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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声

记者答复

你问我答

1 月 5 日，天气晴好。当

日 9 时，在大祥区宝庆御园小

区里的活动会所，61 岁的刘

琼开始带着 30 余位学员练习

太极拳。

未退休时，自从与太极

拳结缘，刘琼工作之余最喜

欢做的事就是打太极拳。他

不光自己练，还陆续开了 4 个

班教授学员。目前，已有 100

余位太极拳爱好者从他那里

学会了打太极拳。

会所里，只见高高瘦瘦、

棱角分明的刘琼脱了棉衣，戴

上无线麦克风，拿了根学习指

导棒，站在队伍前头。他先让

学员们跟随音乐拉伸、练桩

功、反向拉伸……他则挨个走

过学员观察他们的动作。一发

现问题，刘琼即刻指导他们该

怎么规范练习。随后，他站回

队伍前头，和着音乐带学员们

打了一遍太极拳。

10 时 30 分，训练接近尾

声，一位 60 余岁的学员走到

刘琼身边说：“练了半年时间，

腰更直了，肚子变小了，身体

的柔韧性也好很多了。”另一

位高龄学员走来说道：“练了

7个月，血脂降了不少。”

待学员们陆续离去，刘

琼搬来板凳坐在阳光下，对

记者打开了话匣子。回忆起

打太极拳的历程时，他脸上

总是挂着微笑。

“我打太极拳 9 年了。”从

2016 年开始，刘琼就与太极

拳结了缘。那年一个周六上

午，他有些内敛地走向活动

在西湖桥附近的太极拳晨练

队伍，对着领队袁志远说：

“我是别人介绍过来练太极

拳的。”袁志远听完，干脆地

回答道：“你先跟着他们练。”

自此，刘琼在启蒙老师

的带领下进入到太极拳圈子

里。而后他开始不断精进功

夫，先是在工作外广泛阅读

《太极拳论》《八段锦》等理论

书籍，后面又抽空跟着在西

湖桥、西苑公园附近活动的

太极拳队伍一同练习。

为了验证成果，2019 年

始，刘琼陆续报名参加了全

国太极拳公开赛、湖南省武

术（套路、散打）大赛等比赛，

相继获得了 2019 年全国太极

拳 公 开 赛（湖 南 站）金 牌 、

2021 年“湘窖杯”湖南省第八

届武术（套路、散打）大赛金

牌等奖项。2019 年，55 岁的他

还晋升为国家一级裁判员。

“越是深入了解太极拳，我

越是发现它的好处多，也就越

来越喜欢这个运动。”刘琼说。

刘琼举例说，太极拳里

面的“金鸡独立”招式，练到

位了能解决老年人的身体平

衡问题，并可强化大腿的支

撑力量。他说：“生活中，有部

分老年人爬不动楼梯，是因

为他们的大腿没力。一旦这

些老人练好了太极拳，爬楼

梯会轻松很多。”

寒来暑往，随着太极拳

功夫日益精进，刘琼后来参

与的赛事大多成绩斐然，相

继获得了 2022 年湖南省第十

四 届 运 动 会 太 极 拳 项 目 铜

牌、2023 年湖南省健身气功

站点联赛易筋经男子个人赛

第一名等奖项。

然而，刘琼始终觉得自己

的太极拳法还没有大圆满。为

了使太极拳功夫更上一层楼，

刘琼继续四处“拜师”。2024年

初，他联系上在抖音短视频里

看到的“国际级运动健将”马

建超，通过购买学习其太极拳

课程，再前往河南省学习，极

大升华了拳法。“遇到马建超

老师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太极

拳。”刘琼说，马建超的课程打

通了他的“任督二脉”。2024

年，刘琼再进一步，获评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因爱好支撑，在零基础

一路“拜师学艺”下，刘琼在 9

年间将太极拳功夫修练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取得了

许多耀眼的成绩。

刘琼目光坚定地说：“退

休后，我已经把打太极拳当

成了一门事业。将来，我会一

直练习太极拳，再教很多学

员，争取更广泛地传播太极

拳文化。”

退休老人的“功夫传奇”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寒假

将至，为切实保障学生、家长的合法权

益，助力学生们度过一个健康、愉快且

富有意义的假期，1月7日，市教育局发

布《致家长的一封信》，就家长在寒假期

间为孩子选择校外培训做出提醒。

“双减”政策明确要求，国家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间，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得开展学科类培训。市教

育局提醒，以“教育科技”“教育咨询”

“文化传播”“托管服务”等名义开展的

无证无照的违规培训辅导，以及“一对

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众筹私

教”“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开展的

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各种隐形

变异学科类培训均属于违规违法培训

行为，家长和孩子应坚决拒绝参加，谨

防上当受骗。同时，切勿选择无证经营

的“黑机构”“小饭桌”“托管班”等不具

备培训资质的机构进行作业辅导和各

类培训。

如果学生确有非学科类培训需

求，家长在帮助选择时必须做到“五

看”：一看“证照是否齐全”。校外培训

机构应同时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

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并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主动接

受监督。二看“师资是否合格”，即从事

培训的教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证书，并张贴公示在校外培

训机构显著位置。三看“收费是否公示

上墙”，即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应在

校外培训机构显著位置公示。四看“签

订的合同是否规范”，是否签订了明

确培训项目、违约责任等内容的《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2021 年

修订版）。五看“环境及安全是否过

关”，是否存在场地、设施、消防等安

全隐患。

市 教 育 局 提 醒 ，家 长 在 为 孩 子

选择的合规培训机构交费时，要通

过教育部官方推出的“校外培训家长

端”App，或在支付宝直接搜索“校外

培训家长端”小程序进行网上选课购

课，防范“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风险。

“双减”政策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

一次性收取时间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

费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

收费不得超过 5000 元。家长要仔细辨

别培训机构开展的各类优惠活动，谨

防机构以“多买多送”“打折促销”“赠

送礼品”等手段进行大额预收费，警惕

充值陷阱，切勿一次性缴纳大额培训

费用。

此外，市教育局还提醒广大家长，

所有未被教育部列入《2022—2025学年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以及湖南省教育厅列入《2023—2025学

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社会竞赛活

动名单》的竞赛活动，均属于违规举办

的“黑竞赛”。部分公司或个人通过公众

号、微信群等散布“考试获奖，助力升

学”等谣言，制造焦虑，非法敛财，此类

行为不仅加重学生负担、损害孩子身心

健康，还涉嫌诈骗。广大家长要增强防

范意识，理性看待竞赛的意义与价值，

共同抵制违法违规“黑竞赛”。

寒假来临，市教育局提醒——

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均属违规违法行为

“我们的视频不仅要体现乡土特

色，更要传播正能量……”1 月 3 日，新

宁县巡田乡西江村西江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内，负责人肖兴兵正与公司视

频团队的成员讨论拍摄脚本。除了担

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外，肖兴兵还有个

身份——西江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肖副书记有魄力、有能力，村里的

工作和个人事业都搞得有声有色，这些

年带领我们赚了不少钱哩！”提起肖兴

兵，西江村村民颇为赞赏。从农业门外

汉到村里当家人，肖兴兵赢得大家的认

可，靠的是真情和实干。

时间追溯到 1997 年。当年，肖兴

兵考上重点中专，选择了当时就业市场

的“香饽饽”——模具专业。2001 年，肖

兴兵刚毕业便去了广东佛山的一家日

资企业，待遇优渥，工作稳定，一待就是

十五年。

“兴兵啊，现在乡村振兴需要年轻

干部，你愿意回家发展吗？”2016 年，一

通来自家乡的电话悄然改变了肖兴兵

的人生轨迹。

“接到电话后，我的第一想法是拒

绝。三十多岁的年纪，不会种田，回农

村有什么出路呢？”肖兴兵说。后面一

段时间，村里的干部又多次打来电话，

和肖兴兵谈政策、话发展。他动摇了，

“不想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年纪也

大了，所以还是选择回到家乡”。

回到老家后的前两年，肖兴兵靠着

水电安装生意，也算稳住了脚。2017

年，经过选举，肖兴兵高票当选为西江

村村委会主任。然而，当时的西江村空

心化严重，产业滞后，村集体收入几乎

为零，土地流转是个大问题。肖兴兵当

上村干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种田。

“我对农业是一窍不通，第一年种

田头都是大的，还好当时的老村干部提

供了不少帮助，让我缓了一口气。驻村

的帮扶干部也和我说，既然选择留在农

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种田种得好了，

没有销售渠道还是致不了富。”肖兴兵

细细琢磨，“求别人不如靠自己！”

2018 年 6 月，肖兴兵个人出资，创

办了“振兴粮油加工厂”，主要从事菜籽

油、花生油的加工。当年 8 月，第一桶

油下线。经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检测，

各 类 指 标 均 符 合 国 家 食 用 油 标 准 。

2019 年 11 月 26 日，工厂正式取得食用

油脂生产许可证。凭借过硬的产品品

质，工厂慢慢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

“一家富，不是富。家家富，才是真

的富。”加工厂步入正轨后，肖兴兵的个

人收入有了保障，但如何带动村民一起

增收成了压在心口的一块石头。肖兴

兵想起村里原来有一处锰矿开采区域，

后因国家政策调整，开采停滞，留下一

块近 4 公顷的荒地。思虑再三后，肖兴

兵决定利用有利自然条件和地理结构，

重整这块废弃地，加以利用。经过两年

时间的努力，原来的荒地，如今已经种

上了成千上万株油茶树。

“西江村所在的巡田乡素有种植油

茶的传统，整个乡的油茶种植面积不

小。‘振兴粮油加工厂’虽名为工厂，但

规模不足两百平方米，也没有成熟的销

售链，消化不了这么多农产品。”随着加

工厂的稳步发展，周边村的农产品销售

问题也推向了肖兴兵。正当他找不到

方向的时候，互联网的风吹到了农村。

2021 年，当地农产品的线上销售营业额

突破了百万元。肖兴兵重新燃起了希

望：“如果我们把电商做好了，农产品还

是不愁卖的！”

2023 年 7 月，由巡田乡巡江村、西

江村、龙宫村等 5 个行政村共同筹建的

西江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正式营业，

由肖兴兵担任法人代表。该公司结合

周围各村油茶种植、烟稻轮作、油稻轮

作的产业特点，进行生态稻米、茶油、菜

籽油、花生油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公司成立后，产能有了大幅度的

提升。同时，通过私域渠道培育的客

户群体，让公司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销售网。但如何借助电商将农产品卖

得更好、更远，成为了肖兴兵一直思考

的问题。

“电商平台，应成为新农人的‘新

农具’。然而，电商领域的‘价格战’往

往迫使农产品陷入恶性竞争，利润空

间被极度挤压，这对于我们而言无疑

是一场生存考验。”肖兴兵坦言，在这

个背景下，坚守品质与价值成为他最

核心的选择。在借电商平台之力的同

时，肖兴兵还组建了一支视频团队，展

示当地的民俗风情，并记录下一些公

司公益帮扶的片段。

“我始终坚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才有远方和未来。我们希望通过短

视频，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困难群体，给

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支持。”肖兴兵说，

未来，他将带领公司一如既往地做好农

产品，并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

裕中积极作为、主动作为、有效作为。

从农业门外汉到村里当家人
——新农人肖兴兵的奋斗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易蓝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朝帅）

1 月 4 日，邵阳市红十字会水上救援志

愿者协会会长曾庆雄感慨：“上月月

底，当我得知我们协会推出的‘我们的

世界，大家的行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

项目获得省志愿服务 5A 级项目时，感

动得差点哭出来。”

为 持 续 打 造“ 四 季 通 行·雷 锋

家 乡 学 雷 锋 ”活 动 品 牌 ，并 积 极 引

导 志 愿 服 务 从“ 活 动 ”向“ 项 目 ”转

变 ，根 据 省 文 明 委 工 作 安 排 ，省 文

明 办 委 托 省 志 愿 服 务 联 合 会 面 向

全 省 组 织 开 展 第 三 期“ 四 季 同 行·

雷锋家乡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孵

化 行 动 5A 级 项 目 评 选 活 动 。 截 至

去 年 12 月 27 日 ，全 省 共 有 30 个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入 围 此 次 评 选 活 动 。

其中我市 2 个项目入选，分别为“应

急救援森林防火”志愿服务项目与

“我们的世界，大家的行动”应急救

护志愿服务项目。

去年 12 月 31 日，曾庆雄得知“我

们的世界，大家的行动”应急救护志愿

服务项目获评 5A 级项目的消息后，很

是自豪。“往后，我们将更进一步发扬

人道博爱与奉献精神，争取将协会打

造成邵阳市的一张名片，以更好为全

市人民服务。”他说。

邵阳市红十字会水上救援志愿者

协会由市红十字会主管，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旧址在大祥区西外街社

区，现已搬迁到城北街道办事处临津

门社区排水洼地段。协会现有 186 名

登记在册的会员，主要开展心肺复苏

与海姆立克急救法知识、防溺水知识、

止血包扎技巧等志愿宣传活动。此

外，该协会还不定期安排志愿者在市

区巡河。

此前，由新宁县大邵公益志愿者

联合会推出的“助力乡村振兴·三关

爱”志愿服务项目，获评湖南省第二期

“四季同行·雷锋家乡学雷锋”志愿服

务项目孵化行动 5A 级项目。

我市再添省志愿服务5A级项目

1 月 2 日 18 时许，有市民在大

祥区西外街邵阳市第五中学附近

拦 出 租 车（车 牌 号 为 湘 E×××

87），上车后却被拒载。该车司机

表示，市民想去的地方不顺路，不

方便载客。

遇到出租车拒载现象，该找哪

个部门解决问题？

遭出租车拒载，找哪个部门解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八百一十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

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通常、合理

的运输要求。

出租车作为公共运输工具，司

机在运营过程中应负有强制缔约义

务，因此拒载乘客是违法的。“乘客

上车后，出租车司机以各种理由拒

绝载客”“出租车内显示有空车待租

标志，但乘客上车后司机以各种理

由拒绝载客”等，都是出租车拒载的

表现。

如果市民遇到出租车拒载，可

以拨打 0739-5225502 向邵阳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投诉，详细

说明拒载情况，再等待处理结果。或

者，拨打 12345 热线寻求帮助。

后续，记者了解到，该市民被司

机拒载后拨打了 12345 热线。12345

热线工作人员及时将工单派往邵阳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经

支队执法人员确认，出租车驾驶员

因有事要赶回家，该市民所去目的

地不顺路，便靠边停车让市民下了

车。因驾驶员确实有拒载行为，执法

人员对其警告一次，要求其接受再

培训。此外，该驾驶员还受到“考核

扣 5分，停运一班”的处罚。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王 朝 帅  

通讯员 李雯）

刘琼正在指导学员练习“静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