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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打造“建宁巧姐”家政服务品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

员/杨媛 董敏） 10 月 12 日，我市第五届巾帼家政

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评

选出一批技术精湛、服务优质的行业佼佼者。颁

奖现场还发布推出“建宁巧姐”巾帼家政服务联盟

品牌，标志我市家政服务行业迈入品牌化、专业化

发展的新阶段。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漆帅花介绍，“建宁巧姐”

家政服务品牌，是市妇联响应国家关于加强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号召，依托已建立的巾帼家政服务联

盟平台，将家政服务进行品牌化建设的发展之路。

品牌将致力集聚行业企业资源，打造一支专业、高

效、可信赖的巾帼家政服务队伍，通过自我管理、自

我规范、自我发展模式，推动我市家政服务行业品牌

化、标准化、职业化进程。

市妇联将携手人社部门，加大培训力度，特别注

重“一老一小”等重点服务领域的人才培养，确保家

政服务精准对接社会需求，为广大家庭提供更加优

质、贴心的服务。漆帅花认为，“建宁巧姐”品牌能够

成为株洲家政服务的一张亮丽名片，引领行业健康

发展，为制造名城、幸福株洲贡献力量。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颜
小波） 10 月 12 日，创业引

领者专项活动暨第四届马

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

赛在珠海落幕。我市张凯

文、罗玉花团队的作品《产

品·价格》以全国第一的成

绩，获评 IYB 课程教学设计

赛一等奖。

此次大赛由人社部指

导，主题是“赋能创业培训，

激发创业活力”，全国 115

名创业培训讲师和 389 件

作品参加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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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在位于渌口区淦田镇的大唐华银株

洲 2×100 万千瓦扩能升级改造项目现场，机器轰鸣，

工人们施工正酣。这是一群老同志来到现场。当天，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组织重阳节主题活动。

活动中，公司 10 多位退休老人代表来到工地，实地了

解项目建设进展。“这个重阳节有意义。”91 岁的楚国

良说，国家富强，企业壮大是他此行的感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汤胜兰 摄影报道

91岁老人“上”工地

这里，培训未来的老板
醴陵举办24期创业培训班，657人接受培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陈海

燕） “创业过程中，如何培养互联网思维？”“直播卖陶

瓷如何获得更多流量？”……日前，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

技术学校内，培训讲师针对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进行培

训。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扶持下，创业培训被越来越

多的群体重视和需要。今年以来，醴陵市人社局已举

办了 24 期创业培训班，分为“创办你的企业”（SYB）培

训和网络创业培训（直播版）两个班型。培训班采取

“理论+实训”方式进行，培训的主题包括创业项目构

思、创业计划、创业管理、市场评估等。

醴陵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述创业培训班累

计培训了 657 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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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天元区嵩山路街道花园

里社区居委会，举行灭火器捐赠仪式。

经株洲高新区动力谷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花园二村工作队牵线搭桥，湖南新恩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向花园二村小区捐赠了

90 个灭火器。花园二村小区有居民楼 50

多栋，很多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存在消防

设施不完善、消防器材老化等问题。获

捐赠的灭火器将用于对居民楼内灭火器

进行更换和补充。图为捐赠的灭火器送

到了居委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摄

捐赠灭火器 助力
老旧小区火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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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移动告诉您：电诈黑钱怎么通过普通人“洗白”

株洲移动

古人如何找工作
在古代，能谋求公职的人员毕竟属于少数，不过，古人

倒也不用太为找工作发愁。历史上的很多工作都是父子相

承、世袭罔替。一般来说，古人家里祖辈干什么，自己也能

干什么。

明代的户籍划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明初，朝廷将

户口划分为民户、军户以及匠户。民户，除了为政府提供田

赋、力役，被视为根本的农民以外，也包括业儒的士子或行

医的医户这类城市居民。

明代的军户，除了充任卫所为明帝国戍边服役的军人

外，皇帝的侍卫、地方巡察等武装人员，以及大名鼎鼎的锦

衣卫同样隶属军籍。对明代隶属军籍的民众来讲，相比民

户，在职业的选择上就多了一些限制。

军籍子弟当有一丁继承军职，充任在卫军士，也就是卫

所正军，除了他之外，这户军籍人家中的其他男性被称为

“余丁”或者“军余”，选择其他职业或者参加科举不受限。

明代有很多高官便是军籍出身。卫所将官的嫡长子弟则被

称为“应袭舍人”，被视为武职的世袭者。

虽然有应袭制度，但并不代表将官的子嗣可以轻易继

承父亲的军职。想要继承职位，首先要经过明朝廷组织的

特殊考试。“凡袭替官舍，以骑射试之”，如果“初试不中，袭

职署事，食半俸”。不过，在第二年，第一次没合格的应袭舍

人们还要再参加一次考试，考中者即袭父职，如果还没有考

中，那就只能被充军处理了。

至于匠户，则是被官府组编的民间手工业者，以及长期

在政府下属机构工作的铁匠、裁缝、厨子、马夫等。

在当时，政府对匠籍人员的管理也有类似于军籍的规

定，虽然昔日“匠不离局、匠役永充”的现象仍然存在，但被

编入匠籍的工匠及家属却非世代不得脱籍，只是要求家中

必须有人习匠。继承家中工匠手艺者，自然不发愁工作问

题，而余丁也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

古代人口流动性小，信息传播闭塞，职业的选择范围要

窄很多。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继承家里的行当，延续着祖

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要么一头挤进科举之路，终其一生

以暮登天子堂为目标，达则走上仕宦之路，阶级攀升，穷也

可以教书业儒为生，不至于穷困潦倒。

(据《老年生活报》）

沈三白之爱
苏州地灵人杰，人才辈出。会吟诗的，擅作

文的，能绘画的，好藏书的……不胜枚举。要挤

进苏州高档文人圈，没有一点真才实学，真的挤

不进去。清人沈复字三白，既无功名，又无背

景，他生于姑苏人家的一个落魄家庭，有一位灵

秀清雅的妻子陈芸（芸娘），他们自小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长大后两情相悦，长相厮守，虽布衣

素食，相拥简居，两人却过着一种诗情画意般的

生活。不离不弃，形影相随，惜自古恩爱不白

头，芸娘先沈三白去世。

芸娘一去，沈复在刻骨铭心、惆怅痛苦中，

回味往日的百般恩爱，便在回忆中完成了《浮生

六记》。《浮生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

夫妻生活的自传体笔记散文，凭此佳作，沈三白

便在苏州文人圈内占了一席之地。沈复的《浮

生六记》，记的只是他与芸娘（陈芸）柴米油盐的

寻常岁月，书存六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

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前

四卷出自沈三白之手，读来委婉雅致，情深谊

长。后两卷失传，为后人补记。

沈复（1763—1832），字三白，号梅逸，长洲

（苏州）人也，他来自幕僚家庭，但幼年时家道日

渐衰落；他住在沧浪亭畔，性喜文学，练成一手

锦绣文章，却早早绝了功名之念。在《浮生六

记》的精巧文字中，可以体味沈三白因深爱芸娘

的缘故，两人亲密无间、琴瑟和好的家庭生活给

了沈三白诸多写作灵感，促成了他在芸娘死后

的真情表白。往日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如胶似

漆的深情回忆，让他一吐于纸上。

《浮生六记》回忆了沈复与芸娘最初的相

识与相恋，芸娘自幼聪颖灵巧，虽家贫，却工于

纺织、刺绣、缝纫等女红，最让沈复记忆犹新的

是，芸娘在翻阅白居易《琵琶行》时，居然吟出

“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句子。13 岁的沈

复为其外貌、人品与才情所吸引，便对母亲语

道：“吾非芸娘不娶。”一个女子的惹人喜爱，不

单是她的聪颖与外貌，更是她性格温柔，做事

通情达理。沈复通过一系列细节描绘，勾勒出

芸娘素雅中的百般妩媚。他们婚后过着一种

布衣蔬食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沈复的笔

下满纸都是耳鬓厮磨、相视嫣然的恩爱之情，

或插花、或读书、或品茗、或焚香、或绘画、或吟

诗，家中并不富有，但一树一木、一山一石，皆

成为这对伉俪无限美好的遐想天地。芸娘爱

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沈复字三白，芸娘自认与

“白”有缘也。

沈复与芸娘结婚于 18 岁，两人生活简单，

布衫淡饭，但恩爱如初，朝夕依恋。可惜陈芸于

41 岁离开人世，沈复悲痛中回忆 23 年的种种往

事，完成了《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有许多真情

温馨的句子：“雪夜里，生暖炉，促足相依偎，静

闻雪落无痕”“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

人，梦魂颠倒”“是夜月色颇佳，兰影上粉墙，别

有幽致”“白莲香里，清风徐来，令人心骨皆清”

“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

由此可见，沈复将琐碎的日常生活记于笔

下，在布衣饭菜中有说不尽的闲情雅趣，因心爱

之人已逝，沈复百般无奈中感叹：无人与我立黄

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陪我夜已深，无人与

我把酒分。无人拭我相思泪，无人醒我茶已

冷。无人听我述衷肠，无人解我心头梦。

这些刻骨铭心又文采斐然的句子，是贫贱

夫妻伉俪情深的回味与吐露，读来动人心魄。

而沈复笔下的陈芸不仅美艳秀丽，聪颖大度，又

精于烹饪，好评花品月，又善解人意，知情达理，

有很高的文学修养，陈芸虽称不上倾国倾城的

绝色佳丽，却被林语堂先生誉为“中国文学史上

最可爱的女人”。

（据《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