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中旬，戎瑞霞摔了一跤
后被赶来的子女送往医院，随
后身体一天一天恶化。

11月27日凌晨4点，还没等
到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响的闹钟
提醒， 躺在母亲一旁的汪珠珍
自己醒了过来。 她一手捏紧母
亲， 一边将脸贴近母亲感受体
温的变化，这时，她发现母亲眼
睛微张了一些， 心里咯噔吃了
一惊。凌晨5点，痛却没有吭一
声、只会对护理人员说“谢谢”
的戎瑞霞， 安静地离开了这个
世界。

11月29日中午，从殡仪馆接
回母亲的骨灰后，一家人聚围成
两桌谈起工作聊到生活，再论到
这位世纪老人“平凡而伟大”的
一生，兵荒马乱的岁月在菜肴蒸
腾的热气中渐渐消逝。

■记者 叶子君

对护理人员说“谢谢”

离世

互动

11月28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黄伊琳在进行50米短跑的体能
测试。 记者 唐俊 摄

2016年度CCTV感动中国之
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的唯一官
方网站为华声在线：znl.voc.com.
cn�， 唯一官方微信号：Hi都市报。
截至2016年12月9日16时， 公众可
以登录官网或微信公众号为自己
心目中的感动人物投票。

本报11月 29�日讯 “上
个月我还在为失业犯愁，没想
到上周办理完失业保险手续，
今天钱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
了。”11月25日，在邵阳市北塔
区失业保险站，市福利三厂残
疾职工杨多华特意向保险站
的同志表示道谢。

在失业保险惠民工作中，
北塔区注重发挥资金、 政策与
基金收缴的示范与放大作用，
该区失保站在实现所有参保资
料输入失业保险系统、 规范台

账、 征缴基金直接入基金专户
的基础上，积极向省、市争取调
剂基金， 确保失业人员失业无
忧。并改变以往“坐等上门”为
服务上门， 对企事业单位采取
人员信息与工资系统比对方
式， 着力解决弱势群体就业单
位少报、漏报、瞒报缴费基数和
人数的问题； 针对个别拒不参
加失业保险的企业， 采取下达
催办通知书等形式， 督促和责
令欠费单位及中断缴费单位做
出清欠补缴计划，减少拖欠，避

免新欠。在待遇发放程序上，该
区做到失业人员每月定时实名
制签字后，以银行转账方式，按
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 还分
批定期进行稽核，杜绝冒领、误
领等违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0月
底， 该区今年为近500名残疾
人、农民工、下岗职工征缴失业
保险基金近30万元， 为弱势群
体90人次发放待遇近80万元。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通讯员 刘郁 李忠华

邵阳北塔区失业保险关爱弱势群体

“我家住了近30年的老房子，
这次搬进了新居， 以后刮风下雨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11月23
日， 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李子
塘村贫困户廖加生，站在居室、厨
房、客厅、厕所等一应俱全的新居
大门口，满心喜悦地说。

今年是北塔区农村贫困户危
房改造攻坚年，全区上下一心，全
力以赴，危房改造跑出“加速度”。
该区成立了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
攻坚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系列
规章制度，明确任务、细化措施、
落实责任，区财政还先期拨付200
万元启动资金。

为打造群众满意工程， 区里
制定了行动路线图、列出推进表，
全面推行挂图作战；实施“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筹措
资金、统一组织施工、统一验收”

“六统一”举措，引导农户集中连片
建房，并分别设计了6种户型供贫困
户选择； 将危房改造划分为4个标
段，确定4家有资质的施工企业统一
建设，施工及工程验收由农户、工地
代表及监理方全程参与监督。

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危房改
造督查制度， 确保工作不走样。今
年8月，区住建局在一线督查时，发
现陈家桥乡柑子塘村4户危房改造
户选址明显违背原则，迅速与户主
沟通，重新勘察、重新选址。

至11月23日止，北塔区危房改
造总投资1548.19万元、总改造面积
9600平方米，已竣工1288户，其中
76户已入住新房； 预计年底前，全
区376户贫困户将全部住上称心如
意的“暖心房”。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通讯员吴广兰 刘郁

邵阳北塔区危房改造跑出“加速度”
全区376户贫困户年底将全部住上新房

嘉陵江的水， 两根竹竿相连
都探不到底。表面平静，暗流湍急。

今年8月8日，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大一学生黄伊琳和家人利用
暑假前往四川阆中旅游。 游玩途
中，附近河堤传来高声呼喊，两名
落水儿童正在嘉陵江中挣扎，岸
边聚集数人却不识水性。“没时间
考虑自身安危，我不救，孩子们肯
定会有生命危险。”

身高165厘米的黄伊琳，下水
后才发现竟然踩不到底。 之前看
上去平静的水面，底下却是激流！
突然意识到危险， 但她还是不顾
一切游向离岸边更近的小女孩。
江水浑浊、湍急，短短不到10米的
距离，几乎花光了她所有的力气。
拼尽全力把小女孩推到河堤边，
回头再看时， 男孩已经沉入江中
没了踪影。

“事后想起来确实有点害怕，
但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下水
救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伊
琳最遗憾的就是还有一个孩子没
能得救。“我不是英雄， 只是做了
应该做的事情。 今后遇到这样的
事情，还会毫不犹豫跳下去。”

从新闻里得知黄伊琳勇救落
水儿童的事迹后，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为她颁发了见义勇为奖金。
黄伊琳当即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
学校的“雷锋超市”，用来帮助贫
困学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身边
的正能量更能打动人心。” 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副书记
熊小卫告诉记者，黄伊琳的事迹像

一颗火种，引燃了整个学院学生们的
热情。9月初，学院成立了“琳大爱心”
志愿服务队，日渐庞大的爱心队伍用
心关爱鳏寡孤独，对学校所在文源社
区贫困家庭进行帮扶活动。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是
支撑起国家未来发展的支柱。 见义
勇为、不改热血，当代大学生所应有
的勇气与责任在黄伊琳纵身跃入江
中的一刹那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记者 张浩

在史海中浮沉了整整一
个世纪后， 长沙年纪最大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戎瑞霞，
11月27日， 在她101岁生日
的这天凌晨过世了。 与百岁
生日时盛大的宴会相比，老
人的辞别简单又宁静， 宛如
贯穿她一生的处世风格。

趴在地窖躲过日军刺刀

11月27日凌晨，长沙市
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五楼护
理房里， 墙顶白炽灯放出微
弱的灯光，101岁的戎瑞霞双
眼轻闭、嘴唇微张，像平常睡
着了一样。虽然昏暗，灯光仍
旧在她脸上沟壑里打下不少
阴影。

除了比往常消瘦了一
些，戎瑞霞的气色看上去还
好。

她是长沙年纪最大的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1937年，日
寇攻入南京，手心有茧的、头
上有戴帽箍印的……都被怀
疑当过兵而被杀，到后来，屠
杀已经不需要理由。 年仅22
岁且怀着身孕的戎瑞霞与家
人一道艰难地在地窖木地板
下爬行， 以躲过从地板空隙
里乱插入的刺刀。 害怕日军
随时折回发现， 戎瑞霞与家

人找来烂簸箕和稻草等破烂东
西将地窖口掩饰起来， 除了必
要的对话， 他们整日在地窖里
或坐或躺对望着不敢出声。

大屠杀过后，日军开始“安
民”。与姐妹走散的戎瑞霞靠摆
烟摊为生，出门前，戎瑞霞总要
先穿上大袄、 再往脸上抹一些
香灰。即便这样，她的烟摊仍不
时被日军的枪托掀翻， 为了活
命， 她常常哆嗦着不停向日军
磕头。

看到抗日剧仍满怀仇恨

十年战栗的岁月过后，戎
瑞霞终于与从长沙返回南京寻
亲的丈夫见上了面， 并跟随丈
夫来到了长沙。对以往的经历，
戎瑞霞已经不愿意多提， 但只
要看到电视里出现日军的画
面， 她就会攥紧双手咬牙喊出
“打死你们”。

2014年， 南京大屠杀国家
公祭日前， 三湘都市报记者找
到戎瑞霞老人为她做了记录并
刊发报道。次日，著名旅美画家
李自健循着报道在记者指引下
上门拜访拍照， 并随即以戎瑞
霞为原型创作了一幅油画
《忆》。画像里，老人眼含痛苦，
左手轻抚紧抿的嘴，右手捶胸，
似在无声控诉。 这幅画被李自

健列为其祖母系列作品中最重
要的一幅， 如今河西的李自健
美术馆里，《忆》 紧挨着悬在那
幅最著名的《南京大屠杀》旁
边。 但戎瑞霞老人再也没有机
会亲临现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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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年纪最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101岁生日当天“安静”离世 以其为原型创作的大型油画《忆》在李自健美术馆有展

黄伊琳：我不是英雄，
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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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3日，李自健看望戎瑞霞，为她展示之前的“祖母系列”画作。 记者 李健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