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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方项目多个市纪录被打破

11 月 17 日举行的魔方大赛更是竞争激烈，作为

一项已经举办六年的成熟智力赛事，吸引了 600人次

的选手展开速度与激情的比拼。

现场，选手们沉着冷静、操作自如，魔方在手中

不停变换，“咔咔咔”魔方转动的声音让比赛跌宕起

伏，扣人心弦。

去年，魔方比赛设置了“株洲纪录”这一奖项，今

年，各项纪录能否被打破备受关注。

来自天元区白鹤学校的王喆选手在三阶项目中

以平均 8.35 秒的成绩打破株洲市三阶纪录且在斜转

项目中以平均 2.87 秒的成绩打破去年自己保持的

3.37秒的全市纪录。

来自天元区建宁实验中学的刘子晗选手在二阶

项目中以平均 2.80 秒的成绩打破去年自己保持的

3.76秒的全市纪录。

来自市二中枫溪学校初中小学部的钟奇祥则

在金字塔项目中以平均 4.56 秒成绩打破去年的全

市纪录。

“看似一眨眼的时间，其实对于选手提升成绩来

说，是非常难的。”米吉智能益智馆校长李柔慧说，魔

方是一项集竞技、益智、表演及健身等为一体的运动

项目。这项运动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空间思维、手

眼脑协调能力、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而且不受场地限

制，随时随地可以训练，因此受到广泛欢迎。魔方竞

赛目前已有亚锦赛和世锦赛，她希望通过这样的竞

赛，让更多的株洲学子爱上魔方，挖掘好苗子，冲出

湖南，走向世界。

邹富林:“戎”归家乡建新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谷经华

“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11 月 13 日

上午，醴陵市沩山镇泉水村村委

委员邹富林又一次来到贺木生

家进行日常走访。“村里留守老

人多，上了年纪行动不便，我有

点不放心。”邹富林笑着说。

邹富林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醴陵市最美退役军人。

1995 年底，邹富林退役后进

入醴陵市邮政局上班，后自主创

业开了一家建材公司。由于诚

信经营，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

他心里始终惦记着老家泉水村，

看到村里的人有困难，他总是想

着去帮一把，每年春节都会去慰

问特殊家庭和留守老人。

“多亏了他的资助，村里伢

子小曾才能顺利完成学业。”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刘 晓 贞 告 诉 记 者 。

小曾的父亲患有眼疾，母亲在一

家工厂打零工，家庭收入微薄。

2017 年，小曾考取高中，但学费

和生活费都成了问题。

从那时开始，邹富林每年向

这个家庭资助 1 万多元，鼓励小

曾努力学习，考取大学。功夫不

负有心人，今年，小曾本科毕业，

走上了工作岗位。

退 伍 不 褪 色 ，邹 富 林 的 热

心 肠 在 村 里 是 出 了 名 的 ，村 民

在自家地里种的玉米、红薯、蔬

菜 等 想 要 换 成 钱 ，总 是 第 一 时

间想到他。

留守老人刘善平养了不少

蜜 蜂 ，每 年 产 出 300 多 公 斤 蜂

蜜，但销路却成了难题。邹富林

帮着在自己朋友圈“吆喝”，依托

良好的人脉帮老人把蜂蜜销售

一空。

由于古道热肠，2022 年，邹

富 林 高 票 补 选 为 村 委 委 员 ，他

开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村里事

业上。

泉 水 村 总 面 积 19.8 平 方 公

里，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村头 600 米的山上长满

了油茶和竹笋，但苦于没有车行

道，土特产烂在了山上。

如何“靠山吃山”？打通这

条路是关键。去年，村里争取资

金开始修建这条长 4.5 千米、宽 8

米的道路。邹富林一连三个月，

每天起早贪黑扑在项目上督促

施工，光方便面就吃了 18箱。

“ 新 建 的 这 条 路 是 刘 家 老

屋 至 北 部 旅 游 环 线 路 基 工 程 ，

它 打 通 了 东 坑 片 区 的 断 头 路 ，

方 便 村 民 生 产 生 活 的 同 时 ，还

能起到森林防火的作用。”邹富

林开着车带记者沿着山路转了

一 圈 ，沿 途 遇 到 不 少 骑 摩 托 车

出行的村民。

回到村部，邹富林又仔细查

看 村 里 光 伏 发 电 站 的 安 装 情

况 。“ 本 月 建 成 验 收 ，并 网 发 电

后，除去运营费用，每年预计能

为村集体增收 8 万元以上。”他兴

奋地介绍。

说 话 间 ，邹 富 林 的 手 机 响

起，他的建材公司有一笔生意要

谈。“晚上再详细聊，现在村里忙

不赢。”他向对方解释。

此时，邹富林的眼里只有泉

水村，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

土地。

明天，市水务集团总经理贺海生
接听12345热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
勇 通讯员/黎丹） 11 月 20 日上午 9:00

至 11:00，株洲市水务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贺海生将做客 12345 热线接线大

厅，接听群众来电。

届时，贺海生将围绕用水报装、水费

缴纳、特困低保水量优惠等供水业务办

理、城市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维护管理、

群众用水难点问题，倾听民声民意，了解

群众所需所求，为民排忧解难。欢迎广

大群众拨打 12345 热线，向贺海生反映

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特别提示：12345 热线受理方式只限

于来电接听，不接待来人来访；超出接听

范围的来电，由 12345 热线工作人员详

细记录后按规定处理；因来电较多而接

听单位领导未能接听的诉求，由 12345

热线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后按规定处理。

株洲市市区范围内请拨打 12345；其余地

区请拨打 0731-12345转 2号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雷丽） “素颜不染凡花艳，

月貌经霜韵更清。”随着冬天的到来，油

茶树迎来了它最亮丽的舞台。近日，茶

陵县各大油茶基地里的油茶花陆续盛

开，为青山披上了一层洁白的“薄雪”。

走进位于茶陵县腰陂镇珍武村的旺

丰油茶基地，6000余亩油茶花竞相开放，

洁白的花瓣与金黄的花蕊相映成趣，层

层叠叠地覆盖着山野，仿佛冬日里的一

场雪，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

怡，预示着明年油茶果的丰收。

油茶，学名茶籽树、茶油树，属于茶

科植物，因其种子可榨油而得名，营养价

值高，应用广泛。油茶林不仅可采摘油

茶果，还能成为冬季赏花的景观，花期从

每年 11 月开始，持续至次年初，12 月为

最旺盛的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近年来，茶陵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利用其独特

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目前，

该县油茶林面积已达 43万亩。

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魔方与数独大赛刷新多项市纪录

智力大比拼 争做“小魔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11 月 16 日至 17 日，株洲市中小学生运动

会魔方与数独大赛在市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东校区举行，来自全市 40 余所中小学校近

千名选手参与，展现了智力运动的风采。

“数”趣横生“独”显魅力

此次比赛由市教育局、市文旅广体局主办，市二

中枫溪学校小学部东校区承办，株洲市米吉魔方俱乐

部、湘潭大学数独协会、株洲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协办。

数独，被誉为“聪明人的游戏”，以其在培养数学

能力和逻辑思维上的显著优势而受广大民众，尤其

青少年学生喜爱。此次比赛设个人赛标准数独、个

人赛变形数独和团体赛等项目。

11 月 16 日上午，随着哨声响起，倒计时启动，同

学们迅速投入，沉着应对，缜密思考，运用各种解题

策略，反复琢磨着神奇的数字，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推理出空格的数字。

方格虽小，思维无限，同学们开足脑力、争分夺

秒、积极思考，有的思路敏捷，笔走如飞。

“在这里跟各个学校的高手对决，是一次很好的

学习交流机会。”小低组参赛者刘畅畅告诉记者，他

学习数独两年，这是第一次参加全市比赛，感到非常

兴奋。

“现场气氛热烈，很开心收获了冠军。”来自天元

区栗雨小学的参赛者胡文凯此次收获了小低标准数

独轮、小低变型数独轮和小低总分成绩三项第一

名。他认为数独不仅是一项比赛，更是锻炼思维、挑

战自我的过程。

此次比赛的题型由湘潭大学数独协会专门定

制，为参赛者搭建了更加多元化的竞技舞台和更广

阔的交流平台，让数独爱好者切磋技艺、分享心得，

共同推动智力运动的发展。 魔方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竞争激烈。 记者/孙晓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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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网络社交”。

大家频繁低头刷手机，这背后是对信息

丢失的恐惧和对时代脱节的焦虑。虚拟社

交虽然方便，却无法取代面对面交流的温

度。技术是工具，如何智慧地使用它，避免

成为其奴隶，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课题。我

们需要培养筛选信息和管理时间的能力，让

技术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助手，而不是生活

的主宰。

记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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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热络，线下冷漠

数字社交，如何塑造你的友谊？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低头玩手机。”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现代社会

人际交往的无奈，也引起了株洲市民李明的共鸣。

在周末家庭聚会上，李明的母亲忍不住提醒他：“你已经很久没有和我们好好聊天了。”李

明这才意识到，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手机屏幕所吸引，以至于忽略了与家人的交流。

有调查显示，56.7%的受访者发现，经常刷手机导致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沟通能力和表达

欲望降低了。刷手机，为何成了线下社交的一大阻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故事
线上热络，线下冷漠

28 岁的市民小闫，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在社交

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她线上的形象总是热情洋

溢，与网友互动频繁，深受喜爱。可是现实生活中

的她却有些孤僻，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时，她常常感到紧张和不自在。她坦言：“线上我

可以随意表达自己，但线下，我总是担心说错话，

做错事。”这种“双面”生活让她在现实生活中感到

孤独。

“现在外卖随时点，各种缴费、查询也方便。”

小闫意识到这种便利让她越来越依赖手机。小闫

称，线上的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在现实生活中，她

却很难与人建立起深入的联系。

像小闫一样，IT 项目经理李明的日常生活也

几乎被手机所主导。每天下班回家后，他的第一

动作总是解锁手机，开始浏览不同的社交媒体，这

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深夜。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李

明正沉迷于手机，母亲拍了拍他，说：“已经很久没

见你和我们聊天了。你要是和我们聊天，有玩手

机这样专注多好。”

这一刻，李明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被手机

上那些琐碎、无太大价值的内容深深吸引，以至于

忽略了与家人的交流和互动。

调查
近九成人会不由自主地查看手机

一项调查显示，89.2%的受访者感叹经常不由

自主地看手机；56.7%的受访者发现，经常刷手机

导致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沟通能力和表达欲望降

低了。为了深入了解株洲市民在数字社交中的体

验，我们也进行了一项调查。

数据显示，年轻人群体中，对手机的依赖更为

严重。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手机不仅是获取信

息的工具，更是社交的平台。这种依赖也带来了

问题。一位受访的大学生表示：“我发现自己越来

越难以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与人交流。”

受访者的日均在网时长达到 6 小时，人均使

用 App 个数达到 22 个。这表明互联网深度“粘”

住了青年，他们在各类数字生活场景下的渗透

率较高。同时，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的市民可能

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交焦虑，而那些在现实生活

中拥有较强社交效能感的市民，其社交焦虑水

平相对较低。

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超过

80%的青年表示存在线下社交焦虑情况。这与他

们在线上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线上社交成为青

年群体拓展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而线下社交却

越来越不被看好。

声音
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日渐稀缺

“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们互联的方式，智能手机和无线互联网成为人们

彼此相连的端口。”株洲市民刘子曦指出，社交平

台中的便捷连接，逐渐成为青年群体的新型社交

方式，但这种“浅度交往”背后，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却日渐稀缺。

“我注意到我的学生在课堂上总是分心，他们

的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很

多‘朋友’，但真正深入交流的却很少。这让我担

心，他们是否能够建立起真正的人际关系。”一位

职业院校的老师如是说。

42 岁的李先生则认为，数字社交让工作效率

提高了，也确实让线下社交变得更浅薄。“我经常

在微信上与人建立联系，但这些联系很多时候只

是表面的。我怀念过去那种深入的、面对面的交

流，那种能够真正了解对方的感觉。”

“我觉得网络社交让我感到孤独。在微信上，

我有很多‘朋友’，但当我真正需要帮助或者想要

分享快乐时，我发现真正能聊天的人并不多。”刚

刚大学毕业的张岚说，自己更愿意在现实生活中

与人建立联系，因为那样更真实，更有温度。

退休工人赵阿姨称，自己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但会用来听小说，消遣一下时光。她不满意的是，

孙子孙女总是低头玩手机。“吃饭前后，你就会看

到人手一部手机的场景。”

章先生是一名程序员，工作需要长时间对着

电脑，下班后也会花很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越

来越少参加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动，这让我感到

孤独。”章先生最近办了一张健身卡，决定减少在

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多参加一些线下活动，“运动

或者兴趣小组，这样我能感觉到更多的社交满

足。”

方法
找到技术“和解”的平衡点

面对数字社交带来的孤独感，我们采访了一

些市民，收集了以下方法和建议。

“为了避免沉迷于虚拟世界，我开始给自己设

定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限制，并严格遵守。”

一位市民分享道。

同时，一些年轻人选择放弃智能手机，转而使

用“老年机”或“功能机”，以减少对数字社交的依

赖。这种极端的数字戒断方法虽然成效有待检

验，但它提醒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自己回归

现实生活。

“我尝试在周末不带手机出游，让自己在大自

然中得到治愈。”另一位市民说，这种方法让我们

意识到，技术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延伸，而不是束

缚。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技术与我们的生

活和谐共存。

一位专家表示，为了适应数字时代，需要建立

一套新的制度。这包括在办公软件中开发“休假”

或“离线”功能，以保障员工的离线休息权。通过

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找到与技术和谐相处的方式。

“我定期安排时间断开所有数字设备，与亲人

共度时光，参与爱好，或只是专注于当下。”一位市

民表示，一次咖啡约会比十几次网络互动更充实，

他希望在享受数字社交的便利的同时，也能保持

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手机上

的内容吸引

着人们。

线上热

络 ，线 下 冷

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