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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保险，全国首例在株洲试点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11 月 25 日，

我市首个引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简称维资）增值收益

购买屋面外墙保险试点项目，在荷塘区三一歌雅郡小区

签约。这是全国首例相关试点，也意味着从电梯到屋面

外墙，株洲维资改革再现突破。

三一歌雅郡小区位于荷塘区桂花街道，小区分三期

共 22 栋，部分楼栋出现屋面老化渗漏、外墙瓷片脱落等

情况。2021 年起，我市率先全省开展“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增值收益引入电梯保险机制”改革试点，即维资电梯

保险改革，逐渐形成“株洲模式”。当年，该小区也是荷

塘区首个“吃螃蟹者”。

近年来，市住建部门积极扩大维资电梯保险改革

经验，探索向房屋安全管理三项（注：房屋体检、养老

金及保险）制度综合试点延伸。今年 8 月以来，在街

道、社区大力支持下，三一歌雅郡小区业主委员会与

物业公司携手努力，向市维资中心递交申请，并做了

充分的筹备。

市住建部门多次深入该小区考察指导，并出台相关

配套政策激励保险公司创新产品、优化服务。作为承保

单位，中国人保财险株洲市分公司全面排查各类潜在风

险隐患，先后邀请三批共 20 余名资深专家与专业勘察

队伍，全面排查各类潜在风险隐患，并定制了契合小区

实际需求的保险方案。

株洲人保财险相关负责人介绍，此试点项目是市场

化保险参与房屋安全管理三项制度改革的创新尝试，预

计可为三一歌雅郡小区提供 3 亿元风险保障额度，涵盖

屋面漏水、外墙脱落、主体倒塌等多种常见风险类型，将

极大减轻业主与物业的维修压力。

小区第 20 栋业主代表李先生说，以往每到下雨天

就忧心屋顶漏水问题，如今有了专门的保险，“感觉心里

踏实多了。”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引入外墙、屋面维修保险

可有效化解维修及时性难题、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房屋安全和质量提升。“希望项目落地后，能为更多

小区提供示范，更为株洲房屋安全管理三项制度改革综

合试点积累经验。”

近日，攸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公安等部门，端掉了

一处位于闲置民房内的非法烟花鞭炮生产窝点。

该窝点位于攸县皇图岭镇新乐村杂背冲组，

民房面积约 100 平方米，分为大厅、侧室。攸县应

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工作人员介绍，房屋

大厅里堆放了大量半成品，作业人员从客厅将半

成品搬到侧室进行加工与包装，然后进行储存和

转运。

经清点，执法人员当天共查获玩具烟花、摔炮等

烟花爆竹成品 535 件，半成品 648 件，工业高氯酸钾、

铝镁合金粉等原材料 300 余包。图为现场查封的部

分烟花爆竹半成品。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李润鹏
摄影报道

生动有趣！“80、90、00青年宣讲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陈紫萱

“你们一定听说过他的故事。有人说，他帮唐僧取

到真经，封了斗战胜佛，从此留在灵山。也有人说，那个

成佛的根本不是他……”近日，在荷塘区八达小学二十

届三中全会示范性宣讲现场，青年讲师欧晗的活力开场

一下子抓住了学生们的心。

今年 9 月份以来，我市“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

担当”主题宣讲先后深入基层团支部、“青年之家”、中

小学校以及高校等阵地。58 位青年理论宣讲员轮番

“开麦”，用有趣生动的讲述，带来了别样的体验，也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润物无声般地沁入青少年

心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方面指出“要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我市“80、90、00青年宣讲团”制度，正是一项让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的生动实践。

刘娜，株洲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在医院业务精湛的

她，理论宣讲也是一把好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覆盖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她的话题也聚焦“服务”。她将我市

推出“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入学一件事”等便民服务，用

一个个发生在医院窗口的鲜活故事串起，引发荷塘区景

炎初级中学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用开放麦的形式让理论与青年双向奔赴，是今年

株洲理论宣讲的重头戏。“原以为一些方针政策晦涩难

懂，没想到它就在我们身边，还能这样通俗易懂。”第一

次聆听开放麦式宣讲的炎陵县芙蓉学校学生宾慧收获

满满，“以后哪怕想起其中一个段子，也能记起其中的

知识点。”

“大家脸上的笑容就是这堂课成效最好的印证。它

让理论知识更加生动鲜活、贴近人心，让群众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加深了对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认

识。”与此前不一样的理论宣讲模式和课堂，让湖南工业

大学副校长龙永红颇为感慨。

让青年人愿意听、听得懂。据悉，我市“80、90、00 青

年宣讲团”接下来还将持续行动，让党的创新理论以青

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声入人心”。

株洲实现不动产
登记“全省通办、
跨省通办”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通讯员/曹雁） 如今，生活在株洲，越来

越多自然资源事务无须跨省奔波，在“家

门口”就能办。当前，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与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共同解决企业群众

“跨市跑”“折返跑”等问题，构建合作新样

板，让株洲实现不动产登记“全省通办、跨

省通办”。

“跨省通办”，“通”的含义是什么？在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看来，

主要体现在区域打通、业务贯通、数据互

通。对株洲而言，实现‘跨省通办’是以群

众、企业需求为导向，推进不动产登记便

利化改革的必要之举。

今年 6 月，株洲上线运行湖南省统一

不动产登记平台，不仅意味市民可以通过

该系统在线预约、申请、查询不动产登记，

还实现了与民政、公安、财政、住建、法院、

税务等 10余个部门的数据协同共享，还在

申请、受理、审核等环节实现了信息的自

动获取和实时调用。

此次“全省通办”首批开通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变

更登记（自然人）、抵押登记、预告登记及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等 5 大类 12 项高频

不动产登记业务。

此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设置“全省

通办、跨省通办”专窗，与 9 省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由专窗工作人员指导申请人通过

网上平台或窗口交件实现办理另一城市

的相关不动产登记业务、缴纳税费等，实

实在在解决了群众在居住地和不动产所

在地间往返跑的问题，持续提升企业群众

登记办事获得感、幸福感。

第七届“雷锋杯”青年
志愿服务大赛

株洲斩获2金1铜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

曈 通讯员/何丰希） 近日，我省第七届

“雷锋杯”青年志愿服务大赛圆满落幕。

我市斩获 2金 1铜奖。

此次大赛由团湖南省委联合省文明

办、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等 18 家单位共同

主办。赛事自今年 6 月以来，共有 744 个

项目入围初赛，120个项目入围决赛。

株洲团市委的“野享帮”慈善综合体

社区治理、“向阳计划”社区精神康复两

个项目获得大赛金奖，“退而不休，余热

生辉”退休老干部志愿服务项目获得赛

事铜奖。

其中，“野享帮”慈善综合体社区治理

项目依托志愿团队、慈善超市、社区基金、

爱心市集、社会企业五个版块，链接社会

资源 19.19 万元，为辖区困难家庭、特殊群

体提供个性化帮扶的同时，解决了 310 个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向阳计划”社区精神康复项目则为

荷塘区桂花街道、金山街道、宋家桥街道

62 名困难精神障碍人士提供药物治疗、个

案、服务、艺术行为治疗、健康教育、社交

能力训练等志愿服务，提高了该群体生活

质量，也促进其融入社会。

“退而不休，余热生辉”退休老干部志

愿服务项目以感恩为定位，突破传统敬老

爱老单向模式，从精准助老、隔代互助等

方面开展志愿服务，项目累计服务老人

19416人次。

藏身民宅的非法烟花鞭炮作坊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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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就是株洲版马修老师，我们

也觉得有点像，只是我们的学生没那么调皮。”

王思睿调侃说。

和孩子们接触了 3 年，王思睿从不怀疑任

何一个孩子的潜力。她坚信，孩子们站在舞台

上就像星星一样闪亮发光，汇聚起来就是整个

银河系的星海，无比灿烂。

这些年专注儿童音乐教学的王思睿和李

美 姿 ，根 据 亲 身 经 历 ，创 作 了 歌 曲《七 彩 梦

想》。去年，小云雀儿童合唱团代表株洲市参

加湖南省第十七届“三湘蒲公英”活动，合唱

《七彩梦想》荣获“银奖”。

对李美姿来说，每次音乐教学、合唱排练

都是滋养。她说，看到她们的期待，看到她们

的渴望，都是对我们的肯定，也是我们继续前

行的动力。

“从毫无音乐基础、怯场怕生到举止大方、

敢于表达。”董愈说，孩子们的变化很大，合唱，

让她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今年，小云雀儿童合唱团又新增了两名老

师——吴志强和徐芊。“他们分别是乐器、声乐

老师，邀请他们的加入主要是让孩子们的课程

更丰富。”李美姿告诉记者，“希望中心小学把

音乐教育作为特色坚持下去，让更多的孩子陶

冶性情、开阔眼界。”

株洲也有“放牛班的春天”
她们用音乐治愈童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记者在去往三门镇中心小学采访的途中，

路边电线杆上站了一排小鸟，像是在等待什

么。六年级学生吴康晶说，她们每周都期待周

五，不仅是因为周末即将来临，更是因为李老

师和王老师的即将到来，她们期待期待已久的

合唱团排练日的到来。

在三门镇中心小学多媒体室，墙上写着

“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

会”。这句话，在此刻具象化了。音乐学子们

用音乐回馈社会，让更多孩子们接触音乐，接

受音乐教育，播下梦想的种子。未来，这颗种

子，有可能开出音乐的花，有可能开出舞蹈的

花，也有可能只是开出一朵快乐的花，总之，这

世上又多了一种美好的可能。

1949年的法国乡村，失意的音乐家马修来到一所寄宿学

校当助理教师，他组织合唱团，将春天带到了这个被美好遗

忘的角落，用音乐治愈了一群无处可去的问题少年。马修和

这群“放牛班”孩子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在株洲乡村，也有着这么一个“放牛班”和她们的“马修”

老师。

自 2022 年以来，株洲的“马修”老师李美姿、王思睿两人

关注乡村留守儿童，在三门镇中心小学组建合唱团，用音乐

陪伴孩子们成长。

80 后李美姿和 95 后王思睿都毕业于音乐学院，两人因

音乐相识，志同道合，在株洲做音乐剧创排。

作为音乐人，李美姿和王思睿对唱歌有着特别的偏爱，

两人还学习了音乐治疗、关注留守儿童等群体。

“因为教育资源不足，乡村学校没有专职音乐老师，孩子

们缺少学习和展示自我的平台。”2022年，在天元区文旅广体

局的推荐下，她们关注到三门镇中心小学，每周五到学校给

孩子们上音乐课。

“要想从零到一，组建起一个乡村小学合唱团，选拔队

员、挑选歌曲、组队联系、钢琴伴奏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困难重

重。”提起自己前两年组建乡村小学合唱团的经历，李美姿滔

滔不绝地分享起其中的种种“苦”与“乐”。

孩子们都很喜欢唱歌，但没有经过正规的教学训练，有

些不敢唱，有些唱得不着调。在选拔合唱队成员阶段，李美

姿觉得好笑又充满担忧，“她们选唱的歌，除了课本上的一首

歌，其他都是网络神曲。”

“学校的音乐老师都是由其他任课老师担任，不专业，还

给老师们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三门中心小学执行校长董愈

告诉记者，“得知学校合唱团要选拔队员，学生们报名积极，

希望能学习唱歌。”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小云雀儿童合唱团正式成立。王

思睿说，“希望她们能像云雀一样展示自己美丽的声音，通过

音乐找到和世界沟通的钥匙。”

一间教室、两名音乐老师、30名学生……就这样，小云雀

儿童合唱团开班了。

合唱团的成立仅是开始。

“预想的困难也如约而至。”王思睿苦笑着说，“孩子们以

前都是跟着手机唱歌，习惯了大喊大叫，没有调，所以一到上

课时间，就是你唱你的我跑我的，根本没办法唱到一起去。”

一节课下来，两名音乐老师筋疲力竭。

更让她们头痛的是，大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她们性格

孤僻、敏感，缺乏自信。“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怕她们多想。”

有一次教学过程中，王思睿音量稍微大一点，有个女生直接

哭了，“吓得我赶紧过去解释，稳定她的情绪，事后她还来向

我道歉、解释，说是怕自己学不好。”

“刚开始很崩溃，也很困惑。”于是，她们转变思路，开始

一对一教学，不仅仅教唱歌，还和孩子们谈心，了解孩子的内

心世界。通过一学期的努力和坚持，孩子们也渐渐变得开朗

起来，她们和孩子们也成为知心朋友。

孩子们喜欢唱流行歌，但很多流行歌的歌词并不适合孩

子们传唱，王思睿和李美姿就借用流行歌的曲调，改编歌词，

让那些积极正能量的歌词借助优美的旋律流淌到孩子们的

心尖，引导孩子们。

“现在，我们一来就被她们围着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李

美姿对学生的状态了如指掌，“六年级的吴康晶声音很美，很

灵动，现在是多个节目的领唱，还有邱诗晗以前都不敢大声

说话，现在不仅唱得越来越好了，舞台感也越来越强。”

面对这样一群孩子，王思睿和李美姿一直在思考，怎么

样才能激发她们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她们通过音乐变得自信

开朗。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唱歌越来越好了。“应该在最美

好的童年，展示最动听的歌声。”李美姿和王思睿为孩子们争

取各种登台展示的机会，带小云雀儿童合唱团先后参加各种

文化活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也有不少人因此认识

了小云雀合唱团。

一个有30只“小云雀”的合唱团1

“在最好的童年，展示最动听的歌声”2

“合唱，让她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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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云雀儿童合唱团排练。 刘芳 摄

小云雀儿童合唱团和她们的音乐老师。（一排从左往右依次是王思睿、李美姿、徐芊、吴志强） 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