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沈勇跃 美术编辑/邱鹏 校对/邓建平本土04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
昆红 通讯员/彭莉） “跟上节奏”“腰

挺直”“注意手的姿势”……1 月 3 日，

在荷塘区月塘街道袁家湾社区广场，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几名轮椅舞者正

和舞伴反复练习舞蹈动作。

这支广场舞队由残疾舞者和正常

舞者组成，舞蹈过程中，她们配合默

契。很难想象，这支广场舞队成立一

年不到，背后的几位退休的舞者付出

了多少艰辛，流下了多少汗水，她们仍

默默地奉献着。

因为热爱
她们学跳轮椅舞

2023 年 12 月的一天，袁家湾社区

残健结合舞蹈队的队员开始集体训

练，她们反复练习着藏族舞的手部动

作，身子牢牢地“粘”在轮椅上，跟随着

音乐起舞、旋转、变换队形。

广 场 舞 队 队 长 唐 波 介 绍 ，早 在

2015 年，她就组建了株洲首支轮椅拉

丁舞队，并在全国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的好成绩，但随着队员结婚、工作等原

因，队伍慢慢解散了，“残健结合的广

场舞队，是这两年在街道和社区的支

持下重新组建的，零门槛，只要热爱就

可以加入。”

90后汤佳，18岁那年突发疾病，手

术后下半身完全失去知觉，刷牙、洗

脸、穿衣等动作，她都得重新学习。“那

是一段非常难捱的日子，我曾经抱怨

过命运，但经过无数次迷茫与痛苦后，

最 终 接 受 了 现 实 ，要 活 出 自 己 的 精

彩。”汤佳说，得到消息后，她就报名

了，成为轮椅舞蹈队的一员，“我在网

上看到过有人跳轮椅舞，我觉得我也

可以。”

放下顾虑
她勇敢尝试当教练

“ 肩 膀 打 开 ”“ 手 要 扣 住 肩 膀 ”

“跟上节拍”……残健结合广场舞队

的 队 员 练 习 时 ，教 练 李 文 红 在 旁 边

认真指点。

退休不到两年的李文红，跳广场

舞已有 10 余年时间，但编排残健结合

的广场舞，她从来没试过。当唐波找

到她，希望她来当教练，李文红虽然有

顾虑，但还是答应了。“队员们身体特
殊，动作幅度不能太大，难度也不能太
大，我怕排不好舞蹈。”她说，残疾队员
们普遍缺乏舞蹈基础，下肢不方便，日
常的训练十分辛苦。

热心的李文红邀请广场舞队的几
个姐妹一起，组建了这支残健结合广
场舞队。她开始从网上学习轮椅舞，
编排动作。一支舞曲，往往有六七次
队形变化，这就由正常舞者来负责，降
低了轮椅舞蹈的难度，提高了残疾朋
友参与度。

翩翩起舞，她们重拾信心
“坐在轮椅上跳舞是快乐自由的，

让我感觉很放松。”残疾队员张琴丽这
么形容跳舞后的感受。

“我们的舞蹈，不仅仅是我们几个
人的梦想，也寄托了我们想要鼓励广
大残疾人朋友的心情。希望大家都能

‘走出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实现

人生的价值。”队长唐波说道。

她退休后当广场舞队的教练
带领残疾人团队舞出生命之美

荷塘区残健结合广场舞队在一起训练。记者/旷昆红 摄

年底了,小偷出来赚
“年终奖”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龚建华） 现 在 还

有人带现金去赶集的吗？你可能会

说移动支付很方便，干嘛带现金，然

而在一些农村集市，仍旧有人带现

金赶集，还被小偷盯上了。这事就

发生在 1 月 3 日的茶陵马江镇集市

上，好在扒窃嫌疑人林某被茶陵公

安逮个正着。

当天上午，正是马江镇群众赶集

的日子。冬日暖阳下，集市上人头攒

动，前来赶集的人正忙着筹备年货。

“不好了，我的钱被人偷了！”上午 9 时

15 分，赶集的郭女士在摊位上挑选农

副产品，准备从口袋拿钱时，却发现

摸了空。仔细一看，口袋中的 450 元

现金不翼而飞。多方搜寻未果，她向

辖区下东中心派出所报警。

随后，“情指行”中心与派出所民

警兵分两路，前往马江市场和县城三

角坪两处蹲点布控。

不出所料，嫌疑人林某作案后迅

速离开集市，潜至县城三角坪打算骑

摩托车逃跑。9 时 50 分，正准备跨上

摩托车的林某被民警逮个正着，人赃

俱获。从案发到破案仅 35分钟。

林某不仅交代了扒窃郭女士现

金一事，还供认了另外 2 起扒窃手机、

现金案件。

目前，林某因涉嫌盗窃已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茶陵公安表示，临近年终岁尾，

不法分子又蠢蠢欲动，请大家出门

在外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要将手

机或钱包放在裤子后部口袋和敞开

的外套口袋内。对故意碰撞你的人

或两三个紧贴你的人要加倍小心。

若发现失窃不要惊慌，应立即拨打

110 报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文美
英） 株洲晚报老年大学成立于 2019 年，

隶属株洲日报社。2024年春季班计划开设

35 个班，拟开设声乐、旗袍、新疆舞、民族

舞、太极、二胡、书法、国画、古筝、手机摄影

等课程，计划招生 800 人。后续依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

2024 年春季，学校将继续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招生工作。请各位

新老学员务必认真阅读本招生简章，并根

据招生方案报名。

一、开学及教学时间
2024 年春季晚报老年大学将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周一）正式开学，本学期教学

时间共 15 周，每个班级每周上 1 次课，法

定节假日放假，如有调整将通过“晚报老

年大学”微信公众号和学校“教师群”“班

干部群”“班级群”，及时予以通知。

上 课 时 间 ：上 午 8：30- 11：30，下 午

14：00-17：00。

二、招生对象及条件
凡居住在株洲地区 24周岁以上，身体

健康，能坚持正常上课的青中老年朋友均

可报名。出于安全考虑，学校原则上不招

收 80 岁以上的学员，个别身体状况良好、

确需上学的，由子女陪同，凭本人及子女身

份证原件到学校申请，填写高龄学员入学

承诺书，经学校批准后办理入学手续。

三、报名缴费要求
请认真阅读各班级的课程安排及报

名缴费要求，一经报名交费，无特殊情况

不得转班、退费。

1、报名缴费时间
即日起开始报名，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2：00-5：30）

2、报名咨询电话
文老师：13037330806（微信同号）

郭老师：17707414611（微信同号）

3、报名地点
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 99 号株洲晚报

老年大学（大湖塘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晚报老年大学2024年春季招生开始啦
即日起报名，看看有您心仪的课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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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奔赴通道
待进一步打开

一边是出村进城难的各色土特

产，一边是对绿色食品和乡间特产

趋之若鹜的城市居民。最能连接居

民的小区驿站，无疑是最佳的桥梁。

然而，在小区驿站老板纷纷下

乡扫货过程中，亦发现不少困难。

前段时间，刘范妮听说渌口区

一地菜多，希望城里帮忙销售。她

亲自下乡考察，拍视频在小区群预

热，带菜回来免费送，吊足了一波

胃口。

“吃了的都说好，很受欢迎。”刘

范妮说，谁知后来正式做团购时，村

里菜品的搭配单一又固定，香料菜

搭配太少，包装随意，顾客觉得很不

舒服，做了几期后逐渐偃旗息鼓。

曹女士在新闻路开了一家家常

菜馆，专门供应株洲本地食材。今

年，她盘下店旁的门面，同步做起土

特产销售来。

在她看来，乡里土特产进城，一

定有前景。但乡村能否有合适的人

落地，是最大的考验。“货源的组织

与生产、品质的把关、包装与物流，

最重要的，是要有经营思维，盈利优

先，才能持续下去。”她说，株洲各区

都陆续做过本地菜进城的尝试，最

后都没有下文。

开 发 出 十 余 个 乡 村 旅 游 产 品

后，李娟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越

来越多。比如：同时段内解决大批

量游客如厕、单一项目不能满足多

样化需求、旅游大巴乡村道路难过、

农特产品综合窗口缺乏等等，都是

目前乡村旅游急需解决的问题。

市民下乡，乡品进城，逐渐成为

新的消费市场。有机遇有困窘，如

何抓住需求打通城乡双向奔赴通

道，做好乡村经营大文章，是乡村持

续振兴的关键。

市民下乡 乡品进城

城乡间双向奔赴的机遇与困窘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2023年12月29日，湖南多彩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娟前往长沙，与一家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拓乡村旅游；蓝盾景园小区驿站站长刘范妮忙着乡
里土茶油对接；新闻路的土货店年关土货摆满冰柜，生意持续火热。

过去的三年，觉醒的乡村，吸引了越来越多城市人的目光。乡村旅游、乡品进城等成为高频词汇。年关将近，到乡下杀年猪体验绿色农业之旅，在小区服
务站接龙采购各色土特产，成为不少城里人的年货采购新方式。

杀年猪赶大集，乡村旅游新演绎

杀年猪、吃杀猪饭；逛集市、买正宗乡里土特产；农

场采摘、绿色蔬果亲自摘……2023 年 12 月 28 日，渌口

区朱亭镇杀年猪赶大集活动迎来第二期。

刚杀的年猪冒着热气，100 余名城里游客里三层外

三层地围着看稀奇，屠夫手起刀落，你 5 斤他 10 斤，三

头散养黑猪现场就被“瓜分”干净。

去年 12月 26日 ，朱亭镇启动杀年猪赶大集乡村一

日游项目，游客反响热烈，立即组织了第二期。

99元，每人免费发放两斤土猪肉，吃餐杀猪饭，还能

享受乡野采摘、赶集等诸多福利，深受中老年朋友喜爱。

“跟大家一起来乡村很开心，找到了小时候的感

觉。”株洲市民张女士说，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现在已

40 余年没有到过农村，再次吃到、采到纯天然的绿色食

品，觉得很有意义。

“现榨的油更香。因为亲眼看见，所以更相信。”渌

口区拥有株洲近郊相对聚集的茶油产地，在茶油工坊，

郝女士看到现榨茶油，当即下单采购。

有人在阳光下跳起舞来，有人成群结队互相拍照

留念，有人循着腊味而去……游客的到来，美丽的乡村

焕发出活力。

近几年，乡村旅游从小众走向大众，乡村基础设施

和面貌也焕然一新。从农家乐到庄园，从观光、研学到

深入农事活动，乡村旅游不断细分，也不断走向深入。

去年以来，军创融媒与多彩国际旅行社合作，共同

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目前已开发出株洲古岳峰、朱亭、

昭陵、长沙福零镇、浏阳梅田湖村和鲁家湾等十余条乡

村旅游路线。

“以前没做株洲周边游，被问起株洲有什么，答不

出来，感觉很汗颜。现在才知道株洲渌口的药糖、王十

万的黄辣椒、攸县香干、醴陵酱板鸭等诸多特色鲜明的

产品。”李娟表示，乡村旅游前半程，美丽乡村建设已基

本完成，接下来，就是如何根据旅游市场需求打造内容

产品。有服务、有环境，才是一个完整的旅游产品。

走遍湖南，她发现株洲乡村资源的禀赋并不差，而

是缺少包装和专业团队。随着株洲乡村旅游线路的逐

条开发，长沙等外地游客开始纷纷入株。“每次一半以

上的游客来自长沙。”李娟说，跟长沙旅游公司的合作，

也是想进一步撬动长沙市场，在乡村游板块开启“引长

入株”步伐。

现在，他们也正跟几个区、县的文旅部门沟通，共

同发力寻求突破。

小区驿站升级，成农特产品销售新平台

如果说菜鸟驿站只是快递收发点和团购平台提货点，那离淘

汰出局就不远了。

作为最接近市民的购销末端，正在向城乡交流平台转型。

赵英在明月湖小区经营一家菜鸟驿站。三个门面，一个做土

特产展销，两个做快递收发。

“你问什么尽管问，我边做事边回答。”早晨 9 点半，各平台货

物陆续到达，三下五除二，赵英飞速将货物归类，转身又给前来提

货的居民出货。

“就买了面条和藕，拿好啊。”年近八旬的爷爷来提货，赵英特

地交代清楚他家老太太的购物清单。

“璇姐姐，一提牛奶，拿好。”每个提货人，赵英清楚地记得对方

名字，甚至家庭住址、家庭成员状况。做菜鸟驿站 5 年，她成为最

熟悉小区的人之一。

在五六平方米的商业区域，腐乳、南瓜子、酸枣、生姜、红薯片

……一应土特产摆满货架。“你看这腐乳，吃完一批定做一批，卖完

要等几天才能有货。”赵英介绍，所有特产加工工厂和作坊，她都亲

自考察或试货。

别看小小的菜鸟驿站，货品还不便宜。

30 元一袋的南瓜子，16 元一公斤的香蕉，50 元一公斤的阳雀

湖辣椒……“小区都是带孙的，他们不吃便宜货。你看这香蕉，还

是青色的，带了疤痕，但是都是基地直采，自然成熟。”

“最好的货，才能培育出最忠实的顾客。”赵英总结出她生意火

爆的原因。“要好品质就找我。”成为赵英对客户的承诺和宣传语。

现如今，随着生意越来越好，赵英请了三个人，也物色了一个

一百多平方米的新门面。

记者走访发现，一改小区楼下十来平方米的小卖部形象，小区

驿站纷纷开启升级之路。高门头，大场地，分区经营，成为不少小

区驿站的新打开方式。

在蓝盾景园小区，160余平方米的小区服务驿站里，进门左边，

株洲各地的农家腊货高低错落，金黄中带着油黑的腊肉、腊肠、腊

鱼、腊猪脚……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农家的柴火房上的腊肉。正中

央，是水果和网红零食区，左边整排货架上，各色山货、土货琳琅

满目。

眼下正是茶油销售旺季，由于寻到了浏阳的小籽茶油，且因要

货量大价格实惠，目前该店已销售 1500余公斤。

“好评率达到 99%。”老板之一刘范妮介绍，做任何品类，品控

第一。东西好，加上有店铺，乡里土货成了小区驿站转型升级的杀

手锏。

“这个市场很大。”刘范妮说，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她的顾客早

已跳出小区，来自全市各区。今年起，她开始走进田间地头寻找土

货。“寻一份绿色食品，更是为城里人寻一份乡愁。”刘范妮说。

1 2 3
明月湖小区驿站内，自然成熟的香蕉等高端水

果成香饽饽。 记者/成姣兰 摄
明月湖小区驿站内，工作人员忙着接货、理货。

记者/成姣兰 摄
蓝盾景园小区驿站易艳正在整理土特产货架。

记者/成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