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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9月 3日，2024年二季度“湖南好人榜”名

单发布，全省 40 人（组）群众身边好人光荣上

榜。其中，株洲的王福安、黄远太和戴书林夫

妇榜上有名。

王福安：贴身伺候瘫痪妻子24年

每天早上，天元区王家坪社区72岁的王福

安看到瘫痪在床的妻子弄脏身体后，就打水给

她擦拭。这样的悉心照料，王福安坚持了24年。

2000 年，王福安的妻子王映红因患糖

尿病、类风湿，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最终瘫

痪在床。

“就连简单的翻身都不能自己完成。”王

福安说。

24年来，王福安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担心

妻子生褥疮，他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帮忙翻

身。因照顾妻子不能出远门，他就在自家门口

的田里种点农作物，操持家务，准备一日三餐。

在王福安的照顾下，王映红全身衣物十

分干净，床上的被褥、枕套也十分整洁，多年

未生过褥疮。

因为长期劳累，饮食不规律，2022 年，王

福安身体出现不适。“检查出肾积水和结石，

医生说要做手术，但我放心不下她。”王福安

说，他因此一直没有住院治疗。

很多人看到王福安如此劳累，都感叹他

不容易。王福安却说:“她嫁给我时身体是健

康的，不能因为她病了，就嫌弃她，我要尽到

做丈夫的责任。”

黄远太：扎根农技推广一线29载

黄远太是一名高级农艺师。1995年，他毕

业后被安排在炎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

他扎根农技推广一线 29 载，为炎陵黄桃产业

发展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主持的“炎陵县黄桃优质栽培技术推

广”课题，于 2015 年获湖南省丰收计划二等

奖；他带领团队实施的“高山黄桃产业提质增

效综合示范”课题，于 2022 年荣获省农科院

“科技兴农奖”；今年，他还荣获“中华农业科

教基金会神内基金农技推广奖”。

他组建了一支由“院校教授+本地专业

技术人员+土专家”的师资团队，开创“请进

来”+“送出去”+“沉下去”培训方式。创办了

全市唯一的省级农民田间学校，连续 3 年开

办湖南“农广助农”工程炎陵黄桃产业领军人

才培训，培养了 210名黄桃产业领军人才。

2016 年以来，黄远太先后 4 次荣获“湖南

省农民素质教育工作先进个人”。2023 年，他

被授予“全国优秀农民教育培训教师”称号。

戴书林、杨来生：
悉心照料残疾哥哥41年

酷热难耐，让人汗流浃背。戴书林正在给

一名 71 岁的残疾老人擦洗身子。这名老人不

是别人，正是戴书林的大伯哥杨来牛。她这一

照顾，就是 41年。

1983年，戴书林与杨来生结婚时，就得知

杨来牛腿部残疾，不能站立，只能靠移动一张

小凳子行走，生活无法自理。

她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坚定了与丈夫共

同挑起家庭重担与照顾好大伯哥的决心。

为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杨来生任劳任

怨，打理好家里的田地，又出门打工，扛起了家

庭的经济重担；戴书林则只能在家当全职主妇。

“她很少买新衣服、新鞋子，从嫁过来起

就很少出远门，专门照顾我哥哥。”说起妻子

对哥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生活的节俭，丈夫

杨来生既欣慰又心疼。

随着年龄增大，年过古稀的杨来牛开始

出现大小便失禁，有时候弄到身上，有时候在

床上……戴书林总是第一时间进行清洗，从

没说过一个“脏”字，也没有在丈夫面前有任

何抱怨。

“这么有担当的兄弟少见，这么有善心的

兄弟媳妇更是少见。”说起戴书林、杨来生善

待哥哥，当地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非常感谢谭医生的用心培养，不仅教我学

习中医，还挣得一份工资。”8 月 31 日，来自

湘潭的学子小李，向荷塘区谭文剑门诊部

负责人深深鞠了一躬，踏上前往大学校园

的火车。今年暑假，该门诊部与爱心企业携

手合作，给 4名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提

供打暑假工的实习机会。

家庭经济困难的小李被录取的专业为

针灸推拿，说起到门诊部实习，她难掩内心

的激动：“这让我还未迈入大学校门，就提

前有所学习，机会真是难得。”。

家住荷塘区的小刘因父亲患尿毒症，

家境困难。收到湖南农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后，她获得当地教育基金会的金秋助学资

助，解决了学费问题，但生活费仍是难题。

志愿者刘晓雷了解情况后，推荐小刘

在谭文剑门诊部打暑假工。

“我在这里不仅学习了针灸、艾灸等中

医知识，更了解了医者仁心的中医文化。”

小刘说。

谭文剑告诉记者，尽管门诊部人手比

较充足，但为帮助困难学生，自去年开始接

纳他们打暑假工，每人工作一个月，工资

2000元。今年共接纳了 4名考上大学的困难

学生，门诊部除了支付工资，还包吃包住。

为缓解门诊部面临的资金压力，湖南

兰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兰和湖南玖洋

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华烽得知情况后，

各赞助了 2000 元给门诊部，用于支付暑假

工工资。

“现在大小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都

不容易，只有大家合力，才能让公益之路走

得更远。”陈兰说。

开学第一天，先上一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9月 2日，由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

纂室）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暨人文故事进校园”活动走进石峰区杉木塘小学。活动的目的

是通过讲述株洲红色人物的风采，激发青少年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杨双艳 罗龙 摄

株洲3人（组）获评二季度
“湖南好人”

有人赞助岗位，有人赞助工资，他们携手——

帮困难大学生打暑假工

新学期从“红色教育”开始

开学第二天
就放“高温假”？
家长多数表示理解与支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9 月 3 日，2024 年秋季新学期第二天，我市

多所小学迎来了“高温假”，这也因此引发了家

长们热议。

多所小学放“高温假”

“气温太高，我们家孩子放假了，你们放了

吗？”昨天上午，类似的话成了家长之间的问候语。

陈女士的女儿小莉就读于天元区建宁实

验小学。9 月 3 日，开学第二天，学校发通知，要

家长午饭后接孩子回家。原因是学校电路不稳

定，加之天气持续高温，决定从 9 月 3 日至 9 月

6日，安排学生居家学习、避暑。

无独有偶，刘先生的孩子在荷塘区天鹅湖

学校就读。因为高温，学校从 9月 3日起安排了

“高温假”。芦淞区何家坳小学，昨天也在班级群

发布通知，允许学生请假，居家学习、避暑；对于

家长看护困难的学生，学校可以安排老师提供

托管服务。天元区银海学校昨天也发布了通知，

9月3日至9月4日，学校上午上课，下午放假。

有人赞同有人忧

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小学放“高温

假”，遵循“一地一案、一校一案”的原则，由学校

自主决定，然后到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各区教育部门和多所学校的校长也回应、

解释说，有的是学校线路老旧，空调负荷太高，

担心引发安全事故；有的学校没有安装空调，

担心孩子们身体“扛不住”，确实是高温天气下

的无奈之举，只能请家长们给予理解。

采访中，许多家长对“高温假”表示理解和

支持。

家长袁凯和蒋女士认为，持续高温，50 多

个同学挤在一个教室里，可能导致学生出现中

暑、脱水等健康问题，放假利大于弊。

家长邹女士则认为，开学第二天就放“高

温假”，让很多老人不在身边的双职工家庭措

手不及，都在为没有人照看小孩而烦恼。

家长易女士则坦言，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

前制定相应的天气应急预案，“四川宜宾市教

育局就提前发布通知推迟开学，学校与家长都

有了准备，省了很多麻烦。”

家长唐学生则建议，学校教室应该统一安

装空调。特别是一些老学校要对用电负荷、变

压器、线路等及时进行改造，添置空调等设备

设施，改善教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