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冠军覃海洋回株

聊天室

恰·株洲教师节快乐

“希望你比从前更自信”
主持人/七七

Hello 株洲网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

期主持人七七，很高兴与大家一起聊聊生活，

唠唠家常。不同人生轨迹我们各自忙碌，刨

去诸多角色我们依然是自己。欢迎大家扫码

二维码加入我们，分享生活中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习惯在这天向老师

表达感激，但今年，我们想听听老师们的声

音。老师对记忆的分段有着不同于别人的

标尺：提到工作的第一年，不是某某年份，而

是“××级学生”；回忆长出的第一根白发，

不是某个具体时间，而是“带××届高三那

一年”。在每一段记忆里，师生间的情谊变

成老师生活的锚点，带来绵长的力量。所以

老师其实也很想知道：曾经那个给自己带来

感动或快乐的学生，后来怎么样了？那些曾

经共同走过一段路的学生们，后来又遇到了

怎样的故事？今天的聊天室邀请了几位老

师分享记忆中和学生们的温情瞬间，在这个

教师节，让师生双方都能重温那段记忆里最

特别的情谊。

@萧筱：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忘不了自

己第一次带的班级中的一个小女孩。她很内

向，讲话总是怯生生的。直到有一次做游戏，

我意外发现她的声音很好听，只是平时说话

太小声被掩盖了。我把她的声音录了下来，

在一节课上当众夸了她。下课后，她跟在我

身后戳了戳我的后背，“谢谢老师，没想到我

的声音也可以这么有趣。”她开始变得自信，

不再胆怯，经常在我的课上主动朗读课文。

这件事也成了我坚持走在教学路上的第一个

动机，因为想要守护更多这样可爱的声音，想

发现更多这样特别的学生。那个女孩后来转

学了，我一直期待着，也许将来某一天，还能

再听到她的声音吧？希望那时的她比从前更

自信。

@念安：2019 年夏天，我在河北省平泉市

黄木沟村支教。村里有个我印象很深的小女

孩。她两岁时父母离异，爸爸一直在城里打

工，她在村里和奶奶相依为命，经济来源是院

子里的一亩地和几只鸡。我也是留守儿童长

大的，我想给她带去温暖。周六日，我们几个

支教老师会骑着借来的三轮车送她回家，她

奶奶会拿出小布丁招待我们，但她只能眼巴

巴地看着。每次我都偷偷趁大家不注意，在

身后把手里的小布丁塞给她，那成了我们两

个独有的默契和暗号。后来我们支教结束即

将离开的时候，她紧紧抱住我问:“老师，你为

什么要走啊？”我只能按下心里的无奈对她

说，“你以后考上大学去找老师好不好？”我常

常记起这个约定，也常常想起她。不知道她

是否走出了山村，上了大学，开启了一段属于

她的新生活呢？

@一口菠萝包：2013 年我去泰国教汉语，

在那里待了一年。到现在都记得离开时的场

景:我的办公室在 5 楼，学生们在楼下大声地

用中文喊我。一个女生起了个调，两个班 50

多号学生就整齐地站在操场上，合唱我教给

他们的中文歌。是梁静茹的《暖暖》。他们不

是专业歌者，中文发音也没那么标准，但在那

首 歌 里 ，我 觉 得“ 幸 福 ”变 得 具 体 可 感 了 起

来。很多珍贵的瞬间开始在我脑海中打转：

他们从不懂汉语，到现在能唱中文歌；我和他

们从刚开始的陌生到一年后的不舍。一眨眼

我已经回国十几年了，但偶尔听到《暖暖》这

首歌时，我还是控制不住地想起当时的学生

们。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学会了什

么新的中文歌曲吗?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能在

一起唱一次记忆中的那首歌吗？

@Abigale：我是一名英语老师。那天晚

自习十点结束后，我连着几天值班累得脆弱

又易碎。看见高三的走出教室 W 同学，我脱

口而出叫他名字，他十分惊奇问我还记得他

吗？(刚来这所学校时，教过他高一的一个多

学期。)我说当然。他马上开心的说，多亏了

我高一对他的教导和鼓励，他现在英语排名

年纪第一，130+！谁懂在我们这个学校，这个

分数的含金量啊！我记得那年他的英语基础

在班级里不算特别好，没想到作为老师不经

意间的鼓励能给 W 同学带来如此大的动力。

那一刻，我觉得好快乐，我也有了教学成就感

和满足感，原来自己不是在做无用功，我多年

前射出的子弹也正对了别人的眉心。

◀ 扫 描
二维码加入
聊天室

▲扫码观看视频。

在第 40 个教师

节 到 来 之 际 ，株 洲

市 教 育 局 株 洲 日

报 联 合 出 品《师 者

如斯》特别策划，真

诚地道一声：老师，

您辛苦了！ ▲打开抖音
扫码观看视频。

今年 2 月中旬，株

洲新闻网“恰·株洲”视

频为体育路上一家烧

烤 店 带 来 了 高 流 量 。

老板表示：生意越来越

好，门店已扩至三家，

每天两个炉子同时烤！

9 月 8 日上午，巴黎

奥运会冠军覃海洋乘坐

的航班抵达黄花机场，

忙于备战赛事的他，已

经 两 年 没 有 回 家 。 当

天，覃海洋随父母一起

回到家乡株洲，受到家

乡父老的热情迎接。
▲扫码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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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拆除是唯一出路

岭水村地处交通要冲，浙赣铁路及复

线，莲株高速公路等道路纵横，形成 3 条交

通动脉和 1 条废弃铁路贯穿村庄的布局，由

此形成的一些涵洞为村民带来不便。

岭水村想了很多办法解决。大屋坪组

的废弃铁路涵洞也仅 3.2 米高，岭水村 2017

年修建了一条便道，沿斜坡翻过废弃铁路

绕过涵洞。

改道后的浙赣铁路复线涵洞 3.5 米高，

也无法满足大型车辆通过。岭水村修建村

道支线绕开涵洞，也解决了难题。

2016 年，莲株高速公路开工前，岭水村

委会据理力争，要求建设单位将横跨村道

的一处涵洞高度设计为 4.8 米，避免了高度

不足带来的通行难题。

目前，岭水村 5 个横跨村道的涵洞中，

仅有庙湾组与艾家湾组交界处的涵洞通行

问题还未解决。

“村里但凡有一点办法，早就解决了。”

黄立志说，村委会曾打算修建便道，可涵洞

一侧是陡坡，坡下有村民房屋和农田，难以

实施。

经多次召开党员会议并征求村民意

见，村委会一致认为拆除涵洞顶部是解决

问题的唯一办法。

“废弃铁路所有权仍属铁路部门，村级

组织根本没机会与铁路部门打交道，没有

权力、资质和能力处理。”黄立志说，村委会

前两年向相关部门反映后，也未得到明确

答复。

随着涵洞带来的问题增多，特别是 2022

年聂义芳家发生火灾后村民反应愈加强烈，

村委会意识到解决问题已迫在眉睫。经党

员大会讨论，村民黄建国今年被推选为党员

代表，负责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反映。”黄建国说。8 月下旬，经记者建议，

黄建国拨打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

情况。随后，接到热线派单的芦淞区与广

铁集团长沙工务段取得联系，商定由该工

务段派人现场调查。

卡住村民“发展路”多年的涵洞问题，

能否得以解决，记者将跟踪报道。

人社部门集中接访
面对面为群众解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
讯员/唐向东 卜梓） 9 月 4 日，全市人社系统

开展 2024 年第四次“局长接访日”活动，面对面

为来访群众答疑解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

在市人社局集中接访现场，市人社局党组

书记、局长肖锦霞组织该局信访科、养老科、工

伤科、社保中心、工伤保险中心等部门负责人现

场办公，将到访者的诉求一一记录，并详细解释

政策，现场组织调解。

肖女士的弟弟因为疾病申请办理病退，办

理时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原来，弟弟的资料中

没有 1991 年至 1992 年之间的社保缴纳记录，引

发了医保待遇、工龄认定等一系列问题。

“弟弟生活无法自理，我要帮弟弟查明缴费

情况，找回缺失的工龄，按政策办理退休，不影

响退休待遇就可以了。”肖女士提出了诉求。

得知肖女士要求后，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立

即联系了肖女士弟弟工作的单位，承诺会尽快

完成调查核实，给肖女士及其弟弟一个满意的

结果。

肖女士对人社部门的办事效率与态度表示

满意。

当天，全市人社领域共接待群众来访 34 件

（次），接访的问题涉及退休政策以及待遇、劳动

关系、职工社保等方面，现场解决 21 件（次）。

对未能现场解决的问题，人社部门安排了专人

跟踪处理。

房子送不送
全凭自己说了算？

常先生幼时因为家庭原因，一直受到陈女

士家人的照顾。常先生经商后添置了几处房

产，于是决定赠与一处房产给需要解决住房问

题的陈女士，并且与陈女士签订了赠与合同并

进行了公证。在办理过户手续之前，常先生出

现资金周转问题，于是联系陈女士表示需要暂

缓过户。陈女士同意。在资金周转问题解决之

后，陈女士与常先生约时间办理过户，而常先生

考虑后认为自己经常会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

多几处房产可以帮助自己抵御风险，于是犹豫

不决。

聂律师认为：
《民法典》第六百六十条 经过公证的赠与

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

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

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

第六百六十六条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

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

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

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

同并不适用该规定。常先生和陈女士签订的赠

与合同经过公证，常先生不能随意撤销。

扫二维码，关注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聂炜

律师团队公众号。

每天在线及时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聂炜律师（执业证号：

14302200110167458）：

13973309857

张倩律师（执业证号：

14302201211264263）：

18273396450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

洲市天元区庐山路 323 号

明峰银座 1栋 1402

涵洞洞顶留下不少车辆剐痕。

铁路废弃十余年
涵洞卡住数千村民“发展路”

居民：希望尽快拆除这个交通“肠梗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文/图

近日，芦淞区白关镇岭水村村民黄建国反映：经过岭水村的

浙赣铁路复线，已废弃十多年了，留下 3.2米高的涵洞，稍高一点

的车子就开不过去，我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希望有关部

门能帮我们拆掉这个涵洞，畅通当地群众出行。

【调查】

大型车辆、机械无法通过

1995年，浙赣铁路复线通车，约 5公里长铁路经过白关

镇岭水村。2006 年，该村发现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火车

至此面临脱轨风险，广铁集团就在原铁路附近约 300 米处

新建线路，绕开地质灾害隐患点。

之后，原铁路废弃但未拆除，留下多个涵洞横跨村中

道路。其中庙湾组和艾家湾组交界处的涵洞，处于当地唯

一能通行大型车辆的道路之上。

据了解，岭水村有 15个居民小组，3000多位居民，是个

大村。“过去，村民运物资主要靠肩挑手提，偶尔用拖拉机，

涵洞影响不大。”黄建国说，2014 年前后，收割机、搅拌车、

大货车等车辆机械使用越来越多，涵洞明显成为“肠梗

阻”。

9 月 6 日早晨，一辆载着挖掘机的货车经过涵洞时被

卡。司机花费一上午时间，放空轮胎内气体、拆掉挖掘机

顶部后才得以通过。这个横跨村道的涵洞又添了剐痕，洞

顶更加斑驳。

黄建国介绍，涵洞仅 3.2 米高，挖掘机、收割机等大型

机械和装载树木、竹子的货车，都因超过涵洞高度，根本通

不过。

严重影响村民生活与安全

大型车辆通行受阻，对村民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北冲组村民罗小如回忆起 2016 年的遭遇，至今难以平

静。当年 8月，她为儿子筹备婚宴，打算硬化家门口的黄泥

巴地，不料搅拌车到达涵洞后，折腾数小时无法通过，只能

打道回府，混凝土凝固失效，9000 元花费打了水漂，前坪硬

化也被迫取消。

正因为如此，涵洞南侧的庙湾组、北冲组、水库组、刘

家冲组、姚前组、丰头冲组等 6 个村民小组的 700 多位村民

不敢大兴土木，只能雇小货车或拖拉机，如同蚂蚁搬家将

建材零零碎碎运到家里，成本高、耗时长。

村民更担心的则是火灾救援问题。

2022年除夕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打破了村民聂义

芳家的喜庆氛围。他拨打 119 报警，可消防车无法通过涵

洞。消防队员携带简易设备赶来，已无法阻止火势，只能眼

睁睁看着摩托车、农用机械、家用电器等贵重物品被烧，家

具化为灰烬，家禽家畜全被烧死，聂义芳失声痛哭。

岭水村党委书记黄立志说，十年来，涵洞南侧 3公里长

村道破损严重，因挖掘机、搅拌车无法进入，不能修缮；涵

洞两侧 8 个村民小组的农田因收割机无法通过而大量抛

荒，种植大户考察后也纷纷摇头，不敢投资；大宗物资运输

在涵洞处频频受阻，村民自留山上成片竹子也难以外销。

“废弃涵洞持续影响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生命

财产安全。”黄立志说。

村民聂义芳：如果涵洞不拆除，我家再

起火，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被烧。我希望

记者的采访，能引起铁路部门的重视，从老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角度着想，尽快拆除

涵洞。

岭水村党委书记黄立志：建设道路桥

梁时，应该要像莲株高速公路一样，与基层

干部和群众充分沟通，排除影响当地群众

生产生活的因素。否则，等项目完成再发

现问题就晚了。

低矮的铁路涵洞，变成了交通“肠梗阻”。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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