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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记者在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大岭

社区棉纺厂小区见到，由水塘改造成的景观池

已成了荒地。该地于 2019 年实施黑臭水体改

造，进行生态修复，打造成休闲景观。目前因

水源缺失，景观池长期干涸。附近居民希望，

负责部门能让景观池“复活”。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该地面积近 5000 平方米，因水池

自身存在渗漏问题，及供水管道受损无法继续

供水导致干涸。目前，他们已申请对该区域进

行改造，计划改造成休闲场所，但具体规划目

前还没确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摄影报道

2020年时场景。

景观池
“缺水”变荒地

石峰区，一颗古树的“两次死亡”

2013 年 7 月，古银杏树周围在施工建设，古树被在建

的建筑“包围”。 记者/刘平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近日，有

市民在石峰区城发时代新城小区，发现当地一棵古银

杏树已变成一堆烂木头。

树种银杏、胸径 222.8 厘米、树高 22 米、树龄 620

年、地点井龙二队建万塘、生长情况良好……在 2013

年公布的一份《株洲市古树名木一览表》上，有关于这

棵古树的相关记录。该树在当时市区的古树中“年龄

最大”。

这棵银杏树在 2012 年时还挂果，当时树龄超过

600 年。因受开发建设影响，根系受损，后死亡，留有

约 8米高树干。残存部分后经过装饰，加装了“树皮”

“树叶”，成为一棵“仿生树”，进行保留。曾有市民表

示，古树已亡，保护好古树的残余部分，具有警示意

义。但到今年，“仿生树”已破损不堪，成为一堆烂木

头，这棵古树彻底死亡。

“太可惜了。”有市民对于这棵古树的遭遇表

示 惋 惜 ，希 望 完 善 相 关 监 管 机 制 ，杜 绝 类 似 悲 剧

重演。

目前的场景。

《“控球部落”失控》后续

无证办学 到底谁管？

一照多址，无证办学

涉及引领公司的“控球部落”篮球馆曾在多处地

方开设，提供篮球培训服务。其开展校外培训，是否

具备相关资质？

3 月 7 日，本报记者将情况反映到了市教育局民

办教育科。

工作人员向天元区教育局了解了相关情况，回复

称引领公司仅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未在

教育部门进行注册登记，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属于无

证办学。

根据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8 月份联合

印发的《关于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

知》要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只有同时取得办学

许可证、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才能

在许可范围内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活动。

有工作人员表示，在篮球培训机构目前已经“跑

路”的情况，教育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执法，建议维权者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通过司法途径开展维权。

相关部门，希望你们能真正“相关”起来
“卷款跑路”；“失联”却“点赞”新闻视频；无证办学

……株洲引领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作为和表现，不

仅让众多维权的学生家长感到愤怒，也让不少读者对此

打抱不平，也对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产生了质疑。

2022 年 8 月，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

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

《关于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知》，明确

了各部门工作职责。然而，在《通知》印发 1 年多后，

避免发生的问题却发生了。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该培训机构从 2021 年开始

招生营业。而其无证办学行为在《通知》执行一年多

来，仍未被“发现”。此次篮球馆“跑路”是因为培训机

构“太狡猾”，选择了难以发现的位置，还是因为监管

有缺失、存在“视而不见”？

目前，留在球馆的只有 8 个篮球架（难道让受害

家长扛回家？），培训机构“跑了和尚还跑了庙”。维权

群的群成员已升至 260 人，但维权艰难，多个部门无

能为力。有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建

议维权者报警求助或通过司法途经维权。但派出所

民警已表态“没办法立案”。

接下来，留给维权者的一条路难道就只剩下打

官司？

《通知》的发布部门难道成了旁观者？记者认为，

此事关系到数百名学生和家长的利益，相关部门应该

加强沟通协作，真正发挥“合力治水”的作用，尽最大

努力为受害者维权提供便利和帮助，用效率、力度、成

效，回应求助市民。

相关部门，希望你们能真正“相关”起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连日来，

天元区“控球部落”篮球馆负责人“失联”的消息引发

关注，篮球馆会员们多处奔走求助、维权。（本报之前

多次报道）3 月 7 日，本报记者向教育部门了解“控球

部落”篮球馆的相关情况，发现该篮球馆属于无证

办学。

营业执照上“住所”地址不详

“控球部落”篮球馆处于停业状态，负责人“失

联”。难道运营该篮球馆的株洲引领体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引领公司）能“跑得了和尚，还跑得

了庙”？

3月 7日，本报记者对引领公司进行寻找。

引领公司于 2021 年 8 月份在天元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办理的营业执照显示，登记的“住所”地址为

“长江南路橡果园 4S 店汽车维修专业厂房 101、201

号房”。

记者在橡果路一带进行了寻找。该处分布着几

家汽修厂，但没有名为“橡果园 4S 店汽车维修专业厂

房”的汽修厂。有路边企业的工作人员直言“没有这

个地方。”

记者对汽修厂挨个进行打听。最后在路边的株

洲市华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曾有场地

出租，被作为“控球部落”篮球馆使用。而该公司营业

执照上登记的“住所”地址为“长江南路 20 号”。工作

人员介绍，篮球馆于 2023年 7月份左右搬走。

记者手记

2016年5月，古银杏树已死亡，经过装饰，加装

了“树皮”“树叶”，成为“仿生树”。 记者/刘平 摄
今年 3 月，记者见到“仿生树”已破损不堪，成为

一堆烂木头。 记者/刘平 摄

“穿越草原极致的夜，我去开庭啦。”

“伴着繁星出个早门，希望案件有

个好结果。”

“在去看守所的路上遇到大群牦

牛，还有漂亮的格桑花和海棠果。”

这些朋友圈内容摘录，来自我市

的 90 后律师袁芳。2023 年 4 月，司法

部发出 2023 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

志愿者行动（以下简称“1+1”行动）的

招募通知，株洲律师队伍迅速响应，湖

南德信律师事务所袁芳律师第一时间

报名并成功入选。

2023 年 9 月，作为“1+1”行动派往

青海省的唯一一位女律师，袁芳几经颠

簸终于到达了法援服务地——海南藏

族自治州贵南县。在平均海拔 3100米

的高原上，她开启了援青的人生篇章。

到岗第二天就办案
为115名农民工追讨工资

如今的株洲已是一派春和景明的

早春景象，可贵南县的气温还是零下

十几摄氏度，加上高原缺氧与风沙气

候，袁芳的身体经受着不小的考验。

“自接到入选通知开始，我就开始

了有计划的锻炼，调整身体状态。”袁

芳介绍，多亏了这些准备工作，让她在

上高原之后能迅速适应下来，快速投

入到志愿服务工作之中。

在贵南，袁芳经办的第一个案件

是 115 名农民工的欠薪案——一名来

自外省的老板承包了当地某村的土地

发展种植业，雇佣了不少村民干活，却

没有及时兑现报酬。

虽然这起案件的标的额只有十万

余元，但涉及的村民众多，而且搜集证

据的难度很大。“每个人的计工标准不

一致，款项计算非常繁琐。115 名农民

与项目老板都是口头协议，从什么时

候开始劳动，每天工作多久，每小时多

少钱，几乎都没有书面约定，村民们自

己也没有记录。”袁芳到岗上班的第二

天，就与县法援中心青措卓玛律师、大

学生志愿者南卡本到各村办理手续、

搜集整理证据。

在大量的前期走访调查后，袁芳

着手拟写起诉资料，申请检察院支持

起诉，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证据。

接下来，袁芳多次通过法院与身处异

省的被告进行协调。3 月 1 日，案件迎

来 开 庭 ，最 终 以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顺 利

结案。

播下颗颗种 开出法治花

在袁芳到来之前，贵南县仅有一

名法援律师，没有社会律师，可群众的

法律服务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袁芳

的工作内容十分复杂，既需要接待法

律咨询、代写文书，也需要参与非诉调

解、劳动仲裁、民事诉讼、刑事案件的

认罪认罚和指定辩护，还有机关的法

律顾问工作和普法宣讲等。

在志愿服务中，袁芳发现当地群众

证据意识普遍不强，当事人因为无证据

导致权益受损的情况并不少见。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在接待法

律咨询或代书过程中，袁芳并不限于

“就事论事”，而是花费更多时间向当事

人普及法律常识，通过一桩桩具体的案

例，向他们讲解实用的法律知识。

援青半年多来，袁芳免费为当地

困难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194人次，代写

法律文书 51 份，开展法治宣讲活动 10

次，办理刑事、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

各类案件 50 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

失 130余万元。

从乡镇社区、机关学校，到农场牧

区，这半年多以来，袁芳的身影活跃在贵

南县的各个角落，“想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给当地群众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把一颗颗法治的种子，撒播在这片高原

上，让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像一朵朵格桑

花，绽放在高原大地上。”这是袁芳的愿

景，也是一名90后株洲律师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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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上的“播种人”
——株洲律师袁芳赴青海开展法援服务侧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奔奔

品种：樱花

赏花地点：石峰公园、河西湘

江风光带芦淞大桥至石峰大桥

沿线等

最佳观赏期：3月中旬-4月

株洲何时何地能赏花？ 请收好这份赏花攻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玉兰渐放、早樱报春、郁金香艳……随着天气回暖，株洲各大公园、湘江风光带等地的春花陆续绽放，鸟语花香吸引着市民出门踏青，
尽情享受怡人春色。

不过也有市民发现，今年一些花卉还在“春睡”，盛花期较往年迟了一些。那么，目前株洲热门赏花区域的花儿长势如何？百花齐放
的春天将何时抵达？

湘江风光带“花海”渐次开

在初春的花朵里，被誉为“报春

花”的玉兰总是来去匆匆，花开花

落往往只有两三天时间，哪怕是一

整 棵 树 ，从 开 放 到 盛 花 期 再 到 花

落，时间往往也只有半个月左右。

这两天春意渐暖，含苞已久的

玉兰花也终于陆续开放。在湘江

风光带、石峰公园、神农公园等地，

都可以与玉兰花不期而遇。

在株洲，最常见、种植数量最多

的是白玉兰，纯白色或者花朵底下

带着紫色条纹，花开清丽；紫玉兰

的植株相对较小一些，但花朵全部

开放尤为艳丽。

玉兰花种植较密集的当然是石

峰公园，目前公园内的紫玉兰、白

玉兰共有 1000 余株。在蔷薇园对

面还有一株身高达 17 米的玉兰树，

目前花朵都已开放，远观如一把巨

型花伞。

这两年，株洲通过引入新品种，

在湘江风光带等区域打造“花海”

景观带，春天的色彩愈加丰富，给

市民游客提供更多赏玩空间。

昨天中午 11 点，湘江风光带钢

琴广场附近的郁金香已进入盛花

期，红色、黄色的花朵鲜艳夺目，吸

引市民和摄影爱好者们带着“长枪

短炮”前来赏景拍照。

“前阵子寒潮天气，我们每天都

要到这里转上几圈，观察花儿们的

生长情况。”市园林养护一所有关

负责人介绍，还好郁金香属于比较

耐寒的植物，不太容易被冻雨天气

影响，最近天气回暖，这类早春花

卉也应时而开。

除了郁金香，湘江风光带沿线

的 二 月 兰 、三 色 堇 等 花 卉 陆 续 绽

放，接下来还有樱花、油菜花等轮

番登场，值得期待。

3月下旬进入樱花最佳赏花期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但受前

期寒潮天气影响，往年这时已陆续

开放的樱花，今年大多还未苏醒。

“预计要到 3 月下旬，可以尽享

樱花盛花期美景。”园林部门有关工

作人员介绍，石峰公园樱花园内有

8000 余株樱花树，其中 8 成以上是

晚樱，最佳观赏期从 3月下旬到 4月

上旬。

目前，石峰公园里已经开放的

有白色的早樱，数量相对较少。此

外，前年，樱花园内还种了 100 株牡

丹樱，目前已陆续绽放，深红色的重

瓣花朵，给公园又添新景。

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朋友，为了

让大家有更好的游春赏花体验，建

议大家保持观赏拍照距离，不随意

攀枝摘花，做文明美丽的赏花人。石峰公园早樱已经绽放。 记者/伍靖雯 摄

相关链接

袁芳在贵南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受访者本人供图

花卉品种：郁金香

赏花地点：湘江风光带钢琴广场

最佳观赏期：目前郁金香已陆

续开放，预计开放时间持续到 3

月底或 4月上旬

城区赏花时间表

花卉品种：二月兰、三色堇、石竹

赏花地点：湘江风光带水涧景

观区等

最佳观赏期：目前都已陆续开

放，预计开放时间持续至 5月

花卉品种：油菜花

赏花地点：湘江风光带法治文

化广场（近石峰大桥河东桥下）

最佳观赏期：3月下旬-4月

花卉品种：紫玉兰、白玉兰

赏花地点：天 鹅 湖 公 园 风 雨

廊、石峰公园、神农公园等

最佳观赏期：3月中旬-3月底

湘江风光带的郁金香进入盛花期，吸引市民纷

纷前往赏玩。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