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翻阅往届送年货慈善榜记录，从 2017

年开始，欧阳山就开始参加送年货公益捐赠，今

年已经是第八年了。

欧 阳 山 是 共 和 国 同 龄 人 ，田 心 电 力 机 车

厂 退 休 职 工 。 他 获 得 过 许 多 项 荣 誉 ，如 湖

南 省 文 明 家 庭 、株 洲 市 首 届“ 老 莱 子 十 大 孝

贤 ”、石 峰 区 道 德 模 范 、石 峰 区 最 美 五 老 志

愿 者 …… 每 项 荣 誉 ，都 有 几 千 或 上 万 元 的

奖 励 ，但 他 说 ：“ 这 些 年 ，我 将 这 些 奖 励 的 钱

都 捐 出 去 扶 贫 或 助 学 了 …… 这 些 钱 花 得 值

得 。”

昨天上午，“老朋友”欧
阳山急匆匆来到晚报志愿
者联合会支部办公室，捐赠
一千元现金参加送年货活
动，“往年这一活动，一般冬
至这天就开始了，但我一直
没注意到。刚才看到孙建
平捐款的视频后，我就赶紧
过来了……”

欧阳山家住田心，捐款后急

着要走，说出租车还在报社门口

等他。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欧

阳山都是第一个捐赠现金的爱心

市民。他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很

薄弱，每个人都拿一点爱心出来，

这个冬天，株洲一定会很温暖。株

洲是一个文明城市，对困难户的关

心和爱护，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文明

的标志。为特困群众送年货，这个

活动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休人员，为

什么能一直坚持做公益？欧阳山

说 ：“ 我 每 个 月 退 休 工 资 4000 多

元，老伴 2000 多元，两人身体还可

以，省一省，捐的钱就出来了。”

钱为什么不留给您儿子呢？

欧阳山说：“我们这个年龄，应该

是他要孝敬我们了，他要学会自

立。我要留给他的，不是金钱，而

是善和德。”

记者采访 公益之路

编号：002

姓名：袁艳

年龄：43岁

住址：芦淞区建设街道人民

路 13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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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国同龄人，钱财不留给儿子要留下善和德

爱心市民欧阳山 捐款千元送年货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走进袁艳位于芦淞区人民路 13 栋

606 的家里，只见家里打理得一尘不

染，这都归功于她 72 岁的母亲。袁艳

26 年前患精神疾病，一直没能治愈，父

亲早已去世，如今靠年迈的母亲照顾。

小时候的袁艳，健康活泼，与别的

孩子并无异样。在她 16 岁读大专的那

一年，袁艳突然情绪失控，把家人吓得

手足无措。随后，她被查出患有精神

分裂症，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这

个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精神疾病像个定时炸弹，不发病

的时候与正常人无异，但只要发病，肢

体和神志就会不受控制。平时，袁艳

的母亲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

女儿的卧室里看一看，然后给她洗脸、

洗手。“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她最亲的

人，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她生病了，我

必须好好照顾她。”袁艳的母亲说。

“女 儿 发 病 的 时 候 ，我 心 里 最 难

过，既担心会出什么事，又怕吵到邻

居。”袁艳的母亲说，每每看到女儿发

病，她只能一边小声劝慰，一边偷偷抹

眼泪。等女儿的情绪平静了，她又帮

女儿洗脸洗手整理衣服，默默收拾零

乱的屋子。

“我从没考虑自己的劳累，只是忍

着，要坚持下去，总归是自己的孩子

啊！”如果单是身体累点，袁艳的母亲

也许觉得不算什么。可女儿患有精神

病，情绪容易激动，这样的一幕几乎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有时候发生在

半夜，她就一夜不能睡觉。

邻居和社区居委会对袁艳母女的

遭遇十分同情，平常只要能帮的，都尽

量帮助她，这让母女俩十分感激。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己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65 岁以前我一直以为

自己身体很好，但后来发现不行了。”

袁艳的母亲说，她的身体出现很多问

题，乳腺癌刚开完刀，腰肌劳损、关节

痛又来了，身体状况明显差了很多。

她一直坚持照顾女儿，年龄越大，越放

心不下女儿。她唯一担忧的是：如果

自己有一天不能动了，如果自己身体

垮掉了，那么女儿的将来可怎么办啊？

现在，袁艳的母亲只有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

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能多活些时间，

可以照顾和陪伴女儿久一点。

美达影城（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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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7日）开奖

一闪一闪亮星星
10：20 11：20 12：20 13：20 14：20 14：50 15：20

16：20 16：50 17：20 19：20 21：20

年会不能停！
10：10 12：20 13：30 14：40 15：40 16：50 18：20 19：00

20：10 21：30 22：40

金手指
10：00 11：10 12：20 14：30 15：30 16：50 17：50

19：10 21：10 22：20

潜行
12：55 15：05 17：15 19：30 20：30 21：40

非诚勿扰3 10：40

1 月 4 日上午 10 时，颜福祥拄着

一根细长的竹棍，慢慢挪动脚步到

屋外坐下，感受冬日阳光的暖意，妻

子张兰香把一篮子洗好的衣服，逐

一抖开、晾晒，不大的院子收拾得干

净整洁，屋旁的空地散养着几只羽

毛光亮的土鸡，偶尔鸣叫几声，一切

看起来宁静祥和。

然而，这温暖一幕的背后却充

满苦涩。颜福祥因病失去劳动能

力，女婿遭遇严重车祸，已在医院

躺了 3 个月，现在只能吃流食。“这

件事，我一直瞒着，不敢让他知道，

怕他身体受不住。”谈起家里遭遇

的变故，张兰香瞬间红了眼眶，尽
管知道丈夫耳朵听力不好，跟记者
讲述时，她还是刻意压低了声音，
怕丈夫听见。

颜福祥是个勤快本分的人，干
活认真细致，从不多话，外面很多工
头都喜欢找他去做事。他又十分顾
家，包揽了种田、劈柴、修理等各种
活计。“7 年前，他突然中风，后来又
脑出血、脑梗。”张兰香介绍，3 场大

病，让颜福祥肢体失调，没有了劳动

能力，洗澡、如厕等也需要张兰香帮

助。为了治病，家里欠了不少外债，

现在颜福祥每天还要吃药，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

面对命运的考验，张兰香一度

以泪洗面，好在陪在身边的女儿女

婿孝顺，两个孙女也很懂事，让她

感到安慰。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去

年，正值壮年的女婿遭遇车祸，受

伤严重，原本做焊工的女儿只能放

下工作去贴身照顾，一家没有了经

济来源。

60 岁的张兰香自己身体也不太

好，受过伤的脚一到阴雨天就隐隐

作痛，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她在安

顿好丈夫的起居后，有时还去照顾

还在医院治疗的女婿。“我年纪大

了，也没什么技能，在家里种点菜、

喂点鸡，村里办红白喜事时，我就去

做帮厨，也能赚点饭菜钱。”张兰香

说，“现在日子很辛苦，但只要家人

在，希望就在。”

年迈母亲照顾残疾女儿27年
孩子是她唯一的牵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晚报志愿者欧阳利华（左一）与袁艳

（右一）交流。 记者/杨凌凌 摄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家接连遭遇不幸 她说——

“只要家人还在，希望就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颜福祥（左）与妻子张兰香。

记者/邹怡敏 摄

编号：003

姓名：颜福祥

年龄：65岁

住址：渌口区渌口镇蛇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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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桥梁安全运行

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不过，作为城市交通的“大动脉”，一旦桥梁因

维修养护等原因需要进行交通管制，很容易造成道

路拥堵，给市民上下班、物流运输等带来一些困扰。

“去年以来，我们专题研究了这一情况，并通过

引入新材料、新工艺，提高基础设施养护质效。”市

市政工程维护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中心管

辖的桥梁共有 82 座，针对桥梁常见的伸缩缝破损

修复问题，该中心就找到了高效解决方案。

去年底，该中心工作人员巡查发现京渌立交桥

的一处伸缩缝破损断裂。一般来说，更换伸缩缝后

重新浇筑水泥混凝土，需要约一周的封闭养护时

间。

考虑到这沿线交通量较大，该中心在施工中引入

了新型高强快干水泥混凝土进行路面浇筑，将原本的

7天养护期缩短至1天，实现当天开工、当天完工。

据悉，目前这种新材料已逐步应用到我市各跨

江大桥、快速环线等车流量大的地方的维护修缮

中，最大程度保障城市道路安全顺畅运行。

这里井盖破了那里修路封了……
市民出行的“痛点堵点”，我市如何破解？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暴雨引发内涝、窨井盖破损沉降、桥梁封闭修缮影响交通……去年以来，结合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本报收集并报道了市民反映的一些城市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并转给有关部门推进解决。

这些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宜居程度的问题是否解决到位？周边居民是否满
意？近期，本报记者再次进行回访调查。

8个重大易涝风险点实施修缮“手术”
引入电子水尺等防控“预警机”1

每年汛期雨水不歇，地下管网排水不畅的话，

很容易导致路面积水甚至内涝，不仅影响市民出

行，更威胁着城市的安全运行。

去年 6 月的一场暴雨，暴露了我市防汛的不少

“短板”，引起市民关注和热议。

记者获悉，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市全面开展城

区内涝风险点整治，梳理确定了 8 个重大易涝风险

点，并“一点一策”开展治理。

8个重大易涝风险点，分别是：石峰大桥西匝道

（天元区新东路下穿环线处）、芦淞区锻压后街、石

峰区高科园 B 道、石峰区北站路、天元区湘山路与

泰山路交界处沿线、荷塘区戴家岭片区、荷塘区东

环北路匝道与湘运路交汇处、石峰区报亭南路。

其中，天元区新东路下穿环线处、报亭南路等

区域，因为排水管网破损老旧、地势低等问题，此前

可谓“逢雨必涝”，因暴雨导致过往车辆被淹、道路

被迫暂时封闭等情况屡见不鲜。

目前，我市对这 8 个重大易涝风险点都逐步实

施了修缮“手术”。其中，天元区新东路下穿环线处

通过新建 680 米长的雨水干管、升级扩容老韶溪港

排渍站等手段，解决管网破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

题；报亭南路处则通过新建排水管道等方式，提升

排水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防汛应急

能力，目前，我市正在推进低洼积水检测系统、“智

能井盖”等智能化设施设备的试点建设和试运行。

昨日，记者在建设北路电厂立交桥下看到，原

本的积水检测标识牌旁多了一个“电子水尺”，可实

施监控这里的积水信息。除了上述路段，目前我市

还在响石广场隧道、北环路 C 段下穿隧道内都安装

了低洼水浸监测预警系统。

此外，我市还对石宋路、向阳广场、新文化路桥

下等地段的窨井盖进行智能化改造，安装了井盖液

位及位移传感器。

这些智能化设施就相当于 24 小时在线的“城

市保镖”，一旦出现井盖被暴雨冲走、积水超过限定

警戒标准等情况，将实时传送至后台，帮助应急人

员提高处置效率。

5803处“问题井盖”得到修复
下月将发布“标准”推动长效管理

2
窨井盖的安全管理问题，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热

点。城市里常见的窨井盖问题包括松动沉降、破损

缺角等等，若不及时消除隐患，则容易成为潜伏在

道路上的“隐形杀手”。

去年，本报记者在公园路、建设中路、建设北路

等区域走访时，都发现了窨井盖破损沉降等问题，

并转给了有关部门处置。

昨日，记者再次到这些地段进行回访，此前拍

照记录的不少破损的窨井盖，都得到了修复，不过，

记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建设中路一处人行道上，13个标有“自来水”标

识的窨井盖一字排开，其中 3 个井盖中间的检查盖

都“不翼而飞”，只有一处露出的空洞被人用石板遮

住，另外 2 处则敞在路上，里面有枯树叶、纸屑甚至

砖块等垃圾杂物，过往市民看到后普遍绕行。

“这要是晚上没看清，一脚踩进去磕了摔了，得

有多危险。”市民张先生说，希望这类问题能尽快解

决。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轮摸排整治，但这确实是

一个需要长期动态管理的基础设施。”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有关工作人员介绍，我市的窨井盖安

全管理，涉及电力、通信、供水等 21 个产权单位和

责任管理部门，点多面广，且存在窨井建设管养标

准不一等长期问题。

去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窨井盖安全专项治

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摸排问题窨井盖 6066 处，

已完成整改的有 5803处。

窨井盖的安全管理，如何常态长效？

“目前，我们正在制定相关技术导则，预计将于

2 月份发布。”上述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文件出

台后，可助推全面规范城区窨井盖的设计、建设、施

工和养护体系标准，解决长期存在的井盖形状规格

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升窨井盖安全规范

管理水平。

“比如新改建的道路、绿化带用什么标准的井

盖，日常维修养护要达到什么标准等等，都将细化

完善，引导各责任单位对照执行。”上述工作人员介

绍。

从7天压缩至1天
引入新材料缩短桥梁修缮施工周期3

建设中路上，仍有一些“问题井盖”待修复。

记者/伍靖雯 摄

报亭南路沿线通过新建排水管道，消除雨涝隐患。

受访部门/供图

城区不少窨井盖已被修复平整。记者/伍靖雯 摄

建设北路电厂立交桥下新增的“电子水尺”。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