。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关于就业甚至以后更多

问题，都亟待解决。

墙面上贴着“五人行”帮帮团和平相处规则。

记者/谢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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