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元月 21 日，奇瑞汽车株洲德瑞店经过了

两个多月的全新升级后，特择吉日举行了盛大的开

业典礼。

本次开业诚挚邀请了奇瑞营销公司中南大区总

经理陈总等一行人与现场嘉宾、多家主流媒体、网络

达人以及众多车友朋友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让

更多人了解到奇瑞品牌的魅力和株洲德瑞店的实

力，希望通过这次开业活动，能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奇瑞营销公司中南大区总经理陈总致词，九万

里风鹏正举，新征程未来可期。

接下来是舞狮点睛和舞蹈演绎的环节，舞狮点

睛象征着祥瑞和吉祥，舞蹈演绎则是向所有来宾展

示团队的热情和活力。

一场《开门红》后直接掀起激动人心的时刻——

授牌仪式和开业剪彩。在授牌仪式上，他们接受了

来自各位来宾的祝福和鼓励，这让他们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和期待。

在开业庆典的高潮部分，举办了六位新车客户

集体交车仪式。

奇瑞株洲德瑞店总经理将开启好运开启财富的

钥匙交给6位准车主，这是对奇瑞准车主的热烈欢迎，

也是对他们选择奇瑞品牌的认可和赞赏。新车主们

接过财富的钥匙，成为了奇瑞车主大家庭的一员。

奇瑞株洲德瑞店团队也郑重宣誓：以客户为本，

用服务创造价值，以诚信打造品牌，精诚合作、仁德

致性；顾客第一、服务至上。

而开业剪彩则是标志着株洲德瑞正式开业，他

们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每一位顾客。

（通讯员/清风）

热烈祝贺奇瑞汽车株洲德瑞店盛大开业

▲活动现场。通讯员 供图

▲开业剪彩。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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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株洲慈善行动——2024’为特困群众送

年货”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市慈善总会作为活动

主办方之一，今年将出资 28 万元为特困群众送上新

春温暖和祝福。

连续21年 从深度参与到主办

近两天，一场大雪让株洲有了浓浓的冬日氛围，

市慈善总会一笔 28 万元的出资，给临近的春节带来

浓浓的暖意。

今年是市慈善总会第 21个年头参加为特困群众

送年货活动。这些年来，市慈善总会总是站在活动

最前列，无论是活动组织还是出资都不遗余力，角色

也从最初的活动协办，到近年来持续主办，成为支撑

活动的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市慈善总会每年还会开展春节慰问

活动，为特困家庭送去慰问金，每年慰问金额五六万

元，惠及数十个家庭。

21 年来，市慈善总会已为 2 万多户特困群众送

去上千万元慰问物资。

去年送年货的过程中，石峰区和渌口区利用志

愿者团队的优势，以慈善超市为集散点，将年货分发

到各个街道或社区，充分发挥了志愿者的积极作

用。今年，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发动志愿者力量，确保

年货尽快送到特困群众手中。

迎难而上，慈善惠民稳中求进

从 2020年起，受疫情及全球经济下行影响，市慈

善总会筹募工作压力剧增，却顶住压力，将救助人群

不断扩大。

2023 年，市慈善总会在传统项目上继续发力，支

出大病救助资金 168.7 万元，救助 198 人；继续为城区

160 万市民购买“一元民生”保险，全年共计赔付案件

72 例，合计赔付金额 132.7 万元；在攸县第三人民医

院（皇图岭镇）和渌口区淦田镇卫生院开展爱心义诊

活动，累计接诊服务 900 多人次，送出各类药品数万

元；出资 30 万元，对 60 名 2023 级家庭经济困难的大

一新生，每人提供 5000元入学资助。

新增项目则将更多人群纳入救助范围。为期两

年的“有爱不孤单”项目顺利收官，2023 年拨付救助

金 19 万余元，救助孤儿、特困救助供养儿童、低保家

庭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20 人；为期三年的特困

家庭光明行动项目顺利完成，2023 年共计开展义诊

筛查 1206 场，为 12642 人提供眼健康检查服务，成功

完成 523 例手术救助；2023 年，总会联合退役军人事

务局对特困退役军人救助慰问，共拨出慰问金 49.9

万元，救助 137 人；共计拨出扶持资金 50 万元，对我

市 8家困难敬老院予以扶持。

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市慈善总会会长姜玉泉表

示，慈善事业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市慈善总会将继续

坚持“慈心厚德，善举惠民”宗旨，努力整合慈善资源，不

断创新活动载体，推动我市慈善事业再上新台阶。

市慈善总会连续21年为特困群众送年货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易楚曈 通讯员/王盼

两次婚姻，李满莲都所托非

人。第二次婚姻时，无奈之下，她

只能带着三个儿女逃离。

三个孩子中，只有儿子成年

了，原本以为儿子能挣钱了，帮她

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哪里料到，

儿子患上了肺衰竭，也因为没钱

治疗只能一拖再拖。

因为文化程度低，又没学一

些技术，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

子要抚养，尽管疾病缠身，她只能

扛着这些病硬撑，找一些粗活笨

活做，最经常干的活是去苗木基

地种苗木，工资日结，有一天没一

天的，收入极不稳定。有一天晚

上，她干完活已经七八点了，她骑

着电动车回家，结果半路上电动

车坏了，手机又没电了，她只能推

着车走路，一直走到夜里两点钟

才到家。

她也不知道如何向外求助，

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找过社区

申请低保，也不知道为儿子申请

医疗救助。直到 2023 年，在弟媳

的帮助下，才递交了材料。因为

收入不稳定，家里也常常吃了上

顿没下顿，有时家里一天只吃两

顿，还常是素面对付。

生活这么难，幸亏有娘家人

给她伸出援手。在无家可归时，

娘家兄弟好心，把一套拆迁安置

房无偿借给她住，让他们有了安

居之所，要不然只能睡大街。一

个弟弟去世多年，但弟媳不仅和

她保持了联系，还经常接济她，时

不时给她送菜和一些生活用品。

有几年过年，李满莲没钱买年货，

都是弟媳一手包办。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总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挑战和困境。

对于王卫林来说，生活的艰辛和疾

病的折磨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

王卫林曾经是一个健康的、有劳动

能力的汉子，但去年一场热射病，让他

失去了劳动能力，肺部感染和其他器官

的衰竭也使得他的行动变得困难。这

种疾病不仅给王卫林带来了身体上的

折磨，更让他的精神备受摧残。

“原来扫扫马路，现在走路困难，说

话也不清楚了。”张家园社区工作人员

介绍，

王卫林与妻子离异多年，女儿判给

了 前 妻 ，如 今 女 儿 成 家 ，有 了 两 个 孩

子，只靠女婿一人在外赚钱养家，生活

压力大。

王卫林独自居住在老旧的自建房

中，墙体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墙砖因

为风雨侵蚀而变得斑驳陆离，有些地方

甚至出现了裂痕和脱落。尽管身处逆

境，王卫林从未放弃，每天“缓慢”做饭，

整理家务。

“一大家子靠我每月四五千元的工

资，太难了。”王卫林的女婿说，岳父原

本就生活艰难，现在又遇到疾病，幸亏

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为他提供了必要的

帮助和支持。

为了缓解王卫林的经济压力，王卫

林确诊时，街道社区积极为他申请了大

病救助。3000 元的救助金，以及部分医

疗费用的减免，帮助他们减轻了经济压

力。此外，政府还为王卫林申请了低

保。“去年12月申请成功。”社区工作人员

说，往后每个月，王卫林都能收到几百块

钱的低保金，这为他解决了一些基本的

生活问题，让他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品质。

三个孩子靠她一人打零工养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实习生/帅碧璠

生病后他只能靠低保金生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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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平华 通讯员/
王绍华） 为深化开展科普与劳动教育，用新时代

“动力谷精神”铸魂育人，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崇尚科

学、热爱劳动，1 月 19 日下午，株洲市王绍华小学科

学名师工作室联动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动力谷

精神研究”课题组、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在

长沙市一中株洲实验学校召开了“传承动力谷精神，

寻找株洲最美劳动者”——株洲科技小记者寒假实

践采风活动策划会。省、市、区科普教育专家、课题

组成员和学校部分行政干部参会。

会上，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谭平华部长

针对《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寒假采风及全市中小学

生“动力谷传奇”原创素材征集活动方案》提出具体

建议。他指出：“小记者寒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

以通过参观动力谷大厦、小记者圆桌会议、视频微课

等方式进行。丰富多样的采访活动意在引导广大中

小学生加深对动力谷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从小播下

一颗科技种子，传承并弘扬动力谷精神。”

每一个动力谷传奇故事的后面都站着它的决策

者、匠人、建设者、开创者。这些人，才是这次活动真

正的核心。为了“动力谷精神”及其传奇故事成为校

本教材并传播影响更多的学子，株洲市王绍华小学

科学工作室主持人王绍华在校本策划方面提出切实

可行的建议：“校本策划可以从人物简介、人物成长

故事、社会实践活动、科学小实验四个方面来进行编

辑，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统一，激发学

生对科技创新的热情。”

“动力谷精神研究”课题主持人、湖南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发展所高级教师、教育智

库 研 究 室 主 任 张 博 文 博 士 指 出 ：

“‘动力谷精神’主题采访和‘动力

谷传奇’素材征集应重点关注参与

动 力 谷 建 设 与 发 展 相 关 的 决 策

者、改革者、先锋队、科学家等六

类人群，挖掘“创新引领，转型升

级”的改革精神，挖掘“务实笃行，

勇于探索”的先锋精神，挖掘“聚能

攻坚，勇攀高峰”的科创精神。”

长沙市一中株洲实验学校校长

万敏锐表示，此次活动有利于长沙市

一中株洲实验学校植根本土，深化开展

科普教育工作，推广传承“动力谷”精神，提

升学生的思想认识、精神面貌、科学兴趣和

综合素养。

近年来，我市狠抓科普教育，深度挖掘“动力谷

传奇”背后的科创精神和思想坐标。株洲市科协，株

洲日报，长沙市一中株洲实验学校、九方小学、银海

学校、凿石小学、白鹤菱溪小学、株洲市二中附属第

二小学等单位，纷纷参与挖掘一座创新城市崛起的

“精神密码”，讲述现代化新株洲建设过程中的动人

故事。

作为株洲市双名计划的科普平台，“王绍华小学

科学名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名师示范引领和辐射带

动作用，深入推进科学进校园、科学家进校园、科学

精神进校园。为了筹划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寒假采

风及全市中小学生“动力谷传奇”原创素材征集活

动，王绍华小学科学名师工作室联动湖南省教科院

“动力谷精神研究”课题组、株洲市科协、株洲日报，

先后在天元区、芦淞区等学校实地调研交流，深入师

生广泛征集意见并开展情境模拟。

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寒假，为孩

子们搭建一个交流学习、展示才

华、锻炼实践的舞台，让他们度过

一个快乐、有意义的寒假。

“年”是最热闹的节日，每个

孩子心中的专属年味各有不同。

制作“柿柿如意”扭扭花，新年糖、

冰糖葫芦……让孩子们用动手的

方式探寻和感受时代变迁中不变

的传统年味。

一方红纸，既剪出了浓浓年

味，又剪出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火红底色映衬下那稚嫩的

中国汉字，让中国年的味道更浓，

洋溢着新春美好的祝福与期盼。

孩子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家人

带去温暖，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品年味，悟生活”，体验劳动的快

乐与收获。

活动负责人表示，为了让孩

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寒

假，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传统文化

手工活动，在此基础上又精心设

计了充满趣味和体验感的多元化

寒假特色劳动实践活动，与孩子

们 一 起 开 启 愉 悦 的 寒 假 之 旅 。

2024 春节之际，株洲日报社校园

记者开启“2024·我的过年故事”

活动，用文字来呈现记录别样的

年味。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寒假，

我 们 策 划 了“ 一 起 寻 味 中 国 年

——校园记者集五福”活动供校

园记者们打卡体验。其中，“五

福”卡分为劳动福、传承福、智慧

福、感恩富、健康福（万能福），校

园记者每参加一场活动即可集对

应福卡。完成集齐“五福”卡可在

“齐乐龙龙”赶大集的集市上进行

抽奖。让孩子们共同感受新年新

气象，分享集“五福”带来的快乐。

红红火火的福字，喜气洋洋的剪纸，

熙熙攘攘的人群……愈到岁末，铺天盖地

的年味儿也是越来越浓，街巷里荡漾着少

年“新”愿，商场里跳跃着童年欢喜。在倒

数春节的日子里，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

乐部带你感受年货节的欢乐氛围，提前开

启“追年”特别行动，带领小记者们走进年

货大集，探民俗写年味儿。

连日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

为校园记者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场校园记

者“寻年味”活动。包饺子、剪福字、拓印

新年红包、年画等手工体验……届时，我

们将邀请专业的书画以及国画老师，指导

孩子们动手完成一件件带有新春气息的

作品，将祝福送给有需要的人。加深校园

记者们对传统民俗的了解和培养他们的

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腊味过新年、感

恩祖国庆丰年（杀年猪活动）杀年猪、猪

肉宴、体验乡村赶集迎大年活动，更多

精彩活动可关注“株洲星少年”微信公

众号。

“品民俗寻年味儿”
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寒假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年味渐浓，新春将
至。孩子们的寒假生活如何才能更加丰富多彩？1月23日，
记者从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获悉，将推出一起寻味中
国年——校园记者集“五福”、校园记者龙年送“五福”等系列
活动，同时开展传统文化“闹”校园、水墨书画“迎”新年、体验
习俗“寻”节气，领略传统“品”美味、运用巧手“触”民俗等一
系列传承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贺家土小学校园记者开展“拓印年画 喜迎新年”主题活动。记者/颜家萍 摄

1 ““童童””享年味享年味 寒假活动精彩纷呈寒假活动精彩纷呈

2 校园记者来校园记者来““年货节年货节””里寻年味里寻年味

▲王绍华小学科学名师工作

室核心成员邹艳艳老师指导学生

开展研究性学习。 通讯员/供图

“传承动力谷精神·寻找株洲最美劳动者”

株洲校园记者寒假采风聚焦
一座创新城市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