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温暖莲城

湘乡市
栗山镇巴江
村给贫困人
员发放慰问
物资。
（本报记者
吴珊 摄）

“社工姐姐，你们今天会来我家看
我吗？”“小美玉，我们来看你啦！”湘潭
县意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走进湘
潭县青山桥镇晓南村小美玉家，查看

“宝贝小屋”项目改造进度。
眼看农历新年就要到来，湘潭县

意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与执行的 3
间“四个小屋”建设已经完成。社会组
织携同基层社工站，联动志愿者、社区
公益慈善资源等深入开展"宝贝小屋、
阅读小屋、直播小屋"建设，为推动乡
村振兴贡献社会组织力量。

当天现场，社工带着床、衣柜、书
桌、床上用品、台灯、学习用品来到小
美玉的家中。现场，他们有的忙着安
装床和衣柜，有的忙着整理铺床叠被，
有的整理打扫卫生，不一会儿，崭新的

“宝贝小屋”出现在小美玉眼前，整个
房间焕然一新，小美玉看到自己的“宝
贝小屋”十分开心激动，“我终于有一
间属于自己的漂亮房间了，我太喜欢
了，谢谢社工姐姐们。”

“宝贝小屋”改造前，社工通过多
次探访，详细了解儿童的家庭、生活、
学习、健康、监护人责任落实及家庭经
济状况，鼓励儿童努力学习，加强个
人卫生、安全意识，与监护人进行多
次面对面交流，持续关注孩子心理健
康和生活技能的培养，并请专业人员

对房屋结构做了详细的分析，设计配
适儿童的装修风格、改造小屋电路、
粉刷墙壁、安装吊顶、采购家具，确定
方案细节，为儿童打造温馨舒适的宝
贝小家。

青山桥鳌鱼学校是一所湘潭县农
村偏远山区的小学，学校全都是留守
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基本
上都是爷爷奶奶照顾，在学校学习只
有课本，老师偶尔会讲讲故事，学校反
映家长都不愿订阅课外读本，在家以
手机或电视为伴。为丰富孩子们的课
余生活，由省福彩资金支持，意善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在学校打造了一间阅读
小屋，崭新的书桌、漂亮的书柜、多种
多样的读本绘本。

湘潭县花石镇是湘莲之乡。花石
村的康女士种植百亩莲子，集种植、加
工、包装、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并创
立“潭莲”品牌，目前的瓶颈在于产品
的销售、品牌的推广和宣传。意善社
工了解到情况后，为康女士打造了一
个“直播小屋”，提供了专用场地、专业
设备开展直播活动。

接下来，我市民政部门还将采取
“志愿者+社工”“线上平台+产业”等模
式开展帮扶工作，动员引导各级社会
组织主动参与‘四个小屋’建设，以实
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
学院研究生张浩男痴迷历史悠久的
湘潭纸影戏。1月 22日，他向湘潭
吴氏纸影戏第22代传人吴渊递上拜
师贴拜师学艺，吴渊接受张浩男的
拜师贴，并赠送他一套制作湘潭纸
影戏影偶的铁柄异形刀，希望他将
非遗技艺发扬光大。

24岁的张浩男是艺术设计专业
研二学生，在湖南科技大学读本科
时，因参与设计传统文创产品与吴
渊相识。之后张浩男配合吴渊多次
参与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活
动，“吴渊精湛的表演和湘潭纸影戏
中包含的传统元素深深吸引了我。”
张浩男说，在本科学习期间，他根据
湘潭纸影戏人物造型特征，运用自
己学习的专业知识将湘潭纸影戏的
元素融合到文创产品中，制作出不
受场地限制的体验湘潭纸影戏产
品。“打开这些产品包装后，里面有
影偶的材料和部件，使用时就像拼

积木一样，通过自由组合，做出不同
人物造型的影偶，玩的时候不需要
像传统纸影戏一样使用灯具，而是
把手机放置在包装盒中打开照明，
操控影偶，就可以营造出传统的纸
影戏气氛。”张浩男告诉记者，读研
究生之后，他有了进一步传承湘潭
纸影戏并将它融入现代元素的想
法，这样非遗文化也会变得时尚起
来。张浩男把自己的设想和希望深
入学习湘潭纸影戏的想法告诉了吴
渊，吴渊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
求。

在举行了传统的湘潭纸影戏拜
师仪式之后，吴渊开始手把手传授
湘潭纸影戏影偶制作以及影偶操控
等技艺。“我会在教学过程中秉承传
统、寓教于乐，同时鼓励张浩男结合
自己所学的专业特长勇于去尝试，
设计出更多的含有新元素的纸影造
型，让传统湘潭纸影戏在现代灯影
中流光溢彩。”吴渊说道。

吴渊手把手传授湘潭纸影戏影偶操控技巧。（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研究生拜师学艺传承湘潭纸影戏技艺
本报记者 廖艳霞

拒执罪？
“老赖”一次性还款15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周伟豪）“喂，请问是法官吗？
我是彭某，我想还钱。”前不久，雨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接到这
样一个电话，消失了近四年之久的被执行人主动要求还款。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因对方迟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陈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对
被执行人黄某采取了司法拘留，并调取了其手机内证据材料，
里头有高消费的记录，以及“宁可拘留也不愿意还款”的微信聊
天记录。

然而，司法拘留到期后，黄某仍不履行还款义务，还更换了
联系方式，以图逃避执行，导致该案一度陷入僵局。2023 年
10月，雨湖区人民法院以黄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接到公安机关的传唤后，黄某一下“慌了”，赶紧联系执
行法官，主动履行还款义务，争取申请执行人的谅解。经法院
组织协调，黄某很快一次性支付15万元，并约定余款分期支付
完毕。

过去一年，雨湖区法院持续加大对拒不执行犯罪的打击力
度，通过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执行联动，注重发挥典型案例的教
育作用，警示被执行人逃避和对抗执行的严重后果，为建立诚
信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只要是食物
就都是厨余垃圾吗？

厨余垃圾是最常见的生活垃圾，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会产
生。然而，在厨余垃圾的分类投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几乎人
人都犯过的小错误，下面这三个最常见的厨余垃圾分类误区，
你有没有“踩过坑”呢？

误区一：
只要是食物，就是厨余垃圾

我们知道，厨余垃圾包括残羹剩饭、瓜皮果核、残枝落叶
等，特点是易腐烂的有机物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厨房或
餐桌上剩下的食物，基本都属于厨余垃圾。

凡事总有例外，有一小部分食物垃圾并不能按厨余垃圾来
投放，包括大骨头、榴莲壳、椰子壳等耐腐蚀且非常坚硬的物
品，粽子叶、玉米叶等有较强韧性的物品，还有我们前几期提到
的口香糖、泡泡糖等含有橡胶、塑料等不易降解成分的物品。

这些食物类垃圾，通通都属于其他垃圾。
正常的厨余垃圾应该是诸如鸡骨头、鱼骨头、苹果核等较

软且易腐蚀的物品。

误区二：
厨余垃圾装袋后，直接投入垃圾桶

常用的塑料袋，即使是可以降解的，也远比厨余垃圾更难
腐蚀。目前最好的做法是先破袋，将厨余垃圾倒入厨余垃圾桶
中，再把塑料袋投入其他垃圾桶内。

误区三：
过期食品连带包装物，直接投入垃圾桶

过期的食品属于厨余垃圾，但它们的外包装（一般为塑料
或纸质的包装袋）大多属于其他垃圾。

正确做法是将过期食品与包装袋分离，将过期食品投入厨
余垃圾桶内，将
其 包 装 袋 投 入
其 他 垃 圾 桶
内。（来源：安康
市 城 管 执 法 局
吴珊 整理）

1月29日，市民在金阳城水果批发市场挑选水果。春节
临近，为满足春节市民对各类新鲜水果的需求，市场内的经
销商采取了产地直销等方式，确保了各类水果充足、品种齐
全。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冰糖柚、车厘子、沃柑、大枣、草莓、火
龙果等常见水果储备充足，许多经销商一天的出货量达到了
5吨，比平时增加多倍。

（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春节临近水果市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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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组织助力
乡村振兴“四个小屋”建设

本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刘鑫

民政系统“迎新春送温暖”
165万元物资慰问困难群众

用爱托起“一老一小一残”
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廖艳霞

本报讯（记者 吴珊）从 1月 25日
开始至春节之前，湘潭市民政局 2024
年“迎新春送温暖”慰问活动正式启
动，约 165万元的物资将在这段时间
送到全市困难群众的手中。

当前正值低温雨雪天气，全市各
级民政部门时刻把民政服务对象特别
是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本
次“迎新春送温暖”慰问活动将重点对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重病重
残患者、孤儿、失能困难老年人和本次
低温雨雪冰冻受灾群众等群体开展慰
问，确保困难群众温暖祥和过节。

近段时间，市民政局通过争取专
项资金、慈善筹募等方式募集了约165
万元资金和物资，将对全市困难群众

开展慰问。其中，市慈善总会自筹资
金 55万元，统一采购了 4800份大米、
4500份食用油，将在春节前全部发放
到位。

为凝聚社会大爱，市县各级民政
部门正积极发动社会组织、社工机构
等社会力量参与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如兴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启动了“莲”
动未成年人·圆梦微心愿公益活动，为
100位困境和留守孩子一对一提供物
质和精神支持。

市民政局负责人呼吁，希望广大
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到春节
慰问行动中来，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汇聚社会向善力量，不断增强困
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在湘钢及周边“十里钢城”的土地
上，在湘潭市区乃至湘潭县偏远农村的
田野小路上，在老人、孩子及残疾人家
里，您可能经常会看到 一群“蓝马甲”
忙碌的身影，代买菜、送油粮、陪医，送
学费、送礼包、装扮小屋，完成“微心
愿”、送服务……这些平凡的小事，他们
干了一年又一年，一件又一件。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湘潭市湘钢帮帮
团志愿者协会志愿者。2023年是他们
志愿服务的第十年，让我们把时间轴往
回拨一拨，品味他们背后的温暖故事。

尊 老 助 老

——让老人们安度晚年

刚刚过去的一个腊八节，一碗小
小的腊八粥，却温暖了湘钢岳塘街道
六个社区以及家园养老中心、晨辉养
老中心的老人们。当天，湘钢帮帮团
志愿者协会志愿者给这里的老人们送
去了暖人心田的腊八粥，至今让老人
们感动在心头。

不只是腊八节，从年头到年尾，从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到重阳节等各个
传统节日，协会都会给老人们精心准备
节目，让他们欢聚一堂，共庆佳节。他
们还会去“一对一”精准帮扶的老人家，
给他们送庆节物资，送爱心送温暖。

这是协会品牌项目——亲情归巢
精准帮扶项目。2023年，协会联合社区
惠民项目五社联动，在岳塘街道六大社
区开展活动 58场，其中趣味运动会、手
工烘焙、包粽子比赛、茶话会、社区文艺
汇演等内容丰富的社区大型活动10场；
上户慰问孤寡、残疾、失独、高龄空巢、
困境、军烈属等六类老人300人次，项目
实施共惠及老人6000人次。

过去这一年，他们还承接湘钢离
退休处“我为老同志办实事”项目，目前
共接任务 79单，派出志愿者 149人次，
服务17位离休老干及老领导，服务时长
353小时，解决了老同志日常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志愿者们帮我搞了卫生，可
以干干净净过个好年了。”离退休老干
部戴爷爷前不久就接受了协会志愿者
的打扫卫生服务。

爱 幼 助 幼

——让孩子们茁壮成长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报爱心人
士，将来有能力传递爱心。”正值寒假，
湘潭县石潭坝金石村武家组的武同学
在帮家里做力所能及家务的同时，不忘
复习功课。

他知道，圆梦读书来之不易，是湘
钢帮帮团志愿者协会给了他圆梦的机
会和信心。他是协会长期帮扶资助的
学生。他自幼父母离异，与爷爷奶奶相
依为命，靠姑姑帮衬才能上学。爷爷去
世后，他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3年来，
协会都会在开学前为他送去学费，还联
系湘钢团委和湘钢炼铁厂三高炉党支
部筹集资金帮他建设了“希望小屋”，大
大改善了他的居住环境。2023年上半
年，由于雨水多，武同学家破旧不堪的

房子垮塌了一部分，只得四处借钱，重
建了几间平房。协会联系湘钢炼铁厂
三高炉党支部为他募集了1万元爱心款
送到了他家，并与之签订了 3年帮扶协
议，将每季度资助他2000元。

过去一年，协会发动爱心人士帮
扶困境学子 43位，送学费及物资 4.5万
余元。同时链接资源，在湘潭县中路铺
镇、花石镇内帮扶 2个困境家庭学子建
设“希望小屋”项目，改善他们的学习生
活环境。

协会还持续开展七彩童年助学活
动，加强对农村未成年人的关爱与陪
伴。项目2022-2023年度共实施了2所
农村学校，发放 220个绘画礼包。在湘
潭县花石镇石坝中学、日华中心小学建
立 15个班级图书角，捐赠 15个书柜，
1494本图书。项目不仅送去绘画教学
培训、交通安全知识培训、红色励志教
育、防溺水急救知识培训、羽毛球基础
入门培训，还组织乡村孩子到湘钢研
学，参观大国工匠艾爱国工作室，增加
学生与外界的交流，组织学校开展绘画
比赛及“梦想书屋征文”活动，帮助孩子
提升绘画和写作水平。该项目经湖南
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评估，被评为“优秀
项目”。

扶 残 助 残

——让残疾人生活更有尊严

有人想换一个期盼已久的足下垂
矫形器；有人想销售滞销的蜂蜜；有人
想要电饭煲、运动鞋、烧水壶等物资，这
些残友们的“微心愿”都在湘钢帮帮团
志愿者协会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过去一年，协会“以爱之名助残微
心愿”项目，撬动社会资源，通过捐款、
捐物、认领微心愿等方式为湘潭县50位
残友完成微心愿。

“我们主要通过撬动社会资源，是
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让残
友们更温暖，生活更有尊严。”湘钢帮帮
团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吴智萍说，湘潭市
长航电机有限公司、湘钢设备工程部计
量与标准车间、湖南上电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湘潭天伟工贸有限公司、湖南梅
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团委、湘钢保卫
处团委，湘潭市中心医院南院、湘机小
学 2007班等多家企业单位都纷纷慷慨
解囊，助力项目的开展。

“邻里守望”助残志愿服务项目也
是协会长期开展的项目，项目以60岁以
上重度困难残疾人为服务主体，以志愿
者与残疾人“一对一”结对帮扶为主要
形式，为重度困难残疾人提供每月一至
两次的生活照料、亲情陪伴、心理抚慰
等服务，受惠残疾人达300余人次，项目
被湖南省残联作为典型在全省推荐。

协会还创新性开展了“爱心接力
棒”项目，倡导资源再利用，广泛收集闲
置在特殊家庭中的轮椅、推车、助力车、
拐杖、医用床等物资，经统一入账管理
再进行转借，帮助急需的家庭解燃眉之
急。项目持续开展七年，2023年辅具等
物资转借已达29次，其中医用床通过湘
潭县残疾人联合会转赠 4次，既帮助了
残友，也做到了物尽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