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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办成一件事”，市民太爱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陈

良） “上午窗口进件，下午就快递寄件上门，这种效

率，我们太爱了。”近日，芦淞区张先生在市民中心“高

效办成一件事”开办餐饮店窗口，仅耗时 0.5 个工作日

就办成了开餐饮店所需的营业执照和小餐饮经营许

可证两件事。

今年，我省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模式创新，推进关

联事项集成办、容缺事项承诺办、异地事项跨域办、政

策服务免申办，并试点推行 17件“高效办成一件事”政

务服务事项。

株洲作为高效办成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和经营

性项目验收开业“一件事”先行测试市州，由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城管、消防、住建

等部门，将餐饮经营者申请营业执照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证（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核发、户外招牌设施设置

规范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等事项整合为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并积极推进

数据免于填写和“三个免于提交”（政府部门核发的材

料免于提交、能够通过数据共享核验的事项免于提交

证明材料、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免于提交实体证照），

实现开办餐饮店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

以往经营者开餐饮店需分别在市场监管、城管、

消防等部门办理的业务，如今只要在开办餐饮店“一

件事”服务平台，提交一套申请材料，即能完成所有业

务办理，大幅压减了企业和群众办理时限和办事成

本，实现“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八一快到，老兵联欢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实习生/
程婉湘） 7 月 26 日，茨菇塘街道“老兵之家”退伍老

兵自编自导自演，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八一联欢会。

演出当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茨菇塘街道、株洲凯德

医院、六零一中英文小学等各界人士都来捧场。

茨菇塘街道“老兵之家”理事长熊德学是此次联

欢会的组织者之一，他介绍，以往，老兵们组织聚餐迎

接八一建军节，2018 年聚餐时有人提议换一种形式，

办一个由老兵表演、全民参与的八一联欢会，得到了

大家认可，2019 年开始，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举办联

欢会，成为茨菇塘街道“老兵之家”的固定项目。

“最开始，参与节目表演的只有退役军人，后来志

愿者、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加入进来，联欢会规模越办

越大。”熊德学介绍。

本次联欢会，参与表演的有 100 多人，共排练了

14 个节目，有歌舞、合唱、乐器表演、小品，还有独具

本土特色的“三句半”。从 5 月初排练到现在，两个多

月里，表演者没有一个人喊累，更没有人掉队。

联欢会上，节目轮番上演，衔接紧凑、精彩纷呈，表

演者饱满的热情感染了观众，赢得掌声阵阵。 合唱节

目中，演唱者带动全场观众齐声合唱，将氛围推向高潮。

“舞台上，老兵们精神饱满，舞台下，他们活跃在

各个公益项目当中。”茨菇塘街道党工委委员刘子尧

表示，茨菇塘街道“老兵之家”已成为辖区里的公益标

杆，平日里，老兵们为六零一中英文小学的孩子们护

学，到白石港附近清理白色垃圾，或走访慰问军烈属、

困难户，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老兵们退伍不褪色，为社会发挥余热的义举，值

得弘扬与推广。”荷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胡嵩说。

长沙可以刷微信
乘地铁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小玲）
记者从长沙地铁了解到，为进一步满足乘客多

元化出行需求，长沙地铁、磁浮微信乘车功能

已正式上线。乘客通过“城市通 ”微信小程

序，即可开通长沙地铁乘车码，实现微信扫码

乘车。

截至目前，加上微信这一方式后，目前，支

持长沙地铁扫码乘车的 App 共有 9 种，包括：长

沙地铁、微信、支付宝、湘行一卡通、云闪付、我

的长沙、和包、湘易办、Metro大都会。

此外，长沙地铁现行实体票卡包括单程

票、普通储值票、学生卡、老人卡、纪念票，同时

支持公交卡、公交学生卡、公交老人卡、全国交

通联合卡（潇湘卡）刷卡乘车。长沙各地铁站

点均配有自动售票机，未下载以上 App 且未持

卡的乘客，可以在自动售票机上选择起始站和

目的地站点，即可通过现金、微信、支付宝、和

包、银联在线支付等方式，购买单程票。

“无论是传统的现金购票、刷实体卡，还是

新兴的移动支付，多种支付手段并存，满足着

不同年龄层、不同消费习惯乘客的支付需求，

让地铁出行变得更加灵活便利。”长沙地铁相

关负责人介绍。

美达影城（7月30日）

（开奖日期：2024年7月29日）开奖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唐
剑华 通讯员/张世奇） 近日，一名旅

客准备从醴陵站乘火车出行，竟在车

站广场意外“捡”到一走失的 5 岁男

孩，所幸旅客在求助醴陵铁路民警后，

铁警迅速帮助小男孩找到了母亲。

7 月 26 日 19 时许，醴陵站派出所

民警接旅客丁女士求助称，她准备到

火车站乘车出行，走到广场时发现一

名五六岁的小男孩独自在路边哭泣并

不停着叫“妈妈”。询问后得知，小男

孩随妈妈到火车站后和妈妈走散了！

民警接警并安抚好小男孩后，通

过细心询问，得知小果（化名）今年 5

岁，当天晚饭后随妈妈到火车站附近

散步，走着走着，妈妈就不见了。由于

小男孩也不知道家人的联系方式，这

个时间段车站广场正是各种健身、娱

乐活动集中时间，人流非常大且环境

嘈杂，民警判断孩子妈妈发现孩子走

失后会在附近寻找，于是一面将情况

通报地方 110接警中心，有儿童走失警

情告知报警人到车站派出所认领；同

时派出 3 名民警到车站广场及附近寻

找。很快，民警在广场上发现一女子

边跑边哭、四处张望，立即上前询问，

得知正是发现孩子走失后心慌意乱找

孩子的刘女士。

回到派出所后，与民警聊得正欢

的小果看到刘女士，立即扑了过去：

“妈妈你去哪了？警察叔叔把你找回

来了！”原来刘女士带孩子到火车站附

近的超市买水果，买完水果转头却发

现孩子不见了，所幸孩子遇到了热心

的丁女士。

市民乳腺超声报告看不懂 三步解读秘籍来帮你
近日，市民张女士在例行体检后，收到了一份乳

腺超声报告。面对报告中密密麻麻的文字、专业术语

和复杂的图像，她感到一头雾水，仿佛面对着一本“天

书”。

张女士的困惑并非个例。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乳腺超声等影像学检查在乳腺疾病筛查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晚报邀请株洲市中心医院超声科

医生手把手教你，秒变乳腺超声报告解读达人。

医生说，面对复杂的超声报告，其实只需三步，即

可轻松掌握：一是 BI-RADS 分类。0 类：意味着需要

更多信息，结合其他检查再定。1-2 类：放心，基本排

除恶性可能，定期复查即可。3 类：良性可能大，但别

大意，半年一查更稳妥。4-5 类：风险升级，需活检明

确，及时就医是关键。6类：确诊恶性，勇敢面对，积极

治疗。二是囊性或实性。囊肿如水泡，多为良性；实

性病变需细看回声，结合 BI-RADS 分类判断。三是

钙化与淋巴结，医生的“小提示”。钙化点虽小，却可

能是病变的信号；淋巴结肿大，有时需警惕恶性转移。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女性乳腺健康问题。”据

悉，株洲市中心医院还推出了乳腺超声报告解读新指

南，开展一系列健康宣教活动，提高市民对乳腺健康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通讯员/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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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来访遭拒，引发热议

近日，一则“我拒绝了小姑子的女儿来我家”

的帖子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发帖人透露，在

7 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与婆家保持着相对疏远的

联系。面对小姑子 10 岁女儿的来访请求，她基于

孩子缺乏礼貌的沟通方式以及家庭实际情况等

考量，拒绝了这次来访。

此帖一出，引发讨论。一方面，有人强调“血

浓于水”，认为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应该积极欢迎

孩子们的到来，以此增进家族成员间的感情。另

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

个人空间和宁静时间。过多的“小客人”来访可

能会打乱家庭原有的生活节奏，孩子不懂“规

矩”，还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株 洲 市 民 也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和 看

法。陈先生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亲戚家度过的

暑假时光，满是欢笑与温馨，但他也承认，现代生

活中每个人都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王女士

作为一位职场妈妈，则直言不讳地表示，她深爱

小侄子，可孩子的吵闹声确实让她难以安心工

作。她认为，理解和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是维护

亲情的关键所在。

此外，还有人在反思婚姻生活与大家庭关系

之间的微妙平衡。“在婚前往往只关注到婆媳关

系等单一问题，而婚后才发现，大家庭中的每一

个成员都可能成为影响自己生活质量的因素。”

热情招待的尴尬故事

“我们新装修完房子，小姑子就带着她孩子

开玩笑问我们欢不欢迎她们，我当时很单纯，就

想着一家人要开心，对她们家也比较热情地招

待，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了。”家住天元区的张女士

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说。

张女士的小姑子家有两个小孩，一个上一年

级，一个下半年上幼儿园。“大宝特别调皮，每天

早上去电梯上按满楼层，有邻居来投诉我们，真

的特别尴尬。”张女士说，现在想对小姑子表明

自 己 的 态 度 和 界 限 ，但 又 担 心 伤 害 到 家 庭 关

系 。 张 女 士 的 丈 夫 李 先 生 也 表 达 了 自 己 的 看

法：“我理解妻子的感受，也不能直接拒绝，毕竟

都是一家人。”

市民李女士则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她家就

是一家三口，平时都是她全职在家带娃。“大姑姐

家两个女儿，小的 6 岁，大的 12 岁。清明也好，端

午也好，尤其寒暑假，一放假，大姑姐就要把她女

儿送来我们家让我带着。”李女士说。她一岁多

的儿子最近连续高烧五天，看了急诊，刚刚出了

疹子，退了烧，身心俱疲。

“昨天大姑姐的女儿集训完，大姑姐立马给

我老公发信息，说要把女儿送我们这里来。我实

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了，不知该怎样回绝。”

李女士无奈地说。她希望找到一个委婉拒绝的

方法，既能照顾到大姑姐的面子，又不让自己过

于疲惫。

多元视角下的理解与共鸣

在对“小客人”来家住的问题上，株洲市民的

看法不同。老一辈市民带着浓厚的家族观念，不

少人认为，孩子们之间的亲密互动是维系家族情

感的重要纽带。退休教师王师傅说：“我们那一

代，兄弟姐妹多，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别提多热闹

了。现在条件好了，孩子们却少了这份乐趣。所

以，我支持孩子们多走动，多交流。”

市民王女士也持相似观点：“孩子们的天性

就是活泼好动，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去

探索和成长。作为长辈，我们应该多一分理解和

包容。”

中年一代市民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更多地融

入了对现实生活的考量。张女士的同事李姐表

示：“现代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回家就想有

个安静的环境放松一下。孩子们来家里住，虽然

热闹，但也会带来不少麻烦。”

“我们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如果家里有

‘客人’住，我可能会觉得不太自在。”年轻的市民

则更加注重个人独立与自由。大学生小李直言

不讳地说：“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寄送礼物等方式

来表达关爱，不一定非要住在一起。”

“ 亲 戚 们 在 送 孩 子 来 之 前 ，应 该 要 提 前 沟

通。”赵先生说，与一些小辈孩子的关系相对疏

远，会尴尬和无奈，而且孩子应该学会尊重别人，

无论在哪里都要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不能给

人添堵”。

“小客人”来家住的智慧应对

面对“小客人”暑期来家住的问题，一些家庭

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方法，成功地平衡了家庭亲

情和个人空间的关系。

陈先生的家庭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们

家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家庭规则，包括作息时间、

娱乐活动等，确保孩子们在享受家庭温暖和关爱

的同时，也能遵守家庭的秩序。“我们会和孩子们

一起制定规则，比如每天的作息时间、看电视的

时间等。这样既能让孩子们感到自由，又能保持

家庭的秩序。”陈先生说。

赵女士的家庭则采取了轮流照顾的方式，让

孩子们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体验和学习。

“我们和大姑姐家商量好了，孩子们可以轮

流来我们家，这样既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不同的家

庭氛围，也能减轻我们的负担。”赵女士说。

针对暑期“小客人”来家住的问题，家庭婚

姻师毛毛姐提出了五条实用建议：一是提前沟

通，明确家庭成员的期望与需求；二是制定规

则，确保家庭生活的有序进行；三是安排活动，

促进孩子们的学习与成长；四是分担责任，共享

欢乐；五是尊重个性，关注并理解每个孩子的独

特需求。

暑期“小插曲”：
亲戚的孩子来家住，欢迎还是拒绝？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这个话题触及了许多家庭的敏感神

经。一方面，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团聚

是人们所珍视的；另一方面，个人空间

和生活品质同样重要。如何在两者之间

找到平衡？关键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理

解、尊重和共同努力。有智慧的方法、

积极的态度，我们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

“小烦恼”，更能在这一过程中增进家庭

亲情，促进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共处。

记者的话

“小客人”

来 访 ，可 以 安

排各类活动。

网友声音。

暑 期 到 来 ，不 少 家

庭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妥

善 处 理 亲 戚 家 孩 子 来 家 住 的 请

求？近日，微博上一则“我拒绝了小

姑子的女儿来我家”的热门话题，点燃

了公众对于亲情与个人空间平衡问题

的热议。

今天，我们走进市民的真实生活，

聆听他们的心声与故事，共同探讨

如何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

巧妙地维护家庭的和谐

与宁静。
可制定家庭规则，让“小客人”遵守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