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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李支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智勇

【概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

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这一点，在株洲

有了生动实践。2021年，荷塘区茨菇塘街道在

全市率先启动“海选楼栋长”活动，搭建起居民

自治机制雏形。历时3年探索，目前该街道已经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楼栋长管理机制。“楼栋

长来当家”项目被确定为全省基层治理15个项

目之一，2023年，该项目通过省民政厅验收。

如今，759 余名楼栋长已成为茨菇塘街道

基层治理的基石。

【亲历】
讲述人：刘乐全（茨菇塘街道钻石路小区

党支部书记）
我是钻石路小区党支部书记、总楼栋长，

也是茨菇塘街道第一批竞选上岗的楼栋长。

在楼栋长岗位上干了 2年半，亲眼见证楼栋长

队伍渐渐壮大，亲身体会居民对楼栋长越来

越信任，心中感慨万千！

钻石路小区是铁路系统职工小区，共 34

栋、近 900户，很长一段时间，由单位负责小区

物业管理，实行社会化管理改革后，就由居民

们自己负责了。

单位不再管小区事务，是否聘请物业公

司？居民们迟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小区陷入

无人管理状态。很快，卫生无人扫、路灯无人

修、车辆乱停等无物管小区的通病接踵而至。

2022年初，街道举办“海选楼栋长”活动，

喊出“自己家园自己管”的口号，鼓励居民自

治。我早已受够了糟糕的小区环境，脑袋一

热，参加了选拔。

第一批成功竞选上的楼栋长大部分是党

员，不得不说，我们第一批楼栋长是吃过苦、

受过委屈的。小区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

各类问题千头万绪，楼栋长们义务为居民办

实事、解决问题，却常常费力不讨好，一些楼

栋长打起了退堂鼓。

关键时刻，街道社区干部站到了我们背

后，帮楼栋长们解决小区问题，陪同上门调解

居民矛盾。街道定期组织培训，制定了《楼栋

长来当家“十大家务”》，定下了“四字工作”原

则，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当好“小区管理员”。小

区具体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案的细化优化，则

由我们组织居民集思广益。

汗水浇灌收获。在我们的努力下，小区环

境得到改善，大部分居民看到了我们的付出，

愿意积极配合甚至主动参与到小区管理工作

当中。有了大伙儿的支持，我们干劲十足。

最有收获的是街道组织的“掌门人”小课

堂，我们在小课堂上学习消防安全、防骗知

识、矛盾调解等各类知识和技巧，有了这些本

领傍身，我们在小区开展工作得心应手。

街道定期开展“最美楼栋长”评选，让我们的

付出被看到。街道社区还链接社会资源为我们送

福利，送礼物，以实际行动尊重我们的劳动。两年

多来，我获评最美小区支部书记、最美楼栋长，钻

石路小区的居民都为我喝彩，那一刻，我成就感

满满，也感觉到了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很感激“楼栋长来当家”这个项目，虽然我

们楼栋长都是在做义务劳动，但也正是在这个

项目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切实改变了小区的

面貌，我们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居民们的尊重。

今年我正式步入花甲之年，只要居民们

有需要，只要我的体力精力还能支撑，我愿意

继续在楼栋长岗位上干下去，为大家服务！

【评说】
点评人：邓文飞（中共株洲市委党校党史

党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乡结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风险累积叠加，

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凸显。构建科

学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方

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各级

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湖南省推进村（居）民代表常态化联系服务

群众项目，荷塘区茨姑塘街道率先吃螃蟹推行

试点，无疑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从

目前的试点实践来看，已得到居民高度认可。

“楼栋长当家”项目既让治理目标服务于

居民需求，又让治理过程充分融合居民智慧，

真正实现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最高价值——“人

民至上”。人民群众最熟悉基层情况、最了解基

层症结所在的人。解决实际问题的“招儿”往往

无法从书本和文件中获得，群众的智慧对于解

决实际基层问题非常有效，依靠群众，发挥群

众主观能动性是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之举。

今后，我市在推广、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

过程中，应聚焦株洲本土城市特点和基层治

理新情况新要求，围绕治理广度、治理深度、

治理精度和治理效度，充分激发居民智慧和

力量，扩展基层民主的途径与形式，提升社会

治理效能，构建引领有力、主体多元、过程精

细、制度完善、效能突出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本周天天有阵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娜）“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却有晴。”本周株洲的天气，用刘禹锡的这首诗来描述非常合适。市

气象台说，未来几天，株洲都是多雷阵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

就拿昨天来说，上午，阳光灿烂，太阳把光和热狠狠地砸向大

地，但到了中午，就突然刮起了风，雷声闷闷地从远处传来，大颗

大颗的雨滴砸下来，突然又随心所欲。

最新预报显示，8月 12至 14日，全市受西风槽东移影响，多云

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15 至 18 日，全市受热带扰动外

围云系影响，多云，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下雨和凉风，是夏天的降温利器。有它们两个“镇场”，本周的

最高气温依然会保持在 34℃左右。

人行道塌陷两个月
附近居民心慌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平） “晚上出来散步的人多，还

常有小孩进入围挡。”8月 12日，位于天元区黑龙江路株洲汇加肿

瘤医院前面的人行道，地面塌陷形成大坑依旧存在，引起附近居

民担忧。

在附近工作的陈先生介绍，此处塌陷发生在今年 5 月份，导

致部分盲道、地砖悬空。他曾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情况。

6月 3日，曾有天元区市政维护中心工作人员回复陈先生称，

经核实，该路段设施属于市政管养范围，所反映的问题已进入处

理阶段。

“已经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处理好。”陈先生称，塌陷处围起围挡

后，未见施工，也没有看到修复，影响正常通行，且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天元区市政维护中心。工作人员称，该路

段管道填埋较深，塌陷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排查中。待查出原

因后，将上报情况，制定维修方案。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朱武
媚 温馨） “醴陵站，K845 次 5 号车厢一名旅客突

发急病，急需下车就医，请立即做好医疗救助准

备。”8月 7日 23时 40分，株洲车站醴陵站车站值班

员余明接到 K845 次列车长求助信息。经请示同意

后，列车决定在前方最近的醴陵站临时停靠。

此时，距离列车进站只剩下短短的 14分钟。

时间紧迫，醴陵站客运值班员易坚接到信号

楼信息后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并立即报

告当日值班干部汤灵芝，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汤灵

芝立即组织易坚以及客运值班员林之毅提前到站

台确认列车停靠位置，在相应位置等候，做好接车

准备。同时，行车盯控人员文建兵协助医护人员进

出站，打通绿色救助通道。

23时 52分，医护人员到达一站台，做好救助准

备。

23时 54分，K845次列车到达醴陵站一站台停

稳。易坚快速与列车长办理交接，林之毅和文建兵

协助医护人员一起将该旅客送上了救护车，送往

醴陵市湘东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由于送医及时，该旅客目前已转危为安。

铁路部门暖心提醒，正值暑运假期，客流量大，

若旅客有既往病史，应随身携带救治药物，若身体

不适，应立即向列车（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楚曈

近日，一位远在安徽的 90 岁老兵给本报

寄来了一封信。书信中，不仅有硝烟弥漫的战

场回忆，也有一个懵懂小兵成长为一名麻醉医

学专家的经历。

生死一线

1950 年 12 月，年仅 15 岁的林开南在醴陵

市白兔潭镇报名参军。“当兵光荣，于是我毫不

犹豫报了名。”随着汽笛长鸣，林开南一路北

上，而他不知道自己即将参与一场改变世界格

局的立国之战。

火车到达沈阳，林开南领到军装，并在此

开 始 进 行 简 单 的 通 信 技 能 和 朝 鲜 语 培 训 。

“1951 年 3 月的沈阳还很冷，可大伙一听说要

参加抗美援朝战场，薄军装里的身体无不热血

沸腾。”林开南回忆。

由于他是所在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林开南

被分派在一连连部负责作战联络。“那时候，通

讯器材在志愿军连级单位属于稀罕物，联络和

下达作战任务只能靠通信兵去跑、去传达。”林

开南告诉记者。

虽说不是战斗一线，但林开南的通信任务

依然危机四伏。“战场后方蛰伏了很多敌特人

员，由于无法通过样貌区别韩朝作战人员，所

以任务传达过程中，我们通信兵从不与朝鲜人

民军以及当地人说话。”可即便如此，林开南仍

多次遭遇危险。

一次，林开南去给别的连队送信。一路上

他总感觉背后有“尾巴”，于是他放慢步伐，并

将手伸向腰间枪套。“黑沉沉的夜里，树林里寂

静无声，我俩彼此能听见枪膛上弹的‘咔嗒’

声。可等我一转身，黑影又逃走了；我装模作样

追击一里多路，特务急了，于是向天空拉响了

一道信号弹。”见驱离敌特的目的已经达成，林

开南迅速折返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

播下种子

1952 年，林开南被调至志愿军重伤二院，

担任医院护士。

“我从没接触过医学，在战地学习班里，大

家一边听国内的专家学者授课，一边从基础的

伤口包扎开始实操。”林开南说，那时候的学习

没有教材，他只能用手写方式将专家所口授的

医学知识，一字一句摘录在笔记本上。

夏季的朝鲜，闷热多雨。由于医院医疗物

资紧缺，不少伤员伤口暴露在外且生出蛆虫，

为防止患者伤口再度感染，林开南与医院同事

研究出汽油治疗法。“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汽

油灼烧伤员伤口，蛆虫从腐肉里爬出来，我们

才能将蛆虫清理干净，这种疼痛常人无法想

象，可我们的伤员战士即使将嘴唇咬出血，也

不哼一声。”每逢回忆起战场经历，林开南老人

无不双眼泛红，“如果当时医院有麻醉剂，战士

们就不用受这种折磨了。”

也就是此时，一颗学习麻醉学的种子在林

开南心里发了芽。

精准麻醉

1957年，林开南回国分配在原南京军区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 105医院。

“上世纪 50 年代，我们在麻醉领域是摸着

石头过河，全院唯一接触过麻醉的是一名抗战

老医生。在老一代的经验基础上，我自学了麻

醉和医学理论。”林开南说，麻醉师不仅要熟悉

专科知识，还要通晓妇科、内科等医学门类理

论，“所以，麻醉医生一天都不能停止学习。”

“麻醉医生是‘生命的守护神’，手术全程

要监视病人生命特征，我最长 17 个小时不下

手术台。”而为了守护病人健康，吃不上饭是林

开南的常态。

“麻药剂量多了会致呼吸停止，注射要根

据人体呼吸、血压、体内循环等各项指标精确

到毫克。”林开南说，每逢有手术，他都会在自

己的书房提前翻阅大量临床案例、分析病人病

理特征。

如今，林开南已是安徽省麻醉协会常务委

员，其麻醉技能熟练到根据人体重量，就能将病

人所需的麻醉剂量精确计算至毫克计量单位。

“现在的麻醉已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

形成一门科学，我们这些经验也会淡出历史舞

台，这是好趋势，说明我们的麻醉学越来越科

学、越来越先进。”林开南说。 林开南老人。受访者供图

以练为战，防患未“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报告！发现一处‘火情’，

请求支援……”现场熊熊大火，烟雾缭绕。近日，石峰区响石岭街

道在金盆岭社区，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旨在进一步提高森

林灭火战斗力，做到“早发现、快反应”。

“火灾”发生后，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及时掌握火情情

况，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如实报告指挥部；接到扑火命令后，各

队成员准备灭火装备，迅速集结前往火灾现场，科学有序开展扑

火工作。

医疗救治组,迅速召集本组人员积极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及

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积极配合医务人员妥善处理病人，并派人

到医院守护病人；事故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措施有效

保护好现场，维持原有的现场状况，对引起“火灾”的可疑烟头和

柴草进行拍照，并设立警戒线，控制现场局面。

整个演练过程有条不紊、协调有力、处置迅速，充分检验了应

急处置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实战能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炎炎夏日，在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里，

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晒图：有人在溪

水里游泳，有人在溪水中冰镇食物，还

有人在溪水中徒步……一种小众的户

外休闲活动——溯溪，在这个夏天悄

然火了。

部分“网红”溯溪地，需
提前三天预约

8月 10日，一个艳阳高照的星期

六，市民张先生一家带着大大小小

的露营装备，以及精心选购的各种

吃食，早早从市区出发。他们计划在

渌口区的八斗或者太湖，找一个溪

水潺潺的地方，享受一段清凉闲适

的家庭时光。

跟着溯溪玩水短视频上的地址

指引，张先生一家驱车 1 个多小时，

在当天 10 时许，抵达了位于太湖水

库坝下的“网红”溯溪地。

“太夸张了，中午都还没到，勉

强 把 车 开 了 进 去 ，但 已 经 没 有 位

置。”张先生介绍，坝下最好的位置，

已经被各种帐篷、天幕挤得满满当

当。无奈，张先生一家只得另觅他

处。

又是 40 分钟左右的车程，张先

生一家从太湖水库的坝下，一路找

到 位 于 八 斗 敬 老 院 附 近 的“ 山 溪

谷”，车离目的地还有 500 米，路边停

得满满当当的私家车，又让他们“大

感不妙”。

靠边停车，望向不远处的溪流，

搭建在溪水里、石滩上的天幕和帐

篷，都已经“名花有主”。

“一个上午都快过完了，不可能

再换地方。”张先生介绍，本着“来都

来了”的心态，他辗转找到“山溪谷”

的主理人易翔，但易翔告诉他，由

“山溪谷”提供溯溪露营装备的场

地，已经全被定了出去。

“至少要提前两到三天预定。”

易翔说。

好在在网络游玩攻略的指引下，

张先生一家在离“山溪谷”不远处的

一座石桥下，找到了适合搭设露营装

备以及溯溪玩水的“野生景点”。

为村里带来了人气和消费

清凉的溪水，为亲水溯溪的市

民们，带来了欢乐的休闲时光，也为

有着绿水青山的乡村，带来了人气

和消费。

随着太湖水库坝下溯溪玩水的

走红，每天特别是周末来到太湖的人

越来越多。前往水库坝下的公路两

旁，是连片盛开的荷花，前去溯溪玩

水的市民，一般都会下车拍照打卡。

新鲜的莲蓬、带着水珠的荷花，

被村民们采来摆摊售卖，就算是售

价 2元/朵，也不乏有人愉快地买单。

坝下不远处的农家乐里，简简

单单的农家饭，同样引来不少市民。

不少农家乐门口的黑板上，甚至写

着送餐电话，20 元每份的盒饭，卖得

也十分紧俏。

易翔，整个八月也是忙得不可

开交。

今年，他从长沙返乡之后，看到

八斗的好山好水，便动手改造了老

房子，采购了大批露营溯溪的装备，

尽管 8 月 1 日才正式对外营业，但已

经“一炮而红”。

“厨房每天都忙不赢，溯溪溪流

从最开始的 1 条 ，增加到现在的 3

条 ，露 营 溯 溪 的 装 备 每 天 也 不 够

用。”易翔介绍，仅他的“山溪谷”，每

天就能接待上千位市民前来游玩。

“我们八斗好久没这么热闹过

了。”住在八斗敬老院附近的易先生

介绍，这段时间，不时有市民到家里

来借桌椅板凳，地里的瓜果蔬菜，都

成了抢手货。

“象征性地收点钱，也蛮开心！”

易先生说。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山野溯溪玩水，伴随着风险和

意外，特别是在一些未经开发的“野

生景点”，其背后暗藏的安全风险尤

其不容忽视。

以 市 民 张 先 生 一 家 的 遭 遇 为

例。10 日当天在上述石桥下安顿好

后，大人在烧烤准备食物，小孩结伴

在溪水里玩耍，但因水流湍急以及

溪石湿滑，女儿摔倒在溪水里后，大

腿被尖锐的溪石划出了一条近 4 厘

米的伤口。好在伤口不深，随身也带

了应急的药品，简单处理之后并无

大碍。

“我们的旁边本还有另外一家

人，爸爸带着小孩玩，结果爸爸的脚

卡到石缝里，人摔在了溪水里，还崴

了脚，起来的时候脚踝肿了，手臂上

也有好几道血痕。”张先生说，“他们

都还没怎么玩，就赶紧收拾东西看

医生去了。”

记者检索新闻报道发现，因为

溯溪玩水发生的安全事故并不鲜

见。

去年 7 月，长沙的范女士一家五

口到浏阳大光洞景区溯溪，没想到

遇降雨致水量暴涨，其女儿和哥哥

不幸发生意外。事后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范女士一家五口进行溯

溪的地方是一处公共河边，不在景

区管辖范围内。

去年 8 月，一游客在娄底新化县

西河镇一名为“粗石雾峡”的地方溯

溪游玩时，不慎从一处十多米高的

峭壁摔下坠亡。据介绍，该游客出事

的地方有一个瀑布，瀑布上方没有

栏杆等保护措施。当地镇政府工作

人员表示，事发地非正规景点，无人

经营。

本报提醒，当前正值三伏天，许

多人选择到山野避暑，进行户外登

山和溯溪运动时，一定要做足功课，

多人结伴而行，备齐应急物品，不去

未经开发、禁止前往的区域，以防出

现意外。

渌口区淦田镇八斗村，市民在山溪谷营地溯溪玩水。记者/廖明 摄

楼栋长来当家
【开栏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绘就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中国式现代化的
进一步推进，离不开这一蓝图的指引。

近年来，我市基层改革闯关夺隘，株洲样板、株洲经验云奔潮涌。激荡岁月间，无
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悄然改变，整个社会也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即日起，本报推出“我
们身边的改革事”栏目，回忆株洲改革故事，展望株洲美好前景，激发“培育制造名城、
建设幸福株洲”的动力与活力。

九旬老兵给家乡媒体寄来了一封信

人行道上，地面塌陷。 记者/刘平 摄

响石岭街道森林防火应急演练现场。记者/杨如 摄

列车上旅客突发疾病 醴陵站临时停车救助

溯溪玩水成今夏“网红”休闲活动
打卡“野生景点”当心安全隐患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