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 长沙市解

放西路某服装店， 气温降

低， 店子摆出了秋冬服装，

刚刚进店子美女就热情的

推销起来，美女笑得这么开

心，难道是要进账了吗，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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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2个小时的PK，周

春梅女士最终夺得“辣椒炒肉

王”， 周女士刚接过价值400元

“益君感恩肉卡一张”， 就迫不

及待地问现场的工作人员：“这

卡怎么换肉？可以换现金不？我

可以打个电话去要人帮我把肉

送过来不？”

同时， 周女士表示，“感谢

社区给我们这样一个展示厨艺

的平台，我要把肉拿回来，每个

邻居都分点。”

本报10月14日讯 宁乡县城

北中学校园内发生车祸，6名学生受

伤， 肇事的邓姓老师也已暂停授课

（详见本报10月11日报道）。然而，就

在事情平息之时，风云突起，由于被

误以为是该起车祸的制造者， 城北

中学另外一名女老师刘喜群正“走

红”网络， 饱受网民谩骂。今日，面

对记者， 她痛苦不堪：“冤枉呀，我

不是校园肇事者!”

刘喜群说，10月9日， 城北中学

校园内车祸发生时， 她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组织救护工作。“我做梦也没

想到，我居然在网上成了肇事者，我

的照片被挂到网上成为口诛笔伐的

众矢之的！”原来，有网友将拍摄的

现场图片发到了网上， 由于刘喜群

站在救护车旁协助处理事故， 被网

友误以为是车祸制造者。一时间，刘

喜群在网络上成了“红人”，不良言

论铺天盖地向她涌来。

刘喜群告诉记者， 宁乡县教育

局、 宣传部等对她的蒙冤作了很多

努力，但效果不是太好，目前照片依

然在很多网站出现， 各大网站还在

纷纷转载。“我希望网站向大众作公

开说明。”刘喜群说，面对铺天盖地

的网络攻势， 她真不知用怎样的语

言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

“确实弄错人了，这对她伤害很

大。” 城北中学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刘喜群没有驾证，也没有无证驾车，

事故发生时她正在备课， 同办公室

老师可以作证。事故发生后，她紧急

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才有她在现场

的照片。对此，城北中学行政办公室

今日也发出了《郑重声明》表示，10

月9日下午发生在城北中学北校区

校园的意外交通事故， 肇事女教师

为邓姓女教师， 并非网上流传的刘

喜群老师，请网友们理解，停止对刘

喜群老师的炒作。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莫凤群

“首届社区文化节”第十八场走进青园社区

四十居民冒雨PK“辣椒炒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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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老师刘喜群喊冤：

“我不是肇事者”

一字之差，

万元借款难追回

提醒：写借条可要求债务人附

上身份证复印件

本报10月14日讯 好心借给

邻居1万多元， 邻居主动打了借条，

岂料欠款人迟迟不还钱， 去法院起

诉却发现查无此人。 长沙市民易琳

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件糊涂事， 因为

借条上的名字的一字之差，1万元借

款难以追回。

易琳介绍，2009年初，邻居张鸿

（化名） 因为家中装修找易琳借了

10500元，并主动打了借条。借条上

写明2010年3月还清，欠款人张鸿。

今年4月以来， 易琳多次催张鸿还

款，但张鸿多次推脱，后来索性说不

还钱了。易琳无奈，只得将张鸿告上

法庭，奇怪的是，法院查无“张鸿”此

人。

“活生生的邻居怎么会查无此

人呢？”易琳把借条仔细看了很多次

才恍然大悟， 张鸿身份证显示名字

叫“张红”。“怪我自己不小心，当时

没看仔细就收了欠条。”易小姐懊悔

地说。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湖南金州律

师事务所王小明律师， 王律师建议

易琳以张红的真名对其提起诉讼，

申请对借条做笔迹鉴定。 如果借条

是由张红亲笔写下， 那么这笔欠款

应该能追回。王律师提醒，市民在借

出钱财时， 可要求借钱的人写了借

条后，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借条要书

写规范，提防各类陷阱。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卉

社区志：

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模范居委会”、“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

位”、“全国法制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湖

南省“民主法制示范社区”、湖南省“文明社区”、“湖南省创建和谐

社区先进社区居委会”、长沙市“无毒社区”、“平安示范社区”等全

国、省、市、区五十多项荣誉称号。

本报10月14日讯 10月

15日，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三

湘华声全媒体主办的“首届长

沙社区文化节” 第十九场活动

将在天心区书院路街道青山祠

社区如期举行。

青山祠社区地处书院路地

区妙高峰下， 辖区内有居民住

户2655户， 总人口7231人。社

区文化底蕴深厚， 艺术氛围浓

厚， 有闻名遐迩的“戏窝子”

———市湘剧院、市花鼓戏剧院、

天心区文化馆， 还有享誉国内

外的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省

第一师范学校、 赵福王墓等名

胜古迹。在社区的戏剧街，居民

们天天有戏看，“青山艺术团”、

“党员合唱队” 也经常组织排

练、演出节目，活跃在社区的每

一片居民区。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教育，社区还开设了省内首个

“母亲学堂”，通过全面提升孩子

们的“第一任老师”———母亲的

综合素质来影响家庭和孩子。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卿进元

活动预告

“社区文化节”今日走进长沙“戏窝子”

10月14日，雨水仍旧垄断着长沙的天空，让人们停住出门

的脚步。可在天心区青园街道青园社区球场，却人声沸腾，不时

传来一阵爆笑。原来，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湘华声全媒体主

办的“首届长沙社区文化节”第十八场活动在这里举行，40位居

民正冒雨在球场搭建的舞台上参加“益君”辣椒炒肉王比赛。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卿进元

由于下雨的影响，14日的

社区文化节只进行了“益君”辣

椒炒肉王的活动， 但不少市民

仍打着伞前来观看， 现场火爆

程度不亚于前几场。

在“辣椒炒肉王”比赛现

场，由于下雨影响，舞台地面

滑， 第一组炒菜队员的一张

桌子突然倒了， 锅子和菜倒

了一地，吓了选手一大跳，但

是却引来现场欢笑一阵 。由

于这场虚惊， 这位选手在比

赛时竟然紧张地忘了放盐 。

不过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虽然发挥得不好，但是玩

得很开心。

插曲：刚开始锅子和菜倒了一地

22岁的彭超炒菜时， 正准

备先将切好的肉放进锅， 却被

围观的自称在部队做了4年司

务长的张建平阻拦了。

“应该先炒辣椒，这样会香

些。”张建平说。“不，还是要先

炒肉，这样味道更正。”彭超也

是不甘示弱。双方的这番争论，

把台下围观的市民也都吸引过

来，结果张建平喧宾夺主，一把

抢过彭超手上的铲子， 将辣椒

倒入锅中，炒了起来。彭超没有

办法只好按张建平的方法进

行。

最后虽然炒出来的肉有点

烧焦， 但是彭超很开心，“不管

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大家玩

的开心最重要。”

争论：到底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分享：冠军要把奖品分给邻居

辣椒炒肉比赛现场，两人合作，炒菜不累。 王翀鹰 摄

10月14日，长沙市东塘工

人文化宫篮球馆， 袁爷爷正在

三步上篮。

实习生 陈杰 记者 田超 摄

潇洒漂亮的“三步上篮”

今天下午，“长沙市中老年

男子篮球赛”决赛正激烈地进行

着， 袁云爷爷代表“大宝队”参

赛， 准确地接过队友传来的球

后，运球往篮下冲去。

第一个拦截的对手队员上

来，他稍微转身，闪过；又有一个

对方队员飞快地冲上来， 袁云

爷爷灵活地往左稍稍倾斜，做

出往左边运球前进的“假动

作”，对方赶忙往左边去堵截；

不料，袁云爷爷一个潇洒地转

身，运球改往右方冲去，再次闪

过对手，轻松地到了篮下。眼看

着对手赶不上来， 他稍微停留

了下，然后跳起，来了一个漂亮

的“三步上篮”。

“好！” 旁边观看的队友，连

连呐喊。

65年的球龄“战”遍全国

“打了65年的篮球， 老球迷

了。”袁云爷爷身高约175厘米，

5分钟热身赛下来，粗气都不喘

一下。

出生于1930年的他，15岁

就迷上了打篮球，17岁那年开

始参加社会球队。1984年，54岁

的袁云退休后参加湖南省中老

年男子篮球赛。“开始是‘打遍’

全湖南，后来是‘征战’全国。”

26年下来， 袁云爷爷代表长沙

参加了21次全国赛，遗憾的是，

最好的成绩只是第二名。“下个

月， 我就要去厦门参加乔丹杯

第26届全球华人篮球邀请赛。”

届时，他将和来自中国、美国、

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

243支参赛球队一比高低，过足

球瘾。

篮球让人保持“年轻态”

“我有6个子女，7个孙子，2

个曾孙子，四世同堂，家人感情

都很好。” 谈起自己庞大的“家

族”，袁云爷爷感慨，能全心全意

“玩”自己的篮球，就是因为有这

么个幸福、省心的家庭。

上午和老伴跳跳舞，下午没

事搓麻将，还有自己家的沙皮狗

“哈利”解闷，到处打球比赛，袁

爷爷的晚年生活，可真是羡煞旁

人啊！

■记者 李琪

80岁老人，打了65年篮球

10月14日下午，长沙市工人文化宫的室内篮球场，一名穿

深蓝色球衣的队员运球转身、假动作闪过两个对手后，来了一个

漂亮的“三步上篮”，引来观众连连呐喊。

这是“长沙市中老年男子篮球赛”决赛，场上身姿矫健的可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刚刚进球的这个更是有80岁高龄，他就是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赤岗冲社区的袁云爷爷，球龄长达6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