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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星

本报讯 6月7日，家住市区戴
家坪路附近的艾女士一早起来就跟
丈夫说，这两天不要开车上下班了，
免得为高考考生“添堵”。

艾女士的家在市二中的正后
方。每年，她都看到，高考期间，附
近路段虽然交通管制，但车流量还
是很大，无形之中给考生增加了心

理压力。“所以从去年开始，一到高
考这两天，我就基本上不开车上下
班，选择步行。”艾女士说。

家住翡翠星城的罗女士说，她
女儿在市五中读书，她是一名“全职
太太”，经常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然后买菜回家做饭给孩子送饭。高
考这两天，这里的道路都会实行交
通管制。于是，6月6日下午，罗女
士便带孩子在红旗路娘家住下了。

住在市一中旁边的唐女士表
示，她知道高考这两天早上开车出
去肯定会塞车，所以早上刚到7时，
她就和丈夫带着孩子出门了。原本
每天中午他们都要回家午休的，想
着考生考完以后，道路还是会比较
拥堵，便都在单位吃了午餐，放弃了
午休。“孩子们高考不容易，我们给
不了孩子们太多的帮助，至少可以
做到不给孩子们添堵。”唐女士说。

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居民是这样做的——

“步行上下班，
不给孩子们添堵”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袁志高

本报讯 6月8日早上，在邵东
考试的小罗又坐上了爱心送考的车
子。他说，高考这两天，都是这些爱
心送考的叔叔阿姨们将自己送到考
点的，他很感动。

高考期间，邵东邦盛集团、铭晟
装饰等企业联合发起“爱心助考”活

动，80台爱心车辆奔赴在邵东县城
各大考点。同时，三个爱心水站为
考生和家长免费发放纯净水。

7日早上7时，爱心送考车队分
五个组准时奔赴各宾馆接考生。

当铭晟装饰总经理刘江海赶到
金利华酒店时，入住该酒店的邵东三
中考生和老师还没有吃早餐。在二
楼自助餐厅，三中送考的陈校长看到

穿着橘红色T恤的刘江海，马上过来
说：“我认识你们，去年高考时就见过
你们！”早餐后，刘江海将考生安全送
到考点。考生赵美琪说，坐上爱心送
考车进考场，感觉心里暖暖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车队，成员大多
是企业主、高管。他们开着自己的爱
车，怀着同一颗爱心加入送考车队。

考生还没吃早餐，爱心助考车已在门外等候

企业老板伴众学子赶考

6 月 7 日、
8日，隆回交警
出动80余名警
力，全力为高
考考生服务。
工作之余，他
们写下祝福的
话语，为学子
加 油 打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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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的水流中，一位脚穿长靴的
农民正冲洗着一大把碧绿的香葱。这
个场景被拍成手机视频，成了邵阳县
河伯乡的香葱产业广告，在微信朋友
圈里传播。

近两年，该乡引导农户发展香葱
种植，在农业产业化道路上摸索出了
一条运用市场营销和现代科技及营销
手段做市场的路子。现在，该乡共有
30多户农户种植香葱，每亩纯收入达
到了8000元。

据悉，河伯乡的主导产业是烤烟种
植，但由于效益下滑，每亩纯收入只有
1000多元。如何帮助群众找到能产生
更好效益的产业，是乡政府一班人思索
的问题。据该乡人大主席蒋军介绍，当
初他们考察过中药材种植，因为有一年
百合的价格从前一年的每公斤11.5元
降到了1元多，担心价格波动带来的风
险太大，不敢贸然发展。也考虑过种植
大宗的稻谷、玉米等农作物，算来算去
觉得不赚钱，也放弃了。

2014年下半年，他们选定了香葱产
业。蒋军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
一年四季可以种，家家户户每天都用得
上，销量和价格稳定；二是村民有种植
习惯，种植技术也不高；三是现在农村
里青壮年外出的多，香葱种植对劳动力要求不高，老人小
孩也可种；四是临近的白仓镇有大规模种葱的历史，有一
定的种植和销售经验可以借鉴。因为村民对种植烤烟有
依赖思想，他们特别强调农户的市场意识，自主种葱，自
负风险，随行就市。

一路走来，也闯过好几道坎。刚开始没有经验，下种
后遇上大太阳，苗被晒死，只剩葱蔸。但是大家没有灰
心，等到次年正月重新发苗。接着，有一户葱农的葱蔫了
却看不出名堂。后来请白仓镇的师傅看过，才知道葱管
里有虫，如果不防将是毁灭性的影响。经指点，他们用了
一种植物压榨出来的植物碱，一周后即恢复长势。又有
一户葱农发现葱根腐烂，越来越不长。多方打听，得到白
仓镇一位老葱民提醒，才知道是施用尿素惹的祸。因为
春天葱长草也长，一位村民在网上搜索除草剂，试着使用
了一下，结果苗草均死，一丘田到现在还受残留物的影
响。又是到白仓镇求助，被告知使用一种除草剂，趁天下
雨时打下去。

闯过技术关后，又遇到销售上的坎。因为没有质量意
识，第一批葱被送到邵阳市场后，经销商打来电话说亏了。
经沟通，他们学会了怎样洗葱、整理葱。有了经验后，他们
的葱逐渐受到市场欢迎。香葱通过一户经销商卖到东安
市场，另一户经销商也想要。由于新扯的这批葱卖相不够
好，价格低于前一户。结果两家相互竞争时，整个市场价格
拉低，都没有赚到钱，都怀有抱怨情绪。由此他们得出经
验：一个市场只供给一户经销商，并严保质量。

在引导葱农发展时，蒋军自己也成了种葱专家。时
不时地，会有本地或外地的葱农向他求教。作为军师，他
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收获。村民种葱的效益比种田、种
烤烟大幅提升，种得最好的一户，三分田的葱卖了7300
元。除了30多户种葱，还有七八户从事农药、化肥的供
应和香葱的销售、技术服务等，一个产业链正在逐渐形
成。蒋军称，今年5月，他们已新增了11亩地，到年底预
计会有100亩地的种葱规模。

在讲述种葱故事前，蒋军提到一段难忘的往事。上
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老家五峰铺石井村有一个驻村蹲点
干部，姓刘。当时，村里的稻田泥脚很深，栽田时泥巴能
挨到人的臀部，牛犁田时都是浮起来的。一年到头野草
比禾苗还深，亩产不到50公斤，回娘家的村民经常问的
一句话便是：今年的粮食够吃么？这干部驻村两年，带动
男男女女从坡上取黄土挑到田里，全部覆盖一层。泥脚
浅了，土也新鲜了，当年粮食翻了两番。从此，村里的粮
食问题得到解决，几代人都记着“刘干部”的好。后来的
岁月中，蒋军的奶奶、父亲，还有村里的一些人，常说要去
找“刘干部”，但是找了三四十年都没找到。

这件事情对蒋军来说刻骨铭心，也成了他带领村民
致富的原始动力。他说自己以“刘干部”为榜样，希望真
正做一些利于村民的好事、实事。“我们心系葱农，心痛葱
农，不让任何葱农掉队。我们信息共享，互帮互助，统一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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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洁 戴方财 杨桂华

本报讯 6月8日，城步妇联和城步爱心
义工协会在该县民族体育馆举办“苗乡粽叶
香，公益情意浓”包粽子大赛。

此次比赛规则为每位参赛选手每人包
2.5公斤米的粽子，在最短时间内包完，按包
粽子数量多少取名次，并对获奖选手实行粽
子奖励。此次活动共有来自茅坪等乡镇的
12名志愿者参赛。当天，县妇联和志愿者带
着包好的粽子来到儒林镇敬老院看望五保
老人。

苗乡粽叶香
公益情意浓

6月8日上午，市公用事业局组织人员对市区主街干道
的公交站候车亭进行冲洗，以确保站台的干净整洁。

伍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