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013

姓名：尹艳艳

年龄：44岁

住址：石峰区清竹社区

暖心对象

1 月 16 日，在石峰区铜锣湾街道清竹社区工作

人员陪同下，我们来到一座老旧的自建房。它的外

墙已经被岁月侵蚀得斑驳陆离，露出暗黄色的砖

石。屋内，昏暗的灯光勉强照亮这个空间，电视里播

放着动画片，尹艳艳则守在儿子小煌（化名）身边。

“小煌 18 岁了，从小智力低于正常孩子，6 年前

病情加重，最严重的时候身体都直不起来。”尹艳艳

说，儿子读小学时，成绩一直不理想，偶尔还会交白

卷，眼神也十分呆滞，与其他孩子存在明显的智力

差异。带着疑虑和担忧，带儿子到医院检查，诊断

为精神疾病。

尽管如此，尹艳艳和丈夫依然没有放弃，仍坚

持让小煌读书，教他生活常识。不料，小煌初二那

年，病情突然加重，身体慢慢出现弯曲，最严重的时

候，头都弯到膝盖的位置了，智力越来越低，到如今

都很难开口说句话了。“孩子生活变得不能自理，上

厕所都需要帮忙，我每天只能陪着他。”

屋内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丈夫穿着制服

的，另一张是儿子摆着帅气造型的。尹艳艳说，两

张照片都是摆拍的，“丈夫没有当过兵，儿子也无法

这样听话摆出动作。”

尹艳艳的公公婆婆已经去世，一家人住的房子

是老人留下的老屋。“丈夫在学校当保安，早出晚

归，赚一点辛苦钱。”尹艳艳说，丈夫下岗多年，当保

安工资不高，一个月才 1700 元。小煌每天需要用

药，一个月要六七百元，家庭的经济压力沉重。

但生活依然坚韧地继续着。小煌穿着温暖的棉

袄，窗户边的一盆小花倔强地开放着，大家默默承受着

生活的磨难，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儿子患病 生活不能自理

渴望美好生活，夫妻俩仍没有放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组团”帮助困境家庭，期待有您

腾讯公益“为特困群众送年货”10元捐上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由株洲日报社、株洲市慈善总会主办的株洲慈善行动——为特困群

众送年货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 5 点半，株洲晚报志愿者

联合会支部书记在支部交流群里，第一个发起了“为特困群众送年货”一

起捐项目，捐款口号是：“一个党支部，帮助一户困境家庭”。截至当晚 10

点 27分，51人次捐款 1000元。

支部负责人介绍，为特困群众送年货，标准为 500 元/户，“我们支部

群里，目前有 46 名党员，一人捐款 10 元左右，即可帮助一户困境家庭，捐

款 10元，没有筹款压力，在既轻松又愉快的情况下，就参与了一次公益慈

善活动，正能量满满！”

1 月 16 日下午 5 点半，由承办单位——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在腾

讯公益发起的“为特困群众送年货‘10 元捐’”正式上线。此次筹款目标

为 20 万元，仍延用 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筹款平台。截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腾讯公益区块链保护的已有捐款记录共 2946份，发起一起捐次数 230

次，很多街道、社区参与了筹款。

2022年腾讯公益众筹款送年货众筹 82000元，慰问困境家庭 164户。

2023 年腾讯公益筹款 20982 元，慰

问困难家庭 42户。

2024 年的送年货活动启动以来，不

少爱心企业一如既往予以支持，如时光

钟表行、丰泰置业、湖南海润物业，先后

慷慨捐款；还有许多爱心个人，如欧阳

山，第八次参加送年货捐款了，今年捐款

2000 元；毛佩君、陈立红夫妇，杨自和先

生，彭立玮等等，也纷纷慷慨解囊。他们

的这些慈善举动，让人十分感动。
腾讯公益“为特困群众送年货”

一起捐二维码，请扫码进入。

爱心链接

欢迎组团（单位）发起“一起捐”
今年，2024’为特困群众送年货公益众筹共设三个档次，分别为：一

份爱心（10元）、5份爱心（50元）、10份爱心（100元），也可以自填金额
参与，捐款1元10元都是爱。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团队（单位）、一个支部、一个家庭、一圈好
友，都可以像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支部一样发起“一起捐”，在姓名栏
填写：团队（单位）名称，可以不设筹款目标，也可以自设一个“一起捐”
口号。往年已经参与过的单位，可以继续点击平台首页左下角“一起
捐”，点开后在捐款人姓名一栏填写团队或单位名称，捐进一笔款项后，
再发布出来。这样，可以随时转发自己的“一起捐”链接，达到团队捐款
的目的。

涓涓细流汇成河，众人拾柴火焰高。“少抽一包烟，少打一次的，少
聚一次餐”，这是宣传口号，但这口号很实在，捐1元钱，捐10元钱，就可
以做一次慈善。

需要提醒的是，在参与腾讯公益“一起捐”后，请截图腾讯公益后台
自动生成的《捐赠证书》以留纪念，也可以在朋友圈里晒一晒，为你的爱
心点赞。

1 月 8 日上午，渌口区淦田镇官塘村。70 岁的村

民谢忠明穿上军绿色胶鞋和耐脏的牛仔裤，把棉帽

一戴，来到村上的苗木种植基地开始这天的工作。

一片新平整的开荒地，刚被栽下的树苗成排站

立，攒劲向上。密密麻麻的枝丫间，谢忠明和七个务
工的村民栽下一株株腊梅、紫薇，不时攀谈几句。

“刘队来了啊，欢迎来指导工作。”看到市派驻村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刘适宜和村干部来到基地，谢
忠明用一句俏皮话迎接。

“搞种植你老谢才是专业的，要多带带大家。”刘
适宜笑着回道。

景观树种植，这是市派驻村工作队引进的产业
项目之一。2021 年，刘适宜来这驻村，带着村民种下
1 万多株景观杨梅树，2023 年底正是找销路的关键

期。管栽还得管卖，第二轮市派驻村

帮扶开启，刘适宜最终又来到了官塘

村。

在刘适宜和驻村工作队奔走下，

杨梅树成功销往广州市场，除开各种

成本，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60 余万元。

村民尝到甜头后，一边开垦荒山，一边采购了腊梅与

紫薇树苗共 5000 株，开始打造这个新的景观树试种

基地。

谢忠明是脱贫户。2019 年，他得益于精准扶贫

的相关政策，通过搞种植成功脱贫，如今成了村里的

“老手”。对种植这两种景观树，他很有“想法”：如果

同样不愁销路，他打算跟着村里种起来。在基地干

活，是 120元每天给村里打工；自己种树，种得好每棵

树的利润都抵得上每天的工钱。

“我们村里试种，就是为了给大家做示范，种的人

越多越好。”刘适宜说，如果参与的农户多起来，村里

就将采取村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种植景观树产业。

“刘队，听说村里的杨梅树卖得很好啊？”谢忠明问。

“是还不错，杨梅杨梅，广州人喜欢扬眉吐气这
个好彩头。”刘适宜说。

“我们也要扬眉吐气！”谢忠明笑着说。
“只要大家跟着村里一起干，我相信这愿望一定

能实现。”刘适宜说。
说说笑笑中，5000 株腊梅和紫薇这天都被栽种

完毕。人勤春来早，现在种下的“致富树”，都会在将
来的春风里开花。

开荒山种杨梅景观树，他成了脱贫户

人勤春来早 种下“致富树”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官塘村的苗木种植基地。记者/李军 摄

株洲高新区全省第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近

日，记者在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湖南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举行的研究成果发布会上

获悉，通过该会发布的《湖南省高新区创新发

展绩效评价研究报告 2023》评价结果显示，株

洲高新区以 85.68 的总分，位居全省国家级高

新区第二位。

2023 年，株洲高新区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

制改革，坚持先进制造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为主导，以新材

料、电子信息为特色的“2+2”主特产业对全区规

模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达到 81.2%，产值 10亿元

以上企业达到 11家，北汽株洲公司营收突破 110

亿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投入

强度达 4.1%，其中，新型中小企业 74 家、省级单

项冠军企业 12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73

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6家，位列全市第一、全

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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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颜家萍 魏朋） 冬日暖阳点亮

了诗意校园的“科创之星”。1 月 11

日上午，株洲市九方小学 2023 年科

创文化节闭幕式暨“株洲市科技教育

基地校”授牌仪式举行，以九小科创

梦想致敬中国科创未来。

学校围绕“天马行空 预见未来”

的主题，精心设计了“智能交通 向新

而行”“智慧生活 一触即发”“科幻阅

读 链接未来”“数科为伴 链动校园”

“奔向未来，点亮童心”五大板块内

容，通过不同的学习、体验途径，为学

生搭建“浸入式”科创学习体验，激发

学生创新、创造的活力。

“学校定期邀请周边知名轨道

交通企业技术专家，为学生们开展

新能源机车发展、电动车未来趋势、

轨 道 牵 引 变 压 器 等 领 域 的 精 彩 讲

座，让孩子们对探索未来交通世界

充满期待。”学校分管教学副校长何

可可介绍，通过带领学生走进周边

中车企业，九郎山职教城等科技前

沿阵地，开展科创研学，激发孩子们

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学校打造科

幻阅读主题，组织学生开展系列科

创阅览活动。

除此之外，学校还开展了“畅游

未来日”主题游园活动，学生在游园

中通过数学、科学、信息等学科融合

的闯关项目赚取设计的“未来币”，并

在未来集市活动中购买自己心仪的

科创作品，充分体验科技与商业结合

的乐趣。

该校科创文化节闭幕式上，市科

技局、市教育局为九方小学授予“株

洲市科技教育基地校”牌匾，聘请中

车核心人才为学校科技领航校长。

同时，该校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社团

被评为该校“最喜爱社团”之一。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戴勤介

绍，九方小学处于石峰区千亿轨道

交通产业集群中，享有得天独厚的

周边企业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学校

的“火车头课程”已走过 10 余年的

历程，融合数学、科学、信息技术与

劳动学科，根植于轨道交通文化，传

承工匠精神，培养创新能力，向新而

行，链接未来。

学校将继续在“双减”政策中做

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学生好奇心、

想象力、探求欲，发掘具备科学家潜

质的学生，培养善于拥抱人工智能技

术的老师，更好引领学生的发展。

“学生们可以亲手操作气象设备，收集数据，进一步理解气象学的奥秘！”

近日，荷塘区龙洲小学的气象站实践课堂已经成为学生们的乐园，这也是教育

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该校党员教师们积极引导学生们将气象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启发

他们对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思考。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

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同时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视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唐蓓蓓 摄影报道

1 月 16 日上午，荷塘区戴家岭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场有趣的

寻宝之旅，该校开展“趣味无纸笔 萌龙大闯关”活动。萌娃们通过“语我同行”

“数我能干”“劳科美梦”“乐动奇迹”关卡，顺利获得“全能闯关王”称号，圆满完

成一个学期学业。以“玩”代“考”，该校通过趣味闯关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多元

化评价，助力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徐盈 摄影报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
文） 年画是年之画，也是生活之画。

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木版年画，承载着中

国人“福”“禄”“吉祥”“如意”的祈盼。1

月15日，渌口区明德小学开展“体验拓

印年画 感受非遗之美”主题活动，校园

记者参与其中，学习年俗、拓印等知识，

体验了木版年画、墨与纸交融的非遗之

美，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一次体验木版拓印年画，大家

都很兴奋：摆正木版，上墨、铺宣纸、

拓印……每一个步骤屏气凝神小心

翼翼。不一会儿，“新年快乐”“吉祥

如意”“福娃”“喜娃”等一幅幅生动形

象的年画制作好了，校园记者们捧着

自己的作品欣喜不已。

同样在荷塘区外国语学校，该校

校园记者开展“非遗传承·木版画”制

作活动，学习年俗、拓印等知识，体验

了木版年画、墨与纸交融的非遗之

美。“非遗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校园

记者刘同学在参加活动后有感而发，

在她看来，非遗涉及衣、食、住、行，它

关乎历史、关乎美，更关乎生活。非

遗和传统文化离我们很近，我们要用

心体会，而后尽心传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李玉魁） “老师，我喜

欢”，1 月 10 日，在贺家土小学校园，

一群小学生包围着京剧演员，场面热

闹至极。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

“京剧进校园”进行专场活动演出。

“什么是京剧？京剧的起源及京

剧的知识有哪些？”“‘唱、念、做、打’

是京剧表演的四大基本功，月琴、中

阮、笛子、鼓、大锣、小锣等是京剧的

武场。”……老师幽默有趣的话风，近

距离的互动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幕。

锣鼓铿锵、粉墨缤纷、丰富多彩

的造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跌宕

起伏的故事情节，令现场的师生们赞

叹不已，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喝彩声。其中，《财神赐福》的绝技绝

活“吐火”，折子戏《挡马》中演员扎实

的基本功，《变脸》中如魔术般的戏

法，《御马监》的惊喜趣味，更是让学

生看得热情高涨。 现场，学生体验

“生、旦、净、丑”中的花脸脸谱，亲身

走进京剧的角色扮演，感受丰富的脸

谱文化。

据介绍，京剧是中国的一种戏

曲剧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一

直以来，贺家土小学注重戏曲文化

传承，培养了许多的戏曲人才。此

次“京剧进校园”活动以独特的中国

式美育，打通了京剧和学生之间的

桥梁，营造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了京剧的艺术魅

力，种子也悄然播种在贺小学子的

心田。学校也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

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增强文化

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迸发创意火花
校园科技节让孩子们爱上科学

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为九方小学授予“株洲市科技教育基地校”牌匾。

通讯员/供图

传承“国粹”
“京剧进校园”奉上艺术大餐

“无纸笔”乐考
一年级萌娃“闯关”验成果

“行走”的气象课堂别样精彩

校园记者体验拓印年画
感受“非遗”之美

“瞧瞧我的作品！”明德小学校园记者展示自己的拓印年画作品。记者/刘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