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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助老传温情
本报讯（记者 廖艳霞）日前，湘潭市湘钢帮帮团志愿者协会

与岳塘区岳塘街道三株岭社区联合开展的“手牵手·共夕阳”慈善
助老服务项目正式启航。项目以三株岭社区为实施区域，以“慈
善+志愿”的服务方式面向社区老年群体开展为期一年的项目服
务，预计重点服务对象15名，受益人次达600人次。

三株岭社区是湘潭市首批社区慈善试点之一，成功设立了湘
潭市慈善总会岳塘区岳塘街道三株岭社区慈善基金，并顺利进行
了公开募捐备案。该社区属于典型的老旧社区，社区内老龄化现
象较为严重，60岁以上老年居民 3012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57%，
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龄人口的27%，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
123人，空巢家庭约131户，独居老人约220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
十分突出。湘钢帮帮团成立十年来，长期关注“一老一小一残”，
打造了系列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双方携手开展“手牵手·共夕阳”慈善助老服务项目，将充分
发挥湘钢帮帮团协会社会组织优势，链接社会资源，面向社区老
年群体，尤其以社区中空巢独居、低保特困、失独、残疾四类老年
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从2025年1月到2025年12月，开展定期
入户照料、集体生日会、多元主题社区活动，实现微心愿行动及构
建社区内的志愿支持网络，全方位服务老人。

社区将以入选全市首批社区慈善试点为契机，以“手牵手·共
夕阳”慈善助老服务项目为支点，以公益服务理念感染带动辖区
居民群众参与爱心捐赠、志愿实践，汇聚慈善力量，资助困难家
庭、改善人居环境、开展多元社区服务等，大力推进社区公益慈善
事业发展，助力社区“善”治。

近二十年的“难题”
画上了句号

——“洞庭清波”助推湘乡“生态为民”行动
见实效

本报记者 廖艳霞 通讯员 陈威军 王雪峰

日前，湘乡市育塅乡洄水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养殖整治
任务完成销号，标志着湘乡市2024年乡镇级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环境整治工作任务全面完成。这是湘潭市纪委监委驻市生
态环境局纪检监察组、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以“洞庭清波”专项行动为抓手，有效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生态
环境问题，助推环保领域民生实事落地落实的又一实践成果。

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整治是湖南省、湘潭市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是提升人民群众幸
福指数的重要抓手。鉴于湘乡市育塅乡洄水湾水库路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畜禽养殖问题久拖未决，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将其作为

“洞庭清波”专项行动重点内容推进。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
问题，有效保障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市生态环境局重点部署
调度，制定整治方案，明确责任主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严格按
照整改要求推动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销号，经多方共
同努力，这个困扰村民近20年的“难题”终于画上句号。

在整治过程中，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对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
进行了全面排查和评估，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规范设置标识标
牌、新建隔离网等相对应的整治措施。同时，组织专人对洄水湾
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附近的养殖户进行摸底排查，并多次入户
走访，与养殖户积极沟通，宣讲饮用水源保护的重要性，整治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水源地周边环境得到了明显规范改善，水质提
升得到了有效保障，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加安全、放心的饮用水
源。截至目前，水源地保护区内畜禽养殖已全部清退，所有相关
建筑物正在拆除及清理阶段。

下一步，湘乡市将加大饮用水水源地巡查排查力度，持续维
护辖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整治成果，确保群众饮水安
全。同时，根据拆除后地块污染情况，制定生态修复方案，结合地
域特点，加快健全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谋划探索更多将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注入新活力。

余互湘的身份是韶山市清溪镇永义
村党支部书记，研究地名文化是他的爱
好。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余互湘对家乡
有着深厚的情感，这份情感不仅源于他
对土地的依恋，更源于他对地名文化的
热爱。地名，对于他而言，是历史的见
证，是文化的载体，更是乡愁的寄托。

2015年，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永义
乡合并为清溪镇，这个地名消失在了历
史的长河中，后经各级领导和村民提议将
原来的白玉村改名为永义村，永义的名字
得以保留。这是村民共同的心声，也是余
互湘心中最珍贵的记忆。他深知，每一个
地名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
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永义的名字来源于“永义亭”。在余
互湘的记忆中，永义亭的故事从小就从
爷爷辈的口中流传下来。这座始建于清
朝康熙年间的亭子，曾是安化通往湘潭
驿道上的必经之地。村里人乐善好施，
在驿站设茶亭，免费为过往人员提供茶
水和休息场所。这份大义之举，让亭子
得名永义亭，日久天长，永义也成为了这
片土地的地名。

然而，永义村里的故事远不止于
此。民国时期护国军名将何海清，祖籍
湘乡，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英
雄。余互湘讲述着何海清的传奇经历，
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到加入中国
同盟会，再到响应武昌起义，何海清的一
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仅在战场上英
勇无畏，更在韶山永义兴建了海清学校，
捐水田作为办学经费，让穷苦农家子弟
也能接受教育。

在永义村的乌石组，70岁的沈枚生
所住的自建房还保留着一截 20余米的

土墙。这是 76年前何海清家中的粮仓
围墙的一部分。从这段残垣断壁中，我
们仿佛还能窥见当年何家庄园的盛
景。这些历史遗迹，正是余互湘心中最
宝贵的财富。

余互湘常常思考，地名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在他看来，地名不仅仅是地理
位置的标识，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
见证。保护地名，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
遗产，就是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余互湘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不仅

要保护这些珍贵的地名文化遗产，更要
积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地名文化。为
此，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努力。他组
织村民们开展地名文化讲座，讲述永义
村的历史与故事；他带领村民们保护历
史遗迹，让古老的建筑重新焕发生机；他
还积极联系外界媒体，将永义村的故事
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上
的文化与历史。

地名的保护在遵守法律法规和公
序良俗的基础上，也要尊重当地的历

史文化。在余互湘的努力下，永义村
的咏荷路、永冬路、永枫路、玉泉路等
4条村道，在命名时都沿用或嵌入了之
前的老地名，让大家感到格外亲切，且
朗朗上口。

余互湘的故事，是普通人的故事，也
是地名守护人的故事，是他对这片土地
深沉情感的见证。在韶山这片红色土地
上，余互湘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
每一个地名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让永义
村的故事永远流传。

“救回来了！”
本报记者 赵明

冬夜，气温逼近冰点，即便穿上了雨裤，但刚一下水雨
裤就漏水了，冰冷的池水不断涌入裤腿里，而脚下还有“拔
不开腿”的淤泥……当不少人沉浸在跨年夜的喜悦祥和
中，湘潭县公安局云湖桥派出所的驻村辅警沈城却面临着

“十万火急”的险情。即便困难重重，他仍坚定地向前，他
说，“不能让她在我眼前‘消失’。”

1月 5日，再回忆起几天前的惊险救援，沈城回答得很
干脆，“因为穿了这身制服，就没得考虑。”随着他的讲述，时
间回到2024年12月31日23时30分，云湖桥派出所值班室
报警电话响起，“有个女的在鱼塘里，不晓得什么情况，你们
快去！”热心群众报警——七里铺村320国道韶氮路口一口
鱼塘里的险情让人揪心。值班辅警沈城跟随处警民警一起
赶往事发地点，确定有人落水后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前
来准备急救。

“大姐，什么事咯？我们上来讲可以吧？”借着手电筒
和车灯的光，隐约见到一名中年女子站在鱼塘中间，水位
已经没过她的胸口，大家猜测她打算轻生，众人准备下水
营救的同时，喊话劝阻同步开展。可被困女子一言不发更
让人担心，“她对我们的喊话毫无反应，我的心都提到了嗓
子眼。”沈城是名“老”辅警，近5年辅警工作中，他营救过好
几次轻生者，根据经验判断，眼前这种不交流的人，营救难
度大、危险性高，可以说生死就在一瞬间。

再危险，也要有人上。沈城迅速穿上雨裤，下水营
救。冬夜寒风刺骨，水温比气温更低，双脚刚踏入水中，沈
城就感觉刺骨的寒凉从脚底袭来，原来雨裤破损，池水从
孔洞中涌入，灌入裤腿里。救援时刻，分秒必争，顾不得冰
冷的水，沈城一步步踩入鱼塘底部的淤泥中，越往水深处
走，泥土越泥泞，“每一步都要耗费很多体力，感觉下半身
全埋在稀泥里”。十多米的距离，对此时的沈城而言，漫长
又艰险。好不容易靠近了被困女子，他发现女子并非轻生
者，而是一位几乎无意识的人，因为浸泡在冷水中时间过
长，她全身已冻僵硬，既不会交流更不会自主脱困。沈城
只能给女子套上救生圈，岸边同事拖拽救生圈上的绳索，
沈城助力扶着女子一步步挪向岸边。带着不懂配合的女
子踩着泥泞、淌着池水行进谈何容易，沈城说已经记不清
用了多长时间，只有“带她上岸”一个念头，等到将女子交
给岸边的同事时，一向体力不错的沈城累得气喘吁吁，瘫
坐在了岸边。

女子获救上岸后，被等候多时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
查，除着凉外身体无碍。家属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医院，
据了解，女子身患疾病，发病后无法控制自身行为，趁家人
不备离家并跳入鱼塘，还好被路人发现报警，民辅警的营
救让她“捡”回一条命。

担任古湖村驻村辅警已快 5年，“主防加服务”沈城已
熟稔于心，冒险救人也不是第一次，他说，“选择了这份职
业的人，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眼前消失，都会
竭尽所能拯救，‘救回来了’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救援途中
小车“二次事故”谁来赔？

本报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李舟

小车不慎发生侧滑事故，保险公司闻讯委托第三方公司救
援，第三方公司又委托拖拉机手实施救援。没想到，小车途中又
发生侧翻，第二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谁来赔？不久前，这样一起财
产保险合同纠纷被诉诸法律。

2024年2月12日，方某驾驶小车行驶至湘潭县分水乡时，小
车不慎侧滑至路边护坡上受损。方某联系车辆承保方某保险公
司实施道路救援，保险公司委托位于湘潭县的某公司前往施救。

考虑到道路狭窄，某公司认为拖车难以施救，改为委托拖拉
机司机何某前往施救。然而，小车被吊放在拖拉机平板运输过程
中，由于未固定好侧翻入农田，导致车辆二次受损。

事发后，交警对第二次受损的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书》，认定何某驾驶机动车在道路行驶时忽视交通安全，是造
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方某将小车送去维修，支出维修费用1.95万元。保险公司以
公司非直接侵权责任方为由，拒绝赔偿第二次事故即在运输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方某诉至法院。

湘潭县法院审理认为，方某以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
动车损失保险、附加机动车增值服务特约条款（道路救援服务）为
由，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系基于双方之间的财产保险合同关
系主张权利，本案案由应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保险公司提供道路救援，应将车辆安全拖至指定地点，但在
此次道路救援过程中，其委托其他公司，该公司又委托拖拉机司
机何某，何某忽视交通安全的行为导致案涉车辆第二次受损。根
据《民法典》有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对涉案车辆第二次受损承担赔
偿责任。保险公司赔偿损失后，可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考虑到案涉车辆维修价格为1.95万元，未超过保险公司的定
损金额。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
原告方某车辆维修费损失1.95万元。目前，上述款项已赔偿到位。

编者按：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记载着社会变迁，寄托着乡愁记忆，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地名中包含着极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堪称中华文明的宝库，是当代传承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资源。

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或许因为信念，或许缘于热爱，或许……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耕耘着每一个地名承载的历

史和文化，用心保护着珍贵的地名文化遗产，积极地传承弘扬着优秀的地名文化，我们给他们一个统一的名字——地名守护人。

余互湘：保护地名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本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罗群义 赵德鑫

本报讯（记者 吴珊 通讯员
黄萍 刘辉先）近日，在市民政局
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一场汇
聚爱心的温暖行动为雨湖区鹤岭
镇仁兴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难忘
的体验与关怀。

2024年 11月底，长沙世茂环
球中心向鹤岭镇仁兴学校的孩子
们发出诚挚邀请，一场专属于孩
子们的跨年演唱会在长沙举行。
学校非常重视和支持这次跨年演
唱会，老师们认真排练，舞台上，
孩子们身着整齐服装，用稚嫩却
充满力量的声音演绎《古诗联
唱》，清脆的诵读声仿佛穿越千年
历史，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激昂澎湃的《将进酒》，更是展
现出孩子们蓬勃朝气与对经典的
深刻理解，赢得台下阵阵掌声与
赞美。他们自信大方的表现，让
在场观众看到了农村孩子的无限
潜力。

演出过后，爱心并未停歇。
企业精心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新
年礼物，还安排孩子们参观游玩，
带他们领略城市的繁华风貌，拓
宽视野。对于这些长期在乡村成
长的孩子而言，这是一场奇妙之
旅，为他们打开了认识外界的新
窗口。

据了解，这是雨湖区蓝海豚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蓝
海豚”）积极发挥市民政局福彩公
益金的桥梁作用，为农村儿童链
接更多优质资源，成功对接长沙
爱心企业而开启的一系列关爱行
动。从年初起，爱心的火种便已
点燃，全年累计为仁兴学校捐书
800余册，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
界。同时，蓝海豚开展一系列主
题阅读活动，并为孩子们建立专
门的阅览室，营造出浓厚的阅读

氛围。
一年来，蓝海豚通过福彩公

益项目链接到长沙李丽心灵教育
中心、湘潭市车友会、青年企业家
协会等多处爱心资源，服务于农村
儿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福彩公益金承载着市民的爱心与
期待，此次与长沙爱心企业携手关
爱农村儿童，只是众多行动中的一
个缩影。未来，将持续深耕公益领
域，挖掘更多爱心资源，为农村儿
童的成长保驾护航。

爱心汇聚 护童成长

余互湘在粮仓旧址留影。（本报记者 吴珊 摄）

学会分辨：掌握各类垃圾的
分类标准，学会区分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湿垃圾（厨余垃圾）和干
垃圾（其他垃圾）。

干湿分离：厨余垃圾要单独
收集，进行湿垃圾处理，避免与其
他垃圾混合。

可回收再利用：纸张、塑料、
金属、玻璃等可回收物应单独收
集，以便回收利用。

有害垃圾单独放：废电池、废
荧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

需单独存放，避免污染环境。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减少

一次性塑料袋、餐具等的使用，从
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

正确投放：投放垃圾时，要按
照分类标识正确投放，避免混投。

定期清理：定期清理家中垃
圾，避免垃圾堆积造成异味和细
菌滋生。

利用资源：将可回收物卖给
废品回收站或参与社区回收活
动，实现资源再利用。

宣传普及：向家人、朋友宣传
垃圾分类知识，共同提高垃圾分
类意识。

关注政策：关注当地垃圾分
类政策，了解最新分类标准和要
求，及时调整分类方法。

(吴珊 整理 来源：百度)

简短而实用的垃圾分类建议

孩子们在表演《古诗联唱》。（由采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