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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利
群阳光助学行动
（湖南）第二批共
40名拟资助学生
名单确定， 组委
会予以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见
表）。这40名品学
兼优的寒门学子
是组委会从众多
报名申请者中经
严 格 筛 选 确 定
的， 每人将获得
5000元资助。助
学金发放时间为
8月下旬，请受助
学生看到公示后
及时与本报联系
确认。 其余20名
受助者名单将在
近日公布。

热线电话：
0731-843

29849

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青年
三湘都市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利群阳光第二批40名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
编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录取院校 资助原因
1 胡启钊 男 4325222000★★★★6413 中南大学 父患尿毒症，医药费高昂，母亲无固定工作。经济条件差。
2 王来圣 男 4310241998★★★★2116 怀化学院 父母务农，收入微薄。
3 李罗砚 男 4312241999★★★★8993 邵阳学院 与长期患病的母亲相依为命，家庭经济困难。
4 程甜 女 4325011999★★★★0028 华东理工大学 父母务农，祖父母年迈多病，弟弟妹妹读书。
5 龙帆 女 4331261999★★★★0027 湖南文理学院 父亲上班，母亲做小摊生意，外婆奶奶常年用药。入不敷出。
6 刘淼鑫 男 4302231999★★★★2616 大连理工大学 五口之家，靠曾出车祸的父亲一人打工维持，家庭经济困难。
7 成肖湘 男 4312281998★★★★1419 华侨大学 父去世，母务农养家。外公外婆年老多病，妹妹读初二。
8 刘叶 女 4325031999★★★★5706 重庆医科大学 父残疾打工养家，奶奶患精神残疾，家有三姐弟读书。
9 朱婷婧 女 4313821998★★★★0165 吉首大学 父去世，母患病无劳动能力。姐大学在读，弟中学在读。
10 徐利杨 男 4305271999★★★★6913 华东理工大学 父母务农打零工维持生计，爷爷奶奶年岁已高，无劳动能力。
11 吴宇翔 男 4302041999★★★★6130 湖南中医药大学 父亲病故，母亲打零工维持生计。
12 邝俊豪 男 4311261999★★★★0811 哈尔滨工程大学 奶奶和父母均多病，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家中因病欠债。
13 成雅萍 女 4312281998★★★★2628 四川大学法学专业 六口之家，爷爷奶奶年老多病，父母务农为生。
14 鲁德贤 女 4331271998★★★★006X 中华女子学院 父母打工养家，且均多病，常年服药，姐姐大学在读。
15 陈颖 女 4325241999★★★★0028 长春理工大学 祖父母年老多病，父亲打零工维持生计，母亲为家庭主妇。
16 黎环宇 女 4308021999★★★★0027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父母收入低，赡养无法自理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经济状况差。
17 黄琴 女 4308221999★★★★5688 佳木斯大学 父母亲身体差，靠父亲打工养家，弟弟初中在读。
18 欧金梅 女 4312281998★★★★1423 湖南师范大学 父母务农为生，父亲多病，长期服药。
19 李子啸 男 4305211999★★★★8736 郑州大学 父因病离世，爷爷年老多病，母亲务农养家，姐姐无工作。
20 卢昱颖 女 4307242000★★★★0028 长沙理工大学 父去世；母亲体弱多病，独自打工养家；爷爷瘫痪，由奶奶照顾。
21 阳锐 女 4308221998★★★★0048 湖南科技大学 父亲去世，母亲务农和打零工养家，妹妹尚小。
22 周乾龙 男 4302232000★★★★9519 中国石油大学 父母务农养家，爷爷重度残疾，奶奶中风瘫痪。哥哥大学在读。
23 符光发 男 4312261999★★★★4210 河南大学 父母务农养家，父亲年老体弱多病，无固定经济收入。
24 李华 男 4312261999★★★★2436 南华大学 父母务工养家。母亲患精神分裂，父因工伤致残，妹妹初中在读。
25 韩思娇 女 4307251999★★★★0025 湖南农业大学 父亲因病长期休养，母亲做临时工养家，外婆年老多病。
26 张彦凯 男 4325021999★★★★2313 湖南工学院 自幼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与奶奶相依为命，靠低保生活。
27 谭煜冬 男 4302111999★★★★0410 西安交通大学 四口之家，父亲当保安养家，生活拮据。
28 田青明 女 4331271998★★★★2826 香港中文大学 父母务工养家，父亲患有脑病，弟弟也在读书。
29 李鑫妮 女 4311262000★★★★7722 中国海洋大学 父母均体弱多病，爷爷奶奶年老体弱，弟弟读书，家中负债。
30 王佳怡 女 4307222000★★★★3043 长沙理工大学 因弟弟手术花光家中积蓄，奶奶多病常住院。家中经济困难。
31 黄凌馨 女 4302812000★★★★3320 西安工业大学 弟弟早产住院花了十几万，祖父患重病长年住院。家中生活困难。
32 盘正香 女 4311261999★★★★2628 中南民族大学 七口之家，父母务农，叔残疾无劳动能力，祖父母年迈，弟读高中。
33 林可心 女 4301041999★★★★1026 西北大学 单亲家庭，全家靠奶奶退休金和父亲临时工收入维持。
34 刘佳怡 女 4309031999★★★★0620 长沙医学院 父母均为甲亢患者，外公外婆为脑中风患者，家中经济困难。
35 罗枫霖 女 4310221999★★★★072X 湖南师范大学 父母下岗，无稳定工作，收入差。
36 刘杰 男 4309221999★★★★727X 湖南中医药大学 父亲患脑癌，正接受化疗，爷爷肝癌晚期，家中无经济来源。
37 詹弘扬 男 4304822000★★★★1514 长沙理工大学 父母务工，爷爷年迈体弱，常年服药，弟弟年幼。
38 杨杜鹃 女 4312271997★★★★0024 湖南民族学院 父母遭遇车祸重伤，全家生活靠哥哥打工养家和社会爱心支持。
39 张小玲 女 4309222000★★★★2828 武汉理工大学 父冠心病，半身麻木，母亲无业，奶奶多病。残疾叔叔需照顾。
40 奉琴 女 4325241999★★★★4626 衡阳师范学院 父亲患结石，无法进行重体力活。弟弟小学在读。

本报8月17日讯 如同韭菜，
割完一茬又长一茬， 再生稻栽下
一季禾，可以收上两季稻。今年，
浏阳市北盛镇燕舞洲村再生稻试
验示范基地喜获丰收， 单季产量
更是喜人。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对
刚收割的0.75亩再生稻头季进行
了实收实测， 湿谷产量达到每亩
790公斤，去除水分后，每亩干谷
产粮近728公斤。

初秋时节， 燕舞洲村再生稻
试验示范基地一片金黄， 纤瘦的
稻苗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
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远处，
一台履带式收割机正在轰隆声中
加紧作业。

与以往普通稻田里收割机横
冲直撞不同， 再生稻田里的收割
格外小心：收割机驶过，除了不可
避免的碾压外， 稻田里绝大多数
的稻桩仍屹立原地。

这些“残留”稻桩的高度在40
厘米左右，可别小看它们，再生稻
之所以能再生， 关键就在稻桩。
“稻桩上有再生密码。” 湖南农业
大学萧层林教授解释， 头季稻成
熟时，稻桩上会有一些腋芽，只要
营养到位， 腋芽会在原有根系的
基础上再次生长、抽穗，大约2个
月后再次成熟，可以收割第二季。

“稻桩留存越多， 产量便越
高。所以，在收割的时候要讲究机
收技术和技巧， 尽量减少稻苗碾
压，确保第二季的基本苗。”长沙

市农委科教处处长夏礼明告诉记
者，再生稻每亩地可节约人工、农
药化肥以及种苗成本近500元，头
季亩产可达750公斤左右，第二季
亩产近250公斤， 一亩可两收，较
一季稻产量翻番。

再生稻第二季产量虽然较第
一季大幅减少，但却有绿色、高产、
高效等优势。“第二季生长期短，一
般不需要打农药。”夏礼明介绍，二
季稻米质好、口感好，属于优质米，
即便每斤售价高达十元左右，也
深受市场欢迎。 ■记者 李成辉

本报8月17日讯 今天，一个以培
育公益组织为核心的孵化基地在株洲
市石峰区挂牌成立。该基地由“中国好
人”王长征领衔，将整合多方资源培育
更多优秀的公益组织。

据悉，株洲市石峰区有1.2万名残
疾人，其中精神、智力残障者达1300余
人。“对于家庭来说， 看护成为头痛的
问题。” 石峰区民政局一负责人介绍，
当下， 有一些公益组织提供了相应的
服务，但由于其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效
果并不理想，由此，该局决定成立一个
孵化基地，培育更多优秀的公益组织。

石峰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规模
700平方米，委托给株洲市石峰区福星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专业的管理运
作，将为社会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
协助注册、能力建设、管理咨询、资源
整合等方面的培育服务。 值得一提的
是， 该中心理事长王长征有着亮眼的
“公益履历”，曾投入全部积蓄创办了株
洲市第一家民办老年公寓，6年累计照
顾400多名老人， 先后获得道德模范、
“五一奖章”、“中国好人”等荣誉。

成立之前，基地就已开展相关工作，
目前已有8个单位提交孵化申请，基地运
营的“阳光助残·残疾人工疗站”项目已
进入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全国百强。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高荆豫 通讯员 周超人

种一季收两茬，头季亩产达728公斤
浏阳再生稻“试验田”产量喜人 省成本、米质好,已在长沙地区推广

据悉， 再生稻在中国种
植历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到
1700年前，目前在四川、福建
等地均有推广种植。在湖南，
再生稻栽培技术已被列为全
省农技推广三大重点项目之
一， 也是今后长沙调整粮食
种植结构的主要措施。

“再生稻适合阳光和热
度不够种植两季稻， 种植一

季稻又绰绰有余的地区。”夏
礼明表示， 再生稻具有双季
稻的产量功能， 在保持双季
稻产量的基础上，能够省工、
省种、省耕作，降低种植成本，
提高种粮经济效益，可比双季
稻亩产增收600～1000元。今
年浏阳市再生稻种植面积3.2
万亩，在浏阳、宁乡、长沙县和
望城区，再生稻均有推广。

已被列为全省农技推广重点项目之一

“中国好人”带队
建公益组织孵化基地

8月17日，浏阳市北盛镇燕舞洲村，工作人员正在收割第一季再生稻。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