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3日上午10点， 由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 三湘华声全媒体承办的第二届
（2011） 长沙社区文化节在天心区文源社
区拉开帷幕。

当天表演的类型缤纷多样， 有走秀、舞
蹈、独唱、二胡拉唱、琵琶独奏等，这些精彩纷
呈的节目，引来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掌声阵
阵。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来自北京金
色摇篮潜能开发婴幼园长沙分园可爱的小
朋友们和青春洋溢的老师们。

3岁孩子坚持排练一周
北京金色摇篮潜能开发婴幼园长沙分

园的小朋友们为了这次社区文化节的演出，
在学校表演场所练习了一个礼拜。“孩子们
在一个礼拜的练习中，没说苦，反而非常积
极与活跃。”园长笑着告诉记者。

园长一边整顿队伍， 一边指着队伍中
的一个小男孩：“你看他才三岁， 却对排练
特别上心，每次练习结束，他爸爸妈妈来接
他回家，他都不肯回去，还想再继续练习。”

音乐响起， 孩子们的走秀表演聚集了
所有观众的眼球：双手或叉腰或做拥抱状，
还有不成直线的走路方式……大家都被小
朋友们天真可爱的表情和动作逗笑了，表
演结束后，小朋友们虎头虎脑的鞠躬致谢，
惹得台下的掌声不绝于耳。

琵琶高手想找男徒弟

湖南省民族管弦乐团的黎为伟一曲精
湛的琵琶独奏《送我一支玫瑰花》，让台下
的观众又是鼓掌又是哼唱， 整个现场仿佛
都沉浸在琵琶曲的世界里。

“我从6岁开始学， 到现在已经弹了28
年的琵琶了。虽然有时也觉得枯燥，但我还
记得自己弹出第一首曲子时那激动的心情，

很有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支持我弹到了现
在。”黎为伟现在已经开始开班授徒，但现在
学琵琶的以女生居多，让她有点伤脑筋。

“我特别想招几个男学生，因为男的手
指一般都比女的有力， 弹琵琶时的效果会
增强。” 她身着黑色连衣裙坐在椅子上，一
边取下琵琶义甲一边说， 如果能培养出一
位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就好了。

■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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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购的校服疑出自“黑工厂”
工厂老板：长沙十余学校都是我的客户，中间差价是学校和老师的好处费

进校买了5套校服

9月初， 长沙学院附属中学高一新生刘
同学来电反映，学校又要收370元的校服费。
刘同学说，校服秋、夏季各两套，冬季一套，
共5套 。开始说350元，后来又加20元，说是
教育局定的价格。

长沙学院附属中学高一某班班主任证
实，今年校服收费为每人370元。他说，第一次
收350元， 后来厂家说成本涨了， 又加了20
元。原本已经确定并交纳了的校服费，突然又
要加价，不少学生不理解。除此之外，校服的
质量也让他们不满。刘同学说，校服才穿不久
就到处都是线球，口袋没几天就穿了。

记者注意到，校服上并没有注明生产厂
家的任何信息。开学之初，长沙学院附属中
学给每位新生发放了“湖南省学生服地方标
准体型、公分对照表”，每个新生都要填写身
高等信息，然后定做校服。对照表写着“长沙
海马服饰有限公司”， 声称该厂是学生服定
点生产厂家。

学校代购校服有差价
记者在网上搜索“长沙海马服饰有限公

司”， 网页显示该厂位于长沙县果园镇古楼
新村， 是一家具备一定规模的服装生产企
业。记者拨打了网上留下的手机号码，一位
名叫马国渝的人接了电话，声称自己是该厂
的法人代表。得知有生意上门，他要求与记

者见面洽谈。
当天下午4点， 马国渝与记者在白沙路

一茶楼见面。“我原来就是市教育局的，退休
后办了这个企业，在我的倡导下，有关部门
规定中学校服价格每套（夏秋）平均不超过
70元， 五套在370元-375元之间。” 马国渝
说，长沙市很多学校都在长沙海马服饰厂征
订校服， 他随后拿出了一张校服征订清单。
在这张清单上，包括近十所城区学校赫然在
列，每所学校的后面均注有校服出厂价格。

“长大附中最便宜，夏、秋四套228元，冬
季76元，一共才304元。湘府中学共335元，十
五中共320元，长沙外国语学校共360元。”马
国渝介绍，尽管校服款式及学校标识有差异，
但校服采用的原材料都一样。他还说，每个学
校收取的价格和实际价格都有差价， 中间差
价是学校和老师的好处费，都一样。

记者随后来到长沙学院附属中学了解
情况。 某班班主任说：“我们只负责收费，其
余的是学校的事，校服有专人负责。”该校综
合办公室教育处、教务处等多个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对于校服收费一事均三缄其口，表示
校服收费具体由班主任负责。

生产校服的是黑工厂
9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沙县果

园镇古楼新村的“长沙海马服饰有限公司”。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厂门和记者从学校拿到
的宣传资料一模一样，但厂区内却是杂草丛

生，一片荒芜，看不到一个人。
在记者的呼喊下， 一名中年妇女在二

楼探出头来。“这个厂2005、2006年搞了两
年，2007年就倒了。 你看这些厂房都是空
着，设备也被拆走卖掉了。”这名中年妇女
证实该厂的原老板确实是马国渝， 她与老
板是亲戚关系。

“这个厂原来每天都做学生服装， 有几
十个工人，但是后来由于地方偏僻，外地的
女孩子来了又走，搞不长久。本地的妇女手
脚慢， 她们还嫌工资低， 没人做事就垮掉
了。”中年妇女介绍，这块占地数十亩的厂区
是马国渝租来的，租赁期为50年。

为了解该公司的更多情况， 记者9月22
日来到了长沙县工商局。工商局的企业注册
登记资料显示：长沙海马服饰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5年3月15日，最后一次年检是2007年
度，注销时间是2011年7月26日，原因为决
议解散。记者又从长沙县国税局得知，长沙
海马服饰有限公司2009年2月开始停止缴纳
税收，并于2010年被税务部门注销。

这么一家已经被注销的公司，为什么在
今年还可以给长沙多所学校提供校服？这些
劣质廉价的校服究竟来自哪里？黑工厂的校
服被送往了多少学校？ 对于以上诸多疑问，
本栏目将继续深入调查。

第二届（2011）长沙社区文化节走进天心区文源社区

3岁小模特台上很“萌”

▲一片荒芜的黑工厂“长
沙海马服饰有限公司”。

▲宣传资料声称拥有先进
生产设备的“AAA”级企业。

记者 李国平 摄

长沙学院附属中学等学校的学生
和家长近日向本报反映：学校要求他们
一次性缴纳5套校服共370元费用。很多
学生抱怨，校服质量很差，值不了这个
钱，学校的做法有乱收费嫌疑。

给这些学校提供校服的是“长沙海
马服饰有限公司”， 位于长沙县果园镇
古楼新村，令人吃惊的是，这家公司数
年前便已停产倒闭，资格已注销。■记者 李国平

9月25日，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三湘华声全媒体承办的“2011长沙社
区文化节” 将在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新天
社区举行。

新天社区位于天心区拓城兴南的
前沿阵地———新开铺，由新天和丽江翠
园两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组成，社区总面
积0.15平方公里， 共有居民1800户，5200
人，是一个城郊接合部的纯居民社区。近
年来，社区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创新工作
载体、 丰富活动内涵， 全力提升文明程
度、营造和谐氛围，以优质服务促进社区
建设，成功打造了“文明直播室”、“道德
演播厅”、“党员示范工程”等社区品牌名
片，先后获得了“志愿者先进组织”、“五
好离退休党支部”、“残疾人工作五星社
区”等荣誉称号。

9月25日：新天社区
活
动
预
告

9月23日，长沙市新开铺街道文源社区，第二届(2011)长沙社区文化节在这里隆重举
行。小朋友们跟着台上的音乐欢快地唱了起来。 记者 伍霞 摄 本报9月23日讯 “我一直寄住在

文源社区，没有什么收入，没有住房，又
有病，生活很困难，今天收到公益金，很
开心。” 借住在文源社区的卞雪其说。9
月23日，长沙市第二届社区文化节走进
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文源社区，湖南福彩
社区公益行活动也随之走进了该社区，
并把公益金送到了该社区10户贫困户
的手中。 湖南福彩共安排20万元公益
金，慰问以长沙地区为主的500户社区
贫困家庭。 ■通讯员 游慧

困难户收到公益金福
彩
社
区
公
益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