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方齐心护航 学生茁壮成长
湖南日报 3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全娅琴）“听了孩子在校

情况介绍和老师的建议，我们心里更有

底、更放心；新学期我们会更主动地配

合老师，一同促进孩子学习进步、身心

健康。”在刚刚结束的寒假里，衡南县各

中小学校利用春节返乡契机，全面开展

留守儿童家访，引导家长关注、关心、关

爱孩子健康成长。

“对留守儿童、特别是节假日无人

看护的留守儿童，我们要求各学校提供

免费托管服务，组织志愿者开展普法、

庆生、伴读等帮扶活动。”衡南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县构

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安全

屏障，引导三方共同呵护青少年儿童身

心健康成长。

人身安全是校园安全的重中之重。

全县中小学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行

动，对各校食堂的后厨操作实时监控，并

邀请家长试餐，让家长监督学校食堂。消

防安全教育进课堂，用火、用电、用气安

全成为家长学生必备常识。县教育局联

合县公安系统，组织警力对县城内中小

学校开展“护学岗”，对上学、下学车辆高

峰期交通进行疏导，引导学生安全过马

路。全面建设启用智慧校园门禁系统，并

加强学校周边道路巡逻管控和校内治

安隐患排查，切实把好校园安全关。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基

石。衡南县创新推出“八个一”工作模式，

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校本课程

重要内容，按照两周 1 课时标准，开好、

开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因地制宜

建设 130 个“知心屋”，吸引专业心理咨

询师和家长志愿者，运用沙盘游戏、音乐

减压、情绪宣泄、个辅团辅等方式，为学

生提供专业且持续的心理咨询和疏导。

三 方 齐 心 护 航 ，学 生 茁 壮 成 长 。

2023 年，该县 11 万名中小学生中，出现

行 为 障 碍 问 题 的 风 险 由 4.79 分 降 至

2.58 分 ，出 现 情 绪 障 碍 问 题 的 风 险 由

3.55 分降至 2.76 分，在校学生违法或重

大违纪为零。

衡南县

湖南日报 3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刘政）身体哪些部位不

允许别人触碰？遇到性侵怎么应对？3 月

6 日，宁乡市明德蓝月谷学校邀请湖南

省第二女子监狱政治处副主任姚聪，给

学生上了一堂防性侵普法课。

“这次讲座让我知道了，如果遇到

危险情况，我们应该尽量拖延时间，不

要激怒对方。如果是熟人作案，可以视

情况尽早呼喊求救。”八年级 2207 班学

生曾珂嵘在听了讲座后说。

该校建设堡垒式安全教育网络，编

写《学生必读》《老师必读》校本教材，确

保安全管理人人有责，事事有人管、件

件有章可循，把学校安全管理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学校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

对师生进行安全教育，邀请各行各业专

家组成最强“护蕾”宣讲团，通过每日广

播、每周班会、每月演练、每学期讲座等

宣讲安全知识；学校投入专项资金实现

视频监控、亮化照片全覆盖，筑起了安

全屏障，消除治安“黑点”，形成联防安

全体系。

学校还通过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将

安全防线前移。该校建立了重点关护档

案，给心理、身体、家庭存在特殊情况的

学生配备一位联点老师，采取定期谈

心、上门家访、主题班会等方式给予重

点关注，以打破孩子“心墙”，让其融入

学校。

该校学生小毅经常在课堂上吵闹。

班主任老师了解到，小毅从小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父母关爱不够。班主任老师

询问孩子母亲，发现家长并未察觉这一

情况。听从老师的建议，小毅父母带他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孩子患有多动症。此

后，老师时常在课余陪他谈心，鼓励他参

与班务活动、与同学交朋友。并每天与家

长联系，告诉他们如何陪伴孩子。一年

半时间，小毅发生转变，和同学相处融

洽，不再孤僻叛逆，慢慢走入正轨。

该校自 2021 年建校以来，未发生

重大安全事故，接受“长沙市平安校园

标兵单位”验收获得一致好评。

强化安全教育 撑起“平安之伞”
明德蓝月谷学校

湖南日报 3月 9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唐东升 王君）今天，永

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困境儿童魏小

勇（化名）吃过饭，便抱着篮球出门了。

这个篮球是前不久爱心人士送的新年

礼物，他爱不释手，一有空便去练球。

“这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礼物，我要多打

篮球锻炼好身体。”

春节期间，冷水滩区委、区政府积极

衔接社会资源，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等搭建平台，把“春的温暖”带

给困境儿童。一批志愿者走进上岭桥镇

困境儿童家中，为困境儿童做好心理疏

导、实现“微心愿”；5 家爱心企业集中捐

赠了价值 20余万元的物资“温暖包”。

该区共有 58 名孤儿、191 名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为了让他们切实感受到

“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当地

出台系列文件，将适龄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及时纳入教育、医疗保障、控

辍保学和关爱服务范畴。2023 年共发放

生活保障金 237.16 万元。同时，加强心

理关爱和帮扶，建设 5 个特色示范儿童

之家，每年推出暑假公益课堂，开设传

统文化、安全自护、兴趣拓展等特色课

程，服务困境、留守儿童及家长 4000 余

人次。

去年 11 月，冷水滩区摸排出 200 名

困境儿童，因多种原因没有纳入政策保

障。该区建立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

机制，通过“区财政挤一点、社会筹一

点，爱心企业捐一点”的方式，做好“吃、

穿、住、学”等基本生活保障。相关部门

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健康成长夏

（冬）令营、“微心愿”、看电影、研学等精

神文化活动；乡贤对上大学的事实无人

抚养少年，按照孤儿奖学金标准给予每

人每年 1 万元的帮扶；园区每年解决困

境儿童春夏秋冬衣服 4 套、鞋子 2 双、书

包 1 个。

多项举措发力 关爱困境孩子
冷水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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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3 月 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王晗）今天，湖南湘江新区举

办 2024 年“ 春 风 行 动 ”主 场 招 聘 会

暨“ 乐 业 湘 江 ”重 点 产 业 链 企 业 供

需 对 接 会 ，200 余 家 企 业 线 上 线 下

发 布 就 业 岗 位 上 万 个 。其 中 ，中 联

重 科 、华 自 科 技 、万 兴 科 技 等 56 家

重点企业携 5000 多个优质岗位，现

场“一站式”面试，吸引众多求职者

参加。

“公司 AI 应用领域业务快速拓

展，长沙研发‘大本营’高端研发需

要上百名人才。”万兴科技招聘经理

向嘉伟介绍，公司自 2018 年落户以

来在湘员工人数翻了 10 倍，此次带

来 的 岗 位 涵 盖 算 法 、架 构 、数 据 分

析、测试等应用研发领域，岗位最高

年薪达百万元。

浏 览 信 息 、人 脸 识 别 、生 成 简

历、确认提交……招聘会现场，一款

可“刷脸”的智能求职机前，吸引求

职 者 驻 足 体 验 。“ 整 个 过 程 只 需 15

秒，简化求职流程，也为低学历和大

龄 求 职 者 带 来 便 利 。”工 作 人 员 介

绍，主会场和 6 个分会场还同步直播

带岗，14.33 万人次在线观看。

活动现场，湘江新区为 10 家重

点企业发放了定制化就业服务“大

礼包”，其中包含一场企业专场招聘

会、一次“湘江开放日”企业推荐、一

场政策入企宣讲活动、一次和谐劳

动关系指导等。

湖南日报 3 月 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谭怡里）“登车，

出发!”3 月 7 日晚 7 时 30 分许，长沙

市 公 安 局 举 行“ 凝 心 聚 力 保 平 安

扬帆起航再出发”特警铁骑出征仪

式。100 台铁骑奔赴巡逻区域，守护

万家灯火。

2022 年 3 月，长沙市公安局立足

社会面治安形势和警务实战需求，

创建了一支特警铁骑队伍。每天出

动 300 台次铁骑摩托车，在早上 7 时

至晚上 11 时 30 分（夏季延长至次日

凌晨 2 时）开展常态化巡逻，确保问

题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突发警情第

一时间处置、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

解，拧紧城市“平安阀”。

3 月 4 日晚 9 时 40 分，第三特警

大队中队长杨伟平驾驶铁骑巡逻至

五一路附近，发现一台行驶车辆有

冒烟迹象，便一路跟随观察。该车停

下断电后，杨伟平取下随车携带的

灭火器，打开冒着浓烟的引擎盖进

行处置，防止了一起汽车自燃事故。

“我们巡逻 时 ，会 留 意 有 无 群

众 求 助 、有 无 突 发 警 情 等 ，一 旦 发

现 ，第 一 时 间 处 理 。”杨伟平介绍，

铁 骑 搭 载 集 蓝 牙 通 信 、北 斗 定 位 、

4G 图 传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鹰 眼 系 统

终端，配备了对讲机、执法记录仪、

电击钢叉、便民急救包等装备。在警

情处置中，特警铁骑路遇警情占比

高达 98%，其中群众救助类警情占比

近 70%。

两年来，长沙特警铁骑累计出

动警力 14.77 万人次，投入铁骑 12.5

万台次，巡逻里程 702 万公里，处置

各类警情 3672 起，服务群众 6.37 万

人次，社会可防性案件下降 24.5%。

长沙特警铁骑守护城市平安
两年来巡逻里程702万公里，服务群众6.37万人次

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
南赛区男子组鏖战娄底

全国22支队伍参赛

湖南日报 3 月 9 日讯（全媒体

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邓志文）近日，

2024 年全国（U14）青少年篮球联赛

南北大区赛（南区）男子组（湖南娄

底创发赛区）在娄底开幕，来自全国

部分省市自治区的 22 支队伍 400 余

名运动员参赛，我省共有长沙一中

岳麓、长沙湾田勇胜海神、湖南地质

中学、娄底二中、明德华兴 5 支队伍

参赛。

本届联赛由中国篮球协会、中

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U14 青少年

篮球联赛分南、北两个赛区举行，北

赛区落户山东青岛，南赛区落户湖

南娄底。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和交叉

赛制，历时 8 天，南赛区共 72 场角逐，

两个分赛区的前八名将争夺全国总

冠军。

近年来，娄底着力打造“运动之

城”，投资 10 多亿元建成省内一流体

育场馆，引进茵浪体育、恒冠体育、

七大洲体育照明等体育企业入驻园

区，现有上规模体育制造企业 7 家，

年产值突破 3 亿元。娄底已成功举办

首届中非少年足球友谊赛、第十二

届省运会、湖南省篮球联赛等高规

格、大规模体育赛事，“高铁城市·直

达娄底”赛事品牌影响力日益增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韵霞

3 月 7 日 下 午 ，湖 南

日 报 社 株 洲 分 社 来 了 一

对送锦旗的夫妻。

“我昨天做了肾移植

术前体检，准备开始匹配

肾源了。”今年 36 岁的陈

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他

告诉记者，自从今年初被

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等

媒 体 和 网 友 关 注 后 ，株

洲 这 座 城 市 开 启 了 一 场

温 暖“ 接 力 ”，让 他 的 生

活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转

变……

陈伟是衡阳人，自幼

跟 随 父 母 在 株 洲 闯 荡 。

确 诊 前 ，他 在 株 洲 有 一

份 固 定 工 作 ，通 过 相 亲

认 识 妻 子 ，组 建 了 温 馨

的小家庭。

2022 年 6 月，陈伟确

诊患尿毒症，脖子插上了

一根透析管。“像天线一样，工作也

干不了。”陈伟低声喃喃，那段日子

没了收入来源，十分拮据，每个月 10

余次的透析费用，加上药费和房贷，

一家 4 口不吃不喝也要花费 4000 多

元。几个月过去，陈伟和妻子的积蓄

所剩无几。

为 维 持 生 计 ，他 和 妻 子 带 着 一

双儿女走上街头摆 摊 。每 天 上 午 在

医 院 进 行 4 小 时 的 透 析 治 疗 后 ，陈

伟披上衣服赶回家，准备小吃摊的

食材。傍晚时分，他和妻子在株洲职

教 城 支 起 摊 车 ，卖 5 元 一 个 的 鸡 蛋

汉堡。7 岁的女儿和 4 岁的儿子无人

照顾，夫妻俩就带在身边，摊车旁的

一张小方桌，成了孩子们的餐桌、学

习桌。

然而，摆摊是靠天吃

饭，收入很不稳定。职教

城的学生放寒假后，摊车

无处可去。“我的透析不

能停，赚钱也不能停，停

下 了 我 的 身 体 就 会 出 状

况。”陈伟陷入焦灼。

正是此时，一位网友

将他的故事发布在网上，

经新湖南客户端、三湘都

市 报 等 媒 体 报 道 后 ，不

少 市 民 伸 出 了 温 暖 的 双

手 ；当 地 城 管 部 门 帮 忙

在 夜 市 联 系 了 摊 位 ，免

除 租 赁 费 用 ；好 心 人 为

他定制餐车，送来捐款、

米油、小孩的衣服、补身

体的鸡蛋……

小小的摊车，装下了

陈 伟 一 家 乐 观 生 活 的 信

念，也装下了一座城的温

暖。

不久前，陈伟听从医

生的建议，开始排队等待

匹配的肾源。“我本想再

晚几年，因为我手里就这么点钱，就

算有肾源也没钱换。”陈伟说，对尿

毒症患者来说，5 年就是一个坎，医

生建议他尽早排队匹配肾源；他也

希望创造奇迹，再活两个“5 年”，陪

孩子长大。

陈 伟 注 册 抖 音 号“ 小 伟 的 梦

想”，头像是儿女为他画的肖像，背

景图是一片写着“爸爸我爱你”的叶

子。“谁都不想风餐露宿，很多时候

只 觉 得 对 不 起 孩 子 。”陈 伟 告 诉 记

者，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再活 10 年，

把一双儿女养大成人”。

“ 我 们 现 在 已 经 很 好 、很 满 足

了。”陈伟的妻子朱海鸥告诉记者，

为了回馈社会，今年初，两口子一天

送了 400 个鸡蛋汉堡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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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王勇 黄开龙

3 月 4 日清晨 8 时许，绥宁县的天气

透着些许寒意。额头布满汗珠的龙运跃

正和工人在公路旁清理水沟，将沟里的

黄泥清出，细心地放到道路靠近深沟的

一边夯实，用来保护路基。

年过半百的龙运跃，是绥宁县公路建

设养护中心干线养护部一线工作人员，负

责绥宁县南片 123 公里国道和省道养护。

34年来，龙运跃一直守护在崇山峻岭间的

公路上，流逝了年华，却绽放了美丽。

绥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神

奇的绿洲”。这里山峦叠嶂，一条条公路

如丝带般环绕在山间。1989 年，18 岁的龙

运跃，接过父亲的锄头，成为绥宁天堂工

班的“路二代”。

起初，龙运跃每天跟着师傅早出晚

归，认真学习养护技术，遇到问题虚心求

教。

由于工作出色，不久龙运跃便得到上

级领导好评，被委以重任，成了最年轻的

下寨道班班长。为不负重托，他主动承担

车流量最大、尘土飞扬、任务最重路段的

养护任务。砂路改成油路后，别人不想干

的“土法子”烧油工作，他更是一个人全包。

道班在龙运跃心中，除了责任，更多

的是热爱。有一次，县公路局领导找他谈

话，问他是否愿意进局机关上班，他摇了

摇头说：“请局领导把我安排到最偏远的

山区道班，我有信心干好这份事业。”就

这样，他又在杨家寨、下寨、兰家、鹅公等

道班工作了 10 余年。每到一个新环境，他

总能干出新成绩，所在的道班连年被评

为县局先进单位。他还根据实践经验首

创开挖标准水沟，这一创新养护工艺在

邵阳市得到推广运用。

在龙运跃的眼里，道班就是他的家。

他 劈 柴 熬 油 ，捡 石 铺 路 ，道 班 里 的 经 费

他 总 是 能 省 则 省 。可 是 ，这 样 一 个“ 吝

啬”的人，却自掏腰包购买了拖拉机，拖

垮方、装砂石，他乐此不疲。每当班友笑

他“私车公用 ”，他总是憨厚地回应“应

该的”。

龙 运 跃 觉 得“ 应 该 的 ”事 情 还 有 很

多。2012 年 6 月的一天，龙运跃正在清理

水沟，一辆呼啸而过的面包车，因速度过

快，在转弯处不慎翻车。龙运跃急忙停下

手中的工作，将困在车内的伤员救出，并

拨打 120 急救电话，热心地将伤员抬上救

护车。

2013 年，由于工作需要，龙运跃被调

回县局工作。回到机关的龙运跃，依旧是

那个一心扑在公路上的“老黄牛”。他主

动请缨，承担起了绥宁县南片区域大部

分国省干线的巡查养护工作。

南 片 区 域 公 路 多 为 蜿 蜒 曲 折 的 山

路，地形较为复杂。每天，龙运跃都早早

出发去巡路，车上常备扫帚、铁铲、锯子、

斧头等工具，以便在巡查中发现问题及

时 处 理 ，确 保 道 路 安 全 畅 通 。最 多 的 时

候，龙运跃一天巡路超过 100 公里。

这些年，随着公路养护事业不断发

展 ，龙 运 跃 带 头 研 究 养 护 新 工 艺 、新 技

术、新材料、新设备。去年，绥宁县内国省

干线公路优良率达 97.28%，其中就少不

了他的付出。

2023 年除夕前夜，受冻雨天气影响，

S251 线行道树倒伏严重，道路正常通行

被阻断。龙运跃迅速组织工作队前往事

发 点 ，在 零 下 低 温 天 气 中 ，连 续 作 业 一

天，抢通超 30 公里道路，抢修区域 10 余

处。他身着单衣，汗水早已浸湿了衣衫。

“我不怕累，也不怕苦，只希望我负责的

道路畅通无阻，安全舒心。”龙运跃说。

老百姓的故事 “只希望我负责的道路畅通无阻”
——记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一线工作人员龙运跃

湘江新区“春风行动”送岗上万个
AI应用领域最高年薪达百万元

3 月 9 日，改造后的

洪江市安江纺织厂老旧

房屋焕然一新。作为增进

民生福祉的“幸福工程”，

该市去年来对全市 43个

老旧小区 624 栋建筑进

行改造，提升了城市面

貌，改善了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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