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5日 星期四 03综合·城区 责任编辑：胡 乐 美术编辑：邱 鹏 校对：马晴春

责任编辑：李 苗 美术编辑：邱 鹏同城·新媒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曾杰豪

在芦淞区，一场由湖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志

愿者与芦淞区文明办共同策划的“小巷在‘萌’

动”创意绘画文明共建活动正悄然绽放着它的

独特魅力。这场活动不仅为城市的背街小巷换

上了新颜，更以艺术之名，搭建起了一座连接

学校、社区与居民的桥梁。

精心策划，梦想启航

活动的筹备阶段，湖南工业大学的志愿者

团队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他

们与芦淞区文明办及社区领导进行了多次深

入的沟通与交流，明确了活动的目标与愿景

——通过创意绘画，让老旧小巷焕发新生，同

时激发市民对文明共建的热情。

志愿者们对小巷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研，

从墙面的破损程度到巷道的尺寸，每一个细节

都力求精准把握。在此基础上，他们制定了详

细的活动计划，包括材料采购、人员分工、时间

节点等，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有条不紊地进

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者们在创作前还

精心制作了草图和设计稿，通过团队的反复讨

论与修改，最终确定了既符合小巷特色又能彰

显创意的图案。这些图案中，既有可爱的宠物

形象，如追逐嬉戏的猫和老鼠、传授武艺的功

夫熊猫及其小徒弟，也有利用 3D 视觉效果呈

现的立体熊猫，它们仿佛即将从墙面跃出，与

过往行人进行一场跨越次元的互动。

创意挥洒，小巷重生记

晨曦微露，一群身着统一服饰、满怀激情

与创意的大学生志愿者，踏入了这条即将蜕变

的小巷，他们的到来，如同晨曦中的第一缕阳

光，温暖而充满希望。

他们或蹲或立，姿势各异，却都全神贯注

于手中的画笔，每一笔都蕴含着对美的极致追

求和对文明的深切向往。阳光透过树梢，洒下

斑驳光影，与墙面上逐渐丰富起来的色彩交织

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幅光与影、色彩与情感交

织的动人图景。

猫和老鼠的嬉戏场景，在志愿者的笔下活

灵活现，它们或跳跃、或依偎，展现了一种跨越

物种的纯真与和谐。而功夫熊猫的形象则更为

传神，它们或打坐冥想，或挥拳展示武术魅力。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立体熊猫的绘制，它们

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能从墙面跳出，与过往

行人进行一场跨越次元的亲密互动，让人赞叹

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巷逐渐褪去了往日的

灰暗与破旧，换上了五彩斑斓的新装。这些画

作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抚慰，

它们讲述着关于爱、勇气与梦想的故事，让小

巷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魅力。

居民共融，文明同建

“小巷在‘萌’动”创意绘画活动的成功，离

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当墙绘

作品逐一呈现在大家眼前时，社区居民们无不

惊叹于这些作品的精美与创意。有的居民甚至

自发地加入到维护墙绘作品的行列中来，他们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文明创建的支持。

此外，随着活动的持续发酵，小巷也逐渐

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打卡地”。一幅幅萌

宠小巷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公众

对于文明共建、美化环境等话题的热议。这种

正面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激发了市民们参与文

明创建的积极性，形成了“人人关心创建、人人

参与创建”的良好局面。

“小巷在‘萌’动”创意绘画文明共建活动，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艺术创作过程，更是一次深

刻的文明实践。它用艺术的力量唤醒了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文明创建的共鸣。

芦淞区小巷在萌动
画笔绘“伤疤”为“笑脸”，共筑文明新风尚

志愿者在作画 记者/杨凌凌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
员/刘红霞） 近日，经过整修，石峰区龙头

铺街道龙兴社区一网格的马王山路焕然一

新，辖区居民纷纷为社区点赞。

马王山路是龙兴社区和龙头社区两个

社区众多居民出行的一条主要道路，其中

一段长约 65 米的道路，宽约 4.5 米，几年前

因污水管网改造，加上过往车辆碾压，路面

不同程度出现砂石裸露、坑洼不平现象，破

损严重，形成大大小小的水坑，给附近居民

出行带来不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给社

区卫生环境也造成了影响。

群众的出行安全，是头等大事。龙兴社

区党支部书记、网格长邹玉霜四处奔走，与

龙头社区一起，多方协调。功夫不负有心

人，道路修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安排专业人员实地勘

察，并召开社区现场会，商定初步道路修缮

施工方案。施工单位克服困难，历时 15 天，

将道路修缮一新，圆满解决了周边居民群

众的出行难题。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过去，我

们 居 民 出 门 特 别 不 方 便 ，进 出 都 需 要 换

鞋子。特别是下雨天，车辆驶过，脏水都

会溅到家里来。现在道路维修好了，出行

方 便 多 了 ，感 谢 社 区 为 我 们 居 民 做 的 大

好事、大实事。”龙兴社区居民袁先生高

兴地说。

石峰区龙头铺街道：

道路修缮一新 居民出行无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
员/郭玲） 记者从芦淞区获悉，淞达市场违

建拆除经过近一个月的停业整顿，已整改

到位，芦淞市场外墙疏散楼梯安装预计将

于八月底完成。这标志着，历时 13 年，芦淞

市场群平安“升级”。

芦淞市场群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规

划，大部分市场是由原来的住房、办公、仓

储等改造而成，各个市场之间犬牙交错，消

防设施年久失修，各类电器设施长期超负

荷运行，线路私拉乱接，长期以来这些安全

隐患是大家的心病，更是市场群的痛点。

2011 年 11 月，芦淞市场群区域性重大

火灾隐患整治拉开帷幕。整治指挥部按照

“先易后难”“先公共部分、后市场部分”以

及“保安全、保底线、保稳定”的工作思路，

制定四项工作方案。

从 2013 年至 2024 年，淞达、瑞苑、结谷

门三区、结谷门六区、靓女、芦东等多家市

场完成整改任务。

2024 年芦淞市场群消防隐患整改工作

主要集中在芦淞市场消防疏散楼梯新建、

防烟楼梯间改造工作，淞达市场依规对违

章建筑拆除，结谷门市场消防疏散楼梯新

建等。

目前，淞达市场违建拆除经过近一个

月的停业整顿，已整改到位，芦淞市场外墙

疏散楼梯安装预计将于八月底完成。为即

将迎来金九银十的芦淞市场群，更添了一

份安全和保护。

芦淞市场群平安“升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
员/陈怡）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提高干部职

工身体素质，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近日，芦淞区建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走进机关开展八段锦健身教学。

“八段锦”起源于北宋，至今已有八百

多年历史，整套动作柔和连绵、动静相兼、

简单易学。现场，张琴医师向大家讲解“八

段锦”的特点、各势功效、动作背后的中医

理论并进行动作教学。

“ 双 手 托 天 理 三 焦 ”“ 摇 头 摆 尾 去 心

火”……干部职工跟随音乐开步屈膝、仰头

翻掌，一招一式，张弛有度，充分展现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一段时间的

练习，大家很快就掌握了锻炼方法，感悟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精、气、神

得到很好改善，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开展工

作更加得力。

下一步，芦淞区将继续开展八段锦进

机关、进社区等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医传统

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推进健康芦淞

建设。

芦淞区建设街道：

八段锦中医养生文化进机关
石峰区响石岭街道：

一推一剪皆是爱 点点滴滴暖人心

志愿者正为李家冲社区的老人理发。记者/杨如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
黄孟菊） “我们年龄大了，行动不便，社区能

够提供理发服务，太好了！”近日，石峰区响石

岭街道李家冲社区的老人，对志愿者竖起大拇

指。看着剪出的一个个不同的发型，老人们更

是笑得合不拢嘴。

李家冲社区老人多，为了让高龄、行动不

便的老人就近理发，社区组织理发志愿者来到

小区里，为老人们理发。当天一大早，志愿者们

就早早来到社区。理发过程中，理发师化身为

耐心细致的倾听者，他们不仅根据老人的需求

和喜好进行修剪，还主动与老人交流，分享生

活中的点滴乐趣，让老人们在享受服务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怀与温暖。现场

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浓浓的温情与和谐。

一推一剪皆是爱，点点滴滴暖人心。此次

活动，让辖区老年人享受到家门口的惠民服

务，感受到社区的温暖，营造了困有所帮、老有

所助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李家冲社区将联合

更多力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优质服务，切

实地满足他们的“微心愿”，让暖心惠民服务更

加常态化，持久化。

电力护航“莓”好生活
株洲日报讯（通讯

员/黄泽铨） 近日，国

网攸县供电公司组织

东方红（火车头）共产

党员服务队到攸县丫

江桥镇仙石村蓝莓种

植园，了解用户用电诉求，对排灌设施、配

电箱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用电安全可

靠。

因为气候和自然资源良好，使得丫江

桥镇蓝莓在口感和卖相上有很大的优势，

村民们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致富

增收的好路子。走进仙石村的蓝莓种植园，

一串串成熟的蓝莓挂在绿叶下，让人垂涎

欲滴，慕名而来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果

园里，惬意采摘品尝。

种植户朱文华种植了 60 亩蓝莓，年产

量在 8000斤左右，产值达 30余万元，他对攸

县供电公司表示感谢：“蓝莓园从开垦、灌

溉、冷鲜储存、规模化的绿色生态链形成，

都是依托于电力保障和高效的优质服务。”

国网攸县供电公司按照“一村建一群”

“一户至少一人”的目标，组建“村网共建”

微信服务群，扩宽与用户之间的沟通渠道，

党员服务队全力以赴为蓝莓种植园用电保

驾护航，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天元区栗雨街道南塘社区与株

洲悦珑台物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了“快乐

起航、追风成长”晨跑活动，为社区少年儿

童打造一个增强体质、培养意志与自律精

神的健康平台，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

清晨 7点，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引领下完

成热身，随后踏上半小时晨跑之旅，这不仅

锻炼了孩子们的体能，更让他们感受到了运

动的快乐，学会坚持与自律。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红十字会专业救护师现

场讲解紧急救护知识，提高少年儿童的安全

意识，让他们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更加冷

静地应对，是成长路上宝贵的一课。

株洲日报通讯员/王霜 供图

社区组了个“晨跑少年团”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言
静） 近日，第五届全省残疾人岗

位能手职业技能竞赛暨 2024 年

全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

员职业指导竞赛在娄底开赛，株

洲市代表队脱颖而出，荣获团体

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次竞赛汇聚了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的 179 名选手，他们在无人机项目、移动互联

网小程序开发、插花、整理收纳、西式面点等 5 项竞赛

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获得各赛项第一名且为职工身

份的选手，将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湖南

省技术能手”，各赛项综合成绩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

件的，择优按程序向省总工会推荐申报“湖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

此次竞赛株洲市选派了 18 名选手参赛，均为各县

（市）区和助残机构推荐，经市级选拔赛层层筛选出来

的行业佼佼者。为帮助选手们提高参赛水平，增强自信

心和竞争力，市残联组织了赛前集训，对参赛选手进行

竞赛规划、竞赛指导、模拟训练以及赛前心理辅导。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株洲市代表队最终获得团

体第二名的好成绩，其中，唐波获得西式面点项目一等

奖，刘巧玲获得插花项目二等奖，宾浪获得整理收纳项

目二等奖，贺静获得无人机项目二等奖，宾园获得插花

项目三等奖，汪涛获得整理收纳项目三等奖，朱利华获

得社会机构组三等奖。

技能竞赛是技能人才培养的“推进器”。近年来，

株洲市通过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和技能比武活动，

组织各类技能人才参与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能

竞赛，把竞赛过程融入技能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残

疾人展示技能、切磋技艺、交流提升搭建了平台，培

养出了张晗熹、李桃春等国家级竞赛冠军，并通过大

力宣传，进一步弘扬了选手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

技艺精湛的工匠精神，为残疾人技能人才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芦淞区精细养护“绿色古董”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周彬）

近日，记者从芦淞区园林绿化中

心了解到，该中心已对多处古树

实施精细化管理与养护，包括修

剪整形、标识牌更新、病虫害防治

等一系列措施，提升古树健康状

况与景观价值，彰显了芦淞区对

“绿色文物”的重视与保护力度。

截至目前，芦淞区园林绿化

中心已完成对淞南中学校门口、

曼哈顿花园等区域共计 9株古树

的修剪整形工作，不仅美化了环

境，也保障了古树的安全生长。同

时，为规范古树管理，该中心还清

除了原有的 42 块错挂、重复挂

牌，并按新模板制作了 23块标识

牌，便于公众识别与保护。

针对生长势衰弱的 4 株古

树，该中心使用了生长调节剂进

行喷施，以促进其健康复壮，对 4

株遭受白蚁侵害的古树进行专

项防治，有效遏制了虫害扩散。

此外，该中心还组织人员清除了

古树周边共计 150 平方米的杂

草与藤条，以及 80 平方米的树

身青苔与树皮附着物，进一步净

化了古树生长环境。

芦淞城区现有 100 年以上

登记在编的古树 29 株，其中一

级 1 株、二级 8 株、三级 20 株，最

长寿的达 618 年，这些“活文物”

和“绿色古董”蕴含着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然而，由于历史的

沉淀，有的已经死亡，有的生长

势开始衰弱，有的枯枝积淀多，

有的枝条徒长下垂，有的倾斜严

重。针对这些情况，该中心本着

“重点治理、消除隐患、复壮生

长、分次投入”的思路，已将古树

养护工作纳入了常态化范畴。

志愿者为限行桩“穿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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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群众反映荷塘区新桂广场

的人行道限行桩无明显标识，容

易造成交通事故。8 月 13 日，荷

塘区城管局志愿者迅速行动，为

新桂广场人行道限行桩贴上醒

目的反光条，穿上“新衣”，提醒

市民注意交通安全。其间，志愿

者们还沿街派发垃圾分类宣传

单，持续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

及知识，激发市民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更加干

净美丽的城市环境。

株洲日报通讯员/易昭璇 供图
参赛选手进行插花项目比赛。受访单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