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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31年
我市无小儿麻痹症病例报告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刘琼 通讯员/刘源） 4 月

25 日，2024 年湖南省“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株洲分

会场活动启动。

近年来，株洲一直高度重

视免疫规划工作，在全省率先

启 动 数 字 化 预 防 接 种 门 诊 建

设，推进预防接种门诊分级分

类管理，已建成常规预防接种

门诊 139 家，其中建设数字化接

种门诊 52个。

去年，全市 0 岁至 6 岁适龄

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 50.93万

剂次，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 63.18万剂次。疫苗针对性传

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株洲连

续 31 年无脊髓灰质炎（俗称“小

儿麻痹症”）及白喉病例报告。

市 卫 健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结核病、狂犬病及各类新发

传染病危害依然存在。今年，

我市将加快推进规范化预防接

种门诊建设，全面提升预防接

种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筑牢

人群健康免疫屏障。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详情见02）

人民网酒泉4月25日电 (记者赵竹青、黄帆) 4月 25日 20时 59分许，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雨水纷纷扰扰
这几天，雨水纷纷扰扰、下下停停，空

气里充满了潮湿的味道。

很多人家里的墙壁都起霉了，给人感

觉非常不爽。不过，大家似乎没有特别烦

躁，因为，这雨不是一直下个不停，中途还

是有太阳出来的。

昨天，有个奇怪的现象。早上时候，突

降急雨，雨点很大，但不密集，这个倒不奇

怪 ，奇 怪 的 是 这 时 候 天 上 还 挂 着 一 轮 圆

月。这是什么天象？！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整个城市的天气就

会在雨天中度过，甚至雷电都会来凑热闹。

市气象台预测，今天，株洲多云有分散

性阵雨，最高气温 27℃；周末两天，也是小

雨或者中雨的天气，到了下周，也是多阵雨

天气，天气晴晴雨雨变化着。

有时候，我觉得春天和夏天似乎彼此

缠绕，就像两株绿藤，而谷雨节气则会让

它们缠绕得更紧密些，甚至变得有些面目

不清。

雨水繁盛，无论从天气、气温，甚至是

农事，都透着勃勃生机，这便是春日最美好

的时光。

（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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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志愿者护航“株马”
4 月 24 日，市红十字会在市

“三个中心”开展2024株洲马拉松

赛事志愿者应急救护培训。全市

300名红十字志愿者将历经心肺复

苏、AED使用、中暑表象及处置、低

血糖症表象及处置等多轮专业培

训及路线演练后，持证上岗，为赛

事提供高质量、高标准志愿服务。

图为志愿者在培训现场练习急救。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实习生/陈瑶 王奕赫

通讯员/刘静 摄影报道

长征二号 F遥十八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瞬间。 人民网图

“出手吧姐姐·温暖2023”
募捐130余万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易楚曈 实习生/陈瑶 通讯
员/王珍英） 近日，记者从市妇

联获悉，我市“出手吧姐姐·温暖

2023”关爱困境妇女儿童公益项

目累计募集 130 余万元，为 1505

名困境妇女和儿童送去爱心。

为确保项目实效，市妇联

制定《株洲市“出手吧姐姐 温

暖 2023”关爱困境妇女儿童公

益项目资金分配执行方案》，并

成立工作专班对项目实施周密

部署。市区两级妇联组织与乡

镇街道同步开展摸底排查，对

符合慰问条件的困境妇女儿童

精准建档，发放慰问资金专款。

天元区马家河街道的张女

士因女儿患白血病，自己处于

术后恢复阶段，没有经济来源，

家中还有儿子要读书，全家生

活举步维艰。市妇联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为她送去关怀和

爱心专款。

去年，我市 642 个爱心募集

战队共计募集爱心资金 130.716

万 元 ，超 额 完 成 100 万 募 捐 目

标，项目爱心资金全部用于帮

扶、慰问困境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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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古代的“学区房”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区房学区房””，，但也存在着为读书但也存在着为读书、、借借

书方便而书方便而““择房择房””的现象的现象。。不仅学宫不仅学宫、、国子监等近旁的房产成为读书人国子监等近旁的房产成为读书人
向往的向往的““学区房学区房””，，一些学者和藏书家私宅附近也出现了一些学者和藏书家私宅附近也出现了““学区房学区房””，，甚至甚至
由此拉升了周边的房价由此拉升了周边的房价。。

孟母：苦寻最佳“学区房”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但到

他这代时家道已经衰落了。孟子小时候父

亲就去世了，他由母亲抚养长大。孟子的

母亲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平时对孟子要

求很严格。一次，孟子不好好学习，逃学回

家，母亲正在织布。母亲问明情况后十分

生气，拿起刀把织布机上的线割断了。孟

子很吃惊，问母亲为什么这样做。母亲说，

你无故中止学习，就像我正在织的布突然

被割断一样。孟子大受触动，再也不敢逃

学了，开始发愤学习。

孟母用“断织”来警示儿子“辍学”的行

为，指出做事情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认准

目标后就不能受外界的干扰，更不能半途

而废，否则后果很严重，往往是无法弥补

的。这些道理如果只抽象说出来，孟子也

有可能接受，但不会留下深刻印象，而孟母

“手起刀落”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想

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且惊且惧的印象

势 必 深 深 刻 进 孟 子 的 心 中 ，让 他 终 生 难

忘。所以，孟母不仅深明道理，而且很懂得

儿童心理学和教育方法。

孟母“断织喻学”的典故出自西汉刘向

编撰的《列女传》一书，该书还记载着另一

个孟母教子的故事：“邹孟轲之母也，号孟

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

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

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街卖之

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

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退

进。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

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这就是

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了给儿子提

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孟子的母亲先从墓地

附近搬家到城中的集市周边，又从集市周

边搬到学宫近旁。搬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但在孟母的心中，儿子的成长和教育更

重要，所以不辞辛苦，一搬再搬。

春秋战国时最著名的学宫是齐国稷下

学宫，孟子后来曾在此教学。孟子一家所

迁居的学宫未必是稷下学宫，但能在任何

一家学宫附近安家也相当不容易了。那个

时代教育制度并不完善，官办教育机构极

少，像稷下学宫那样的学校也属于“官方举

办、私家主持”形式，由于招生数量有限，所

以能进入其中学习的人少之又少。孟母很

聪明，知道没有能力直接把孟子送到学宫

里读书，但可以在学宫附近安家，相当于有

了一套“学区房”。每天早晨，孟子都跑到

学宫外面看里面的学生们读书。所谓“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时间长了，孟子深受感

染和熏陶，慢慢变得爱学习、守秩序、懂礼

貌。孟子后来拜孔子的孙子孔伋为师，这

是孟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史书没有

记载孟子是如何拜师的，可以推测一下，或

许孔伋那时正好在学宫教书，得益于“学区

房”的便利，孟子才有机会接触到孔伋并引

起关注的吧。

张霸：有人甘愿买房做邻居

东汉有一个名叫张霸的人，是蜀郡人，大约生

活在汉和帝时代。据《后汉书·张霸传》记载，张霸

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顺和谦让，行为举止很合礼

节，乡里人感到很惊奇，将其与曾子相比，称他为

“张曾子”。张霸 7 岁时就通晓《春秋》，很快将这本

书读完，还想再读其他经书。父母大为惊异，说“汝

小未能也”。张霸说“我饶为之”，意思是我有能力

读得更多。这件事传为美谈，后来张霸干脆以“伯

饶”为表字。张霸师从学者樊鯈学习《严氏公羊春

秋》，博览《五经》，于汉和帝永元年间做过会稽郡太

守。在位期间，张霸上表向朝廷推荐顾奉、公孙松

等人才。顾奉后来官至颍川郡太守，公孙松官至司

隶校尉，都很知名。除二人外，张霸还推荐了其他

有专长的人才，也被朝廷录用。由于张霸的大力倡

导，会稽郡人人争相读书，磨砺志节，走在道路上随

处可以听见诵读之声。

张霸在士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人们都想求学

于他。汉代有私学，如著名学者郑玄、卢植等都开办

过私学收授门徒，刘备、公孙瓒年轻时还是卢植所办

私学里的同学。不过，作为在任官员的张霸可能没

有精力创办私学，这让想向他求教的人颇感失望。

一些人并不气馁，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后汉书·张

霸传》记载：“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

傍，以就学焉。”一些慕张霸之名来求学的人，干脆在

张霸家附近买了房子，以便随时可以向张霸求教，于

是张霸家附近的房子变成了“学区房”。

南北朝时南梁大臣吕僧珍才兼文武，不仅为南

梁政权的建立做出过贡献，而且学问很好。吕僧珍

深受梁武帝萧衍恩遇，旁人莫能相比，但他从不自

矜，仍谦谨如故。有一个名叫宋季雅的人十分仰慕

吕僧珍的学问，渴望随时有机会向其请教。大约受

到《后汉书·张霸传》的启发，宋季雅花重金在紧邻吕

僧珍府宅的地方买下了一处宅子。由于特别渴望得

到这处“学区房”，所以宋季雅最终是以比市价高出

近 10 倍的价格买到的，以至于吕僧珍听说后感到很

吃惊。《南史·吕僧珍传》记载：“宋季雅罢南康郡，市

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

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事后证明这

笔“高价学区房”的投资是正确的，宋季雅由于能经

常得到吕僧珍的指导，所以进步很快。吕僧珍还向

梁武帝举荐宋季雅，宋季雅后来出任壮武将军、衡州

刺史等要职。

太平公主：一人独霸最大“学区房”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女儿，

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的妹妹，深受父母、兄长尤

其武则天的宠爱，加上极富权谋，所以十分显贵。武

则天死后，太平公主在打倒韦后、拥立唐睿宗的“唐

隆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此权倾朝野。《旧唐

书·武攸暨传》记载：“太平公主者，高宗少女也。以

则天所生，特承恩宠。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

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

比。永淳已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

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

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这里的武攸既

是武则天的堂侄，也是太平公主的第二任丈夫。

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其府宅自然也非同一般，

它坐落在唐代洛阳城的正平坊。《唐两京城坊考》记

载：“安国女道士观，本太平公主宅。”这里说的是，唐

玄宗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年轻时做了女道士，后

来太平公主在另一次政变中被李隆基赐死，李隆基

将太平公主旧宅改建为道观，让玉真公主在此修

行。刘禹锡曾路过这所道观，赋诗一首：“仙院御沟

东，今来事不同。门开青草日，楼闭绿杨风。将犬升

天路，披云赴月宫。武皇曾驻跸，亲问主人翁。”

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在布局上都采用里坊制，太

平公主府所在的正平坊中还有孔庙、国子监等建

筑。汉代有太学，晋武帝司马炎始设国子学，至隋炀

帝时改为国子监，其后至清朝一直是古代最高学府

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在此，周边的房子自然成

为读书人向往的“学区房”。不过令读书人失望的

是，这里可以作为“学区房”的房产却十分有限，因为

太平公主府实在太大了。

洛阳隋唐旧城正平坊遗址是全国唯一保存完

好的唐代里坊遗址，据考古发掘证实，正平坊东西

宽 464.6 米、南北长 533.6 米，约相当于 17 个足球场

大小，而太平公主府就独占了西边的半个坊。东边

的半个坊分为两半，国子监、孔庙合占一半。国子

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仅其中

的国子学平时就有约 300 名学生，还有 20 多名官员

和老师，他们合用的面积仅相当于太平公主府的 1/

4，可见太平公主府多么奢华。正平坊东半部的剩

下一半才有可能作为“学区房”使用，不过这里早被

有权势的达官贵人捷足先登。据史料记载，兵部尚

书李迥秀、左散骑常侍襄阳郡王路应、右领军卫将

军上柱国开国伯薛璇、中大夫韦衡、河南尹裴迥等

官员的府宅就在这里。没有深厚背景的读书人想

在国子监附近寻到一处“学区房”，看来是一件极不

容易的事情。

（据《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