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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残疾人技能培训又增
添了一个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新项目。
7月4日，由市残联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湘绣培训班在市区魏源文化市场开
班。来自市区、新邵、隆回、邵阳县等地
的10名残疾人报名参加。

此次培训是市残联扩大残疾人就业
门道的一次尝试。针对一些女性残疾人
缺乏职业技能、外出就业不便的问题，为
了帮助她们实现在家增收，市残联开办
了首期湘绣培训班，由邵阳绮兰纱湘绣
研究所承办。通过为期一个月、食宿全
包的免费培训，帮助有需求的残疾人掌

握这门传统技艺。学成之后，学员可以
在家完成绣品，由机构收购。有发展潜
力的，还可以继续跟着湘绣大师深造。

16 岁的戴姣菊来自武冈市水浸坪
乡，初中时因意外致下肢残疾，现正在武
冈市职业中专学习服装设计。适逢暑
假，她欣然前来学习。看到培训室里的
湘绣作品，非常惊喜，憧憬着能把学到的
湘绣文化运用到所学的服装设计专业中
去。用左手学习绘图的李晓凤来自隆回
县小沙江镇，今年20岁，2岁时从二楼摔
下，因未及时做手术，导致现在右上肢和
下肢残疾。她从职高毕业后在邵东上了
一年班，然后又辞了工。农活做不动，就
在家学十字绣，听闻有免费的湘绣培训，
高兴地报了名，希望此次学习能给人生
带来变化。

十名残疾人免费学湘绣

记者 伍 洁 实习生 贺勇 黄璐

小暑时节，我市进入持续的高温
“桑拿”天气，很多市民开始寻找不同的
避暑方式。7月4日，记者走访了城区部
分休闲场所，看看市民们选择哪些避暑
好去处。

书店：读书蹭凉

7 月 4 日 14 时许，在友阿国际广场
的“书里书外”内座无虚席，甚至有人捧
着图书席地而坐。室内凉爽的温度给市
民提供了绝佳的阅读环境。在席地而坐
的人群里，大一学生李颖和她的弟弟正
在看书。李颖说：“我带着弟弟来书店看
书，这样既可以避暑又可以学习。”

游泳馆：水中消暑

15时30分，市区黄家山游泳馆里人
山人海。泳池内，有的家长手把手教孩子
游泳，有的三五好友一起在水里嬉闹，有
的游累了在游泳池边休息。

来游泳的人大多数是学生。小学生
蒋易宝说：“我和妈妈、弟弟已经在这游
了一周了。现在正在学跳水和潜水。”据
游泳馆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气温的升高，
馆内游泳的人数也从最初的每天 50 多
人，上升到现在每天近200人。

饮品店：冰爽消暑

14时30分，户外骄阳似火，在大汉
步行街冷饮品店门口的餐椅上坐满了
人。不少市民在餐桌前摆放着冷饮，悠闲
地和朋友聊天。何女士笑着说：“逛街累
了，就和朋友来这歇一会，顺便喝杯冷
饮，吹吹空调。”

电影院：休闲避暑

对于爱看电影的市民来说，电影院
是一个很好的避暑去处。目前各大电影
院正在上映暑期档电影，很多精彩电影
正在陆续放映。

家住红旗路的刘先生带着全家人来
到大地影院看《侏罗纪世界 2》。刘先生
说：“我们看的电影17时15分才开始，但
我们16时就来了，这里有冷气和WiFi，
两个孩子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公园：树阴纳凉

7 月 4 日 18 时许，虽然天色已黄
昏，但城南公园里依旧有许多市民在
这里纳凉。树阴下的长椅上坐着不少
老人，他们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和朋友
们聊天。“我每天傍晚都会来这里坐
坐，树底下凉快，是个纳凉的好地方。”
刘大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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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7 日，
邵阳县岩口铺镇如意村
（腰鼓塘村与麦兰村合
并）原村干部李学军来到
北冰山抗日战场遗址山
脚下，给修建的仿古城墙
铺种爬山虎。

今年 56 岁的李学军
年轻时曾是军人，对抗战
历史非常感兴趣。根据历
史记载，岩口铺镇是宝庆
的西大门，1945年4月，日
军欲攻占怀化芷江机场
时，国民党19师曾驻防岩

口铺，进行了艰苦的岩口
铺阻击战。当时，日军约
百人向该镇制高点北冰山
发起攻击，驻守山上的国
民党部队 19 师 57 团战士
凭借陡崖、战壕、地堡等向
日军发起反击，战斗持续
近20小时，日军在死伤几
十人久攻不下，只能绕道
进入岩口铺镇。第二天，
日军又与国民党19师2营
发生战斗，在持续12天的
战斗中，日军被打死 190
余人，随后日军投入的更
多的兵力，最终占领了烟
斗岭。如意村北冰山抗日
遗址就是当年抗战历史的

见证。
李学军介绍，烟斗岭

抗日遗址随着前几年城镇
化的建设，一些战壕、地堡
已被破坏或占用，现在整
个岩口铺镇只剩如意村北
冰山上的抗日遗址保存完
好。目前，北冰山上还保
留长约700余米的战壕、8
个掩体和 5 个驻守地堡，
由于年久失修，部分地堡
已经塌陷。“如果再不修
复，几十年后遗址将不复
存在。”李学军说。

“抗日遗址是历史的
见证，当年那些军人为了
保卫岩口铺而壮烈牺牲，
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建个
烈 士 纪 念 碑 去 缅 怀 他
们。我想凭借自己的微
薄之力能为修复抗日遗
址贡献一份力量。”李学
军朴实地说出他出资修
复抗日遗址的初衷。从
2016年开始，李学军就自
费出资 20 多万元租用 10
亩荒山，请来工人修建了
100余米长的仿古城墙和
地堡，计划在近几年把抗
战文化主题广场建设好。

岩口铺镇文化站站长
陈明介绍：“如意村北冰山
抗日遗址是该镇目前仅有
的保存最完整的抗日遗
址。单靠李学军一人之力
修复，势单力薄，我们更希
望保护抗日遗址能得到政
府的支持和重视，在不久
的将来把它打造成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岩口铺镇如意村抗日战场遗址年久失修，

部分地堡已经塌陷

退伍老兵个人出资
修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