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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助学助教”

今年，35万元资助70名困境大学生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通讯员/

胡应群） 昨天上午，株洲市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

决定，今年将出资 35万元资助天元区范围内（即天元

区户籍）70名困境大学生。

天 元 区 幸 福 教 育 基 金 会 成 立 于 2019 年 7 月 ，

2020 年即开始实施“幸福助学助教”公益项目，对天

元区辖内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和困境教师进行资

助。2023 年度，资助小学生 105 名、初中生 109 名、高

中生 41 名、大学生 71 名（含往届生）、特殊学生 7 名、

困境教师 29 名，受助对象共计 362 人，资助总金额

101.20万元。

今年，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将实施资助的 70

名困境大学生，其中应届生 12 名、往届生 58 名。往

届生中，含 2021 届大四学生 9 名，2022 届大三学生 26

名，2023届大二学生 23名。

按照要求，8 月 14 日至 16 日，受委托实施这一项

目的株洲晚报联合会的志愿者，兵分六路，对往届 70

名大学生进行走访，经反复比对家庭情况，8 月 22 日

上午，天元区幸福基金会确定对其中 58 名往届大学

生继续资助。

2024 年，天元区幸福基金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

理事会。新一届理事长聂敏林介绍，基金会自成立 5

年以来，秉承“尚教爱教助教，健康和谐激情”的工作

理念，克服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5 年共投入 3300 余万元，实施包括助学助教、

为农村师生定制校服、建设心理咨询室、建设风雨运

动场等 186个教育公益项目，为天元教育均衡发展作

出了贡献，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2024 年秋季学期，基金会将继续委托株洲晚报

志愿者联合会实施“助学助教”公益项目，开展对小

学、初中、大学困境学生和困境教师的帮扶工作，开

展更加丰富多样的助学助教活动，继续发挥 5A 社

会组织的品牌效应，坚持多措并举，开辟广阔的募

资渠道，进一步做大做强教育基金；坚持创新发展，

进一步扩大基金会在天元区的社会影响，提升社会

公信力。

“小报童”爱心卖报 力挺金秋助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曾杰豪

在株洲，每当夏日的热情悄然升温，一场关于爱

与希望的“爱心盛宴”——“小报童”爱心卖报活动如约

而至。从 2008年开始启动这项活动以来，它如一股温

暖而坚定的力量，穿透岁月的尘埃，不仅照亮困难学子

的求学之路，更在无数小报童的心灵中播撒下爱与奉

献的种子。

7 月 15 日，今年“小报童”活动再次扬帆起航，从

15 日至 31 日，这场为期半个月的爱心接力，汇聚了超

过百名来自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的阳光少

年。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手持《株洲日报》《株洲晚

报》，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用清脆悦耳的声音，用稚

气却坚定的步伐，绘制出一幅幅动人的爱心画卷。

在城区街头，到处可见小报童们忙碌而坚定的身

影。他们不畏炎炎烈日，将报纸中的每一个故事化

作温暖的桥梁，连接起市民与寒门学子的心。这份

坚持与努力，不仅让报纸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更成

为传递爱心与希望的使者。

其中，初出茅庐的王泽杰同学，经历了从羞涩不

安到自信满满的蜕变。遇到拒绝，他选择以微笑回

应，用实际行动诠释“坚持就是胜利”的真谛。而连

续三年参与活动的刘一辰同学，更是成为活动中的

“爱心明星”。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如同一股不可阻

挡的力量，激励着更多的小伙伴加入这场爱心接力。

今年的活动，更在传承中创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

彩。校园记者俱乐部负责人颜家萍介绍，小报童们不仅

积极宣传知株侠金秋助学活动，还将部分所得款项转化

为实际行动，为户外工作的环卫工人和交警送去防暑降

温物品。

此外，在跳蚤市场上，小报童们更是化身为小小义卖

家。在家长们的指导下，他们学会了交易的技巧，更体会

到了成长的快乐。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参与其中，通过

义卖书籍和玩具支持活动，在孩子心中种下爱的种子。

株洲日报社 2024’知株

侠金秋助学正在进行中，近

段时间以来，不断有爱心人

士捐献爱心款。这些爱心人

士，十分低调，其中一对匡姓

夫妻，到记者办公室了解助

学 情 况 后 ，第 二 天 即 捐 款

5000元，资助一个大学生。

匡先生夫妻是渌口人，

有 意 捐 赠 一 个 渌 口 区 的 学

子。在记者办公室，匡先生

说：“我关注晚报，对晚报上

刊发的困境学生档案十分关

注。”在了解到还将举办一场

助学见面会后，他们表示，届

时将到报社参加 8 月底举办

的助学见面会。

凌 怀 良 女 士 参 加 了 多

年的金秋助学，日前，她来

报社捐赠现金 2000 元。凌

女士退休以后，随子女来到

株洲市城区居住，“我个人

的力量很小，但希望通过个

人的行动，切切实实帮助有

困难的孩子，助他们完成学

业，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益

的人。”

大 家 还 记 得“ 送 气 工 ”

王庭辉吧？8 月 12 日，他微

信 转 账 捐 款 1000 元 。 从

2015 年开始，王庭辉即参与

助学捐款，至今已坚持了 10

年。除助学捐款外，他还参

加 为 特 困 群 众 送 年 货 的 公

益捐赠。

因助学与记者“结缘”的

微信好友中，陈阳从 2022 年

开始捐资助学，至今已有 3

年。8 月 12 日，陈阳通过微

信转账，捐款 1000元助学。

8 月 19 日，天元区建材市场“海安木

门定制”店老板，通过微信捐款 2000 元助

学。从 2016 年收到他 2000 元助学捐款开

始，他坚持助学至今已经 9年。

8 月 20 日，70 多岁的谭东明先生冒着

酷 暑 、佝 偻 着 身 子 来 到 报 社 捐 款 1000

元。当志愿者开车送他回家时，他对记者

说：“听说今年的助学筹款有难度，你看看

还差多少，等几天我发了退休金，再来捐

一些款？”记者听说后连忙婉拒了他，他参

加助学和送年货捐款多年，记者对他的经

济情况心中有数，他的退休金才 3000 元

多一点。

因 助 学 而“ 结 缘 ”的 微 信 好 友 中 ，

还 有 一 位 言 女 士 。 8 月 21 日 ，她 微 信
捐款 1000 元助学。从记者的微信记录
看，从 2020 年起她就参加助学捐款，至

今已经 5 年。
2024年爱心卖报活动。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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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持续上涨，何时能逐步回稳？

根据市商务局的分析认为，这段时间全市和周边

地区天气多变，对本地蔬菜产销等各环节有一定影响，

加上蔬菜生产、储运等成本费用上涨，综合导致这一轮

菜价的上涨。当然，接下来随着天气转晴，本地蔬菜价

格也将随着供需变化合理调整波动。

“现在确实是本地菜的淡季。”刘菊其补充道，当前

正是夏令蔬菜逐渐下市、冬令蔬菜尚未上市的断档期，

每年这个时间段蔬菜价格都会上涨，只是今年减产导

致的影响较大，后续随着本地蔬菜供应放量，价格也自

然会企稳回落。

最近五六年，这次蔬菜价格涨幅最大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近期，全国多地蔬菜价格持续走高，引发广泛关注。

除了市民的直观感受，蔬菜涨价给农户、餐饮行业从业者等上下游群体带来哪些

影响？这两天，记者走访本地多家商超、种植基地和餐企等了解详情。

“一家三口，以前每天买小菜花费不

到 10 元，现在翻了快一倍。”昨天上午，天

纺农贸市场内，正在挑选蔬菜的何先生

忍不住叹了口气。他给记者细数，一把

萝卜菜、两根黄瓜合计 12 元，加上葱姜蒜

等配菜，结账是 19元。

何先生买菜的摊点专做本地蔬菜零

售，老板阳喜告诉记者，蔬菜涨价已经持

续了半个月，除了进价成本上涨，高温天

气蔬菜容易变质增加损耗，也是推高菜

价的一大原因。

“最近的蔬菜确实挺贵，担心压货，

有些菜我们进得也少了一些。”另一家

蔬菜商贸行的张老板告诉记者，蔬菜零

售靠走量，太贵了市民买得少，到了下

午蔬菜容易泛黄变蔫，只能低价甚至赔

本处理，“昨天还亏本卖了 500 克菌菇，

市场价 40 元，我 20 元卖掉的。”张老板

表示无奈。

市商务局于本月 20 日发布的全市生

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 月 12～18

日，全市蔬菜零售均价 8.01 元/公斤，上

涨 1.6%。其中，涨幅较为明显的有：莴笋

零 售 均 价 8.15 元/公 斤 、韭 菜 零 售 均 价

9.19 元/公斤和大葱零售均价 9.26 元/公

斤，分别上涨 13.8%、8.8%和 7.8%。

根据该数据统计，上个月本地蔬菜

价格相对稳定，微幅上涨后逐步小降，直

到本月以来，蔬菜价格连续小幅上涨，居

民的感受也随之越来越明显。

应对蔬菜涨价，不少精明的消费者

专挑晚上 7 时以后去商超“捡漏”促销款

蔬菜，不过价格也很难超预期。

晚上 8 时，株洲天虹超市内，市民陈

女士等在蔬菜区准备买几根丝瓜，然而，

看到营业员新换的打折价格，她摇了摇

头还是放弃了。“一根丝瓜还是要 4 块多

钱，这还是打 6 折呢。”陈女士转身去挑了

性价比更高的冬瓜。

奇迹超市（天纺农贸市场店）也是如

此，该店打出了叶菜瓜果菜晚市促销的

活动，下午 5 时到晚上 9 时，折扣每小时

依次从 9 折降到 5 折，晚上 9 时 30 分以后

免费派送。“有些居民晚饭后过来散步纳

凉，等到八九时再买菜，总比卖不出去只

能扔掉好。”该店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零售端菜价持续上涨，那么在源头

的生产端情况如何呢？

“今年的汛期内涝较为严重，大部分

菜地都被水淹过，汛期结束后又是持续高

温，有些菜还没长出来就死在地里了。”攸

县广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菊

其介绍，基地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超过 1000

亩，主要生产各种新鲜叶类蔬菜和瓜果，

但今年的蔬菜长势、收成明显不如往年，

粗略算下来，基地蔬菜较去年同期减产超

过30%。

部 分 菜 价 也 因 此 上 涨 ，刘 菊 其 的

基 地 批 发 价 涨 得 较 多 的 是 辣 椒 、茄

子 。“ 比 如 辣 椒 ，这 种 蔬 菜 受 气 温 和 湿

度 影 响 比 较 大 ，去 年 同 期 的 批 发 价 是

每 500 克 2 元 左 右 ，今 年 是 3.5 元 。 茄

子 的 批 发 价 也 从 去 年 每 500 克 不 到 1

元 钱 ，到 最 近 差 不 多 2 元 钱 ，翻 了 一

倍。”他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农户很难因为

蔬菜涨价获得超额利润，有些种植户甚

至放弃了这一块的投入。

醴陵市浦缘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黄建明无奈地告诉记者，这两

年不仅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持续上

涨，农村的青壮劳动力不足，也拉高了蔬

菜种植成本，“算下来蔬菜这块一直是亏

钱的，今年我已经把这块产能分给其他

人去做了。”黄建明介绍。

“目前来看，我们今年的营收和利润

跟去年还是持平的。”刘菊其也告诉记

者，蔬菜的市场价贵了，但今年收成不

好，地里只有这么多产量，涨价也就覆盖

了减产的营收。

普通市民每日购买蔬菜的需求不大，但对于餐饮

企业来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影响是很难转移

的，只能被动承受。

“最近五六年，这次蔬菜价格涨幅是最大的。”株洲

市丽景寻鲜餐饮公司负责人彭芳告诉记者，最近蔬菜

价格涨幅是想不到的。

但消费者对蔬菜类菜品的定价较为敏感，虽然采

购价涨了，但菜品销售价没法涨。此外，也很难通过更

换菜品等方式维持利润，所以目前菜价成本主要靠内

部消化。“近期，我们的菜品利润至少降了 10%。”彭芳

说，对于餐饮行业来说，这个利润降幅不小。

“把日常开支、员工工资等成本折算进去，我们

在这块基本变成‘0 利润’了。”湖南省帅姐醉湘餐饮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帅玲告诉记者，实际上为了提

高运营的稳定性和菜品质量，他们早就签了专门的

蔬菜供应合作基地，但这段时间菜价涨幅太大，只能

先扛着。

也有一些餐饮门店通过调整菜品等方式，力求

与消费者双赢。“最近是菌菇集中产季，这类菜品其

实还降价了。”天元区黄山路上一家餐饮店老板告诉

记者，比如店里的杂菌肉丸汤配小菜卖 48 元，而单

份的丝瓜、苦瓜等也要卖 25 元，所以他们往往会建

议食客点附送小菜的汤品，也能压减每日备货的品

种，避免滞销。

目前来说，餐饮行业从业者面对蔬菜等食材涨价

时，往往缺少有效的应对举措。

不过，也有从业人员建议，可以通过协会牵头、门

店集中采购等方式，保障利润。“尤其是辣椒、葱姜蒜

等基础配菜，我们本地餐饮企业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的

方式，在保障品质的前提下维持利润，比较可行。”彭

芳认为。

1 市民买蔬菜花销翻番
晚间“特价菜”受青睐

2 种植基地减产
“涨价”难“涨利”

3 餐饮行业被动压减利润
蔬菜价格涨幅“想不到”

4 价格波动受季节性影响
供应放量后将逐步回稳

本地一家商超内，黄瓜零售价折合每公斤 11.18元。 记者/伍靖雯 摄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晚市促销”受消费者青睐。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