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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伍 洁

本报讯 2019 年邵阳
市统一战线“泛海助学行动”
目前已经启动，只要是符合
条件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的全日制本科新生每人可
申请5000元助学金，今年资
助对象不再受名额限制。市
委统战部提醒广大符合条件
的准大学生抓紧时间报名。

在中央统战部的关心支
持下，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发
起“泛海助学行动”，从2017
年-2020年，4年内捐资2亿
元，资助湖南省4万名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新生，
每人5000元。2017年在邵阳
资助了1610名建档立卡贫
困大学新生，金额805万元，
2018年在邵阳资助1436名
贫困新生圆梦大学，总计718
万元，2019年符合条件的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新
生全部纳入资助范围。

此次“泛海助学行动”
学生申请条件：申请学生必
须为湖南省户籍；参加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并被教育部批准的全
日制本科高等院校录取；申
请学生必须是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学生。要求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高考学生在就读学
校申请，如实填写《湖南省统
一战线“泛海助学行动”资助
申请表》，认真核对，确保信
息准确无误；申请时，学生须
提供本人身份证、高考准考
证原件及复印件；学生提交
申请时，学生年龄小于16周
岁的，需提供监护人户口本
及复印件；学生的就学地和
户籍地不一致的，学生需向
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委统战
部提交申请表。

“泛海助学行动”启动
全市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日制本

科新生每人可获5000元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阳琼
“阿胶糕熬制工艺繁琐，每一步都很讲究。”7月15日，隆

回县岩口镇马家桥村的肖萍萍正忙着手工熬制阿胶糕，她的
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卖到全国各地，逐渐成为当地一张闪亮的

“名片”。

创业“种子”一直在心中（小标）

肖萍萍今年40岁出头，现在成立了自己的创业团队。这
一路她走来不容易。1996年，肖萍萍在洞口县卫校读中专，由
于家庭太贫困，作为长女的她只好放弃学业，远赴广东打工，
扛起本不属于她那个年纪应当扛起的家庭责任。

“虽然我结婚成家了，但是我内心埋下了一颗创业的种
子，始终伴随着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想法越来越强烈。”
肖萍萍说，2013年，她回到家乡，用多年打工积攒的资金开起
了一家服装店。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再加之自己在做生意方
面的经验不足，三年时间过去了，她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
肖萍萍关闭了服装店，又开起了手机销售店，一年下来同样
以关门歇业告终。

两次创业虽然失败，但是没有让肖萍萍退缩。

电商带来肥沃“土壤”

偶然一次机会，肖萍萍接触到电商，从此她的创业之路
柳暗花明。2017年6月，肖萍萍在家中听到丈夫谈起镇里在
开展“互联网+”的培训，她马上就有了灵感，“嗅”到了商机。

“互联网创业只需要一台电脑就能搭建起桥梁，省去了很多
的成本，所以我想尝试下。”肖萍萍说，在丈夫的帮助下，她参
加了镇里的培训，还购置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她开始一边
学习电商创业，一边寻找可靠的项目。

当年9月，肖萍萍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到了一位会
做阿胶糕的年轻师傅陈冬香。“陈冬香做阿胶糕的手艺很不
错，平时她会做一些送给亲朋好友吃，大家都称赞她做出来
的阿胶糕味道是一绝。如果通过电商来卖她的阿胶糕的话，
我觉得很有市场前景。”肖萍萍说。

肖萍萍和陈冬香一拍即合，两人共同走上了创业之路。
她们分工明确：陈冬香负责制作阿胶糕，肖萍萍负责在网上
找订单，并维持电商平台的日常运营。由于阿胶糕是纯手工
制作，品相好，营养价值高，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她们的
生意越做越大。

开花结果，带动一方致富（小标）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则是
树立口碑、打响品牌的关键。”肖萍萍说，通过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她们的团队中。

贺霞姣是一个7个月大孩子的母亲，丈夫在外地打工，
她在家照看孩子，等孩子睡着后，熬制阿胶糕，然后通过肖萍
萍的电商平台卖出去。现在她每个月能挣到2000多元，不仅
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有了时间照看孩子，一家人的日子越过
越好。

隆回县岩口镇碑记村的谢爱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丈夫身患疾病，常年卧病在床，自己没有固定工作，家庭
经济困难。肖萍萍团队免费传授她制作阿胶糕技术，并手把
手教她如何熬制，做好后肖萍萍再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其销
售，解决了销路问题。“真得非常感谢肖萍萍带领我脱贫致
富，我现在算是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既不愁技术，也不用
担心产品卖不出，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家庭负担大大
减轻，日子像阿胶糕一样甜美。”谢爱英高兴地说。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能春满园。我很乐意向乡
亲们传递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希望能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肖
萍萍说，看着自己团队熬制出香喷喷的阿胶糕，就像看着自
己刚刚着地的孩子一样，满满地充满了爱，也希望和大家一
起去分享这份爱。

“好日子像阿胶糕

一样的 甜 ”

创业团队集中熬制阿胶糕。

摆放整齐的阿胶糕摆放整齐的阿胶糕。。

记者 贺旭艳

本报讯 7月14日上午，由市家
庭和谐促进会会长李茜主讲的《如
何做孩子高效率学习的助力型家
长》家庭教育公益沙龙，在大祥区翠
园街道李子园社区举行。这是该组
织今年举行的第五十六次线下沙龙
课程，为前来听课的家长和孩子们
打开了和常规教育不一样的视野。

“如何让一个人可以穿越一张
A4纸？”“20多个看起来没有关联的
词语，如何在短时间内按顺序记
住？”在参与者们又觉新奇又有收获
的互动体验活动中，曾就读中科院
心理研究所研究生的李茜，从优秀
学生的素质、高考的成功因素、良好
的夫妻关系以及培养孩子观察能
力、学习中的目标管理等方面，传授
了高效学习和家长助力的方法。沙
龙结束后，一些家长就自家孩子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咨询。

为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以心理学专家和爱好者为主体
的市家庭和谐促进会，在市创文办支持下承担了我市“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家庭）教育项目”的落地实施。针对前期
调查所发现的我市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他们在城
区142个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成才的根基”“我
市家庭存在的误区”等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家庭树立科学
的家庭教育理念。同时拟出“如何处理亲子冲突”“孩子撒
谎怎么办”等主题，开展针对性的家庭教育讲座和“家长沙
龙”“家庭教育座谈会”“亲子团体心理辅导”等形式多样的
家庭教育活动。每个社区每月均安排不少于一次线下活
动，并建立了家长
微信群，进行线上
微课和互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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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阳琼

“阿胶糕熬制工艺繁琐，
每一步都很讲究。”7 月 15
日，隆回县岩口镇马家桥村
的肖萍萍正忙着手工熬制阿
胶糕，她的产品通过电商平
台卖到全国各地，逐渐成为
当地一张闪亮的“名片”。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
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则是树立口
碑、打响品牌的关键。”肖萍萍说，
通过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她们的团队中。

贺霞姣是一个 7 个月大孩子
的母亲，丈夫在外地打工，她在家
照看孩子，等孩子睡着后，熬制阿
胶糕，然后通过肖萍萍的电商平台
卖出去。现在她每个月能挣到2000
多元，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有
了时间照看孩子，一家人的日子越

过越好。
隆回县岩口镇碑记村的谢爱

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
身患疾病，常年卧病在床，自己没
有固定工作，家庭经济困难。肖萍
萍团队免费传授她制作阿胶糕技
术，并手把手教她如何熬制，做好
后肖萍萍再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其
销售，解决了销路问题。“真的非常
感谢肖萍萍带领我脱贫致富，我现
在算是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既
不愁技术，也不用担心产品卖不

出，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家
庭负担大大减轻，日子像阿胶糕一
样甜美。”谢爱英高兴地说。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才能春满园。我很乐意向乡亲们传
递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希望能带动
大家一起致富。”肖萍萍说，看着自
己团队熬制出香喷喷的阿胶糕，就
像看着自己刚刚着地的孩子一样，
满满地充满了爱，也希望和大家一
起去分享这份爱。

开花结果，带动一方致富

偶然一次机会，肖萍萍
接触到电商，从此她的创业
之路柳暗花明。2017 年 6
月，肖萍萍在家中听到丈夫
谈 起 镇 里 在 开 展“ 互 联
网+”的培训，她马上就有
了灵感，“嗅”到了商机。“互
联网创业只需要一台电脑
就能搭建起桥梁，省去了很
多的成本，所以我想尝试
下。”肖萍萍说，在丈夫的帮
助下，她参加了镇里的培
训，还购置了很多这方面的
书籍。她开始一边学习电商
创业，一边寻找可靠的项目。

当年 9 月，肖萍萍在一次朋友
聚会中，认识到了一位会做阿胶糕
的年轻师傅陈冬香。“陈冬香做阿胶
糕的手艺很不错，平时她会做一些
送给亲朋好友吃，大家都称赞她做
出来的阿胶糕味道是一绝。如果通
过电商来卖她的阿胶糕的话，我觉
得很有市场前景。”肖萍萍说。

肖萍萍和陈冬香一拍即合，两人
共同走上了创业之路。她们分工明
确：陈冬香负责制作阿胶糕，肖萍萍
负责在网上找订单，并维持电商平台
的日常运营。由于阿胶糕是纯手工制
作，品相好，营养价值高，受到很多消
费者的喜欢，她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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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萍萍今年40岁出头，现在
成立了自己的创业团队。这一路她
走来不容易。1996年，肖萍萍在洞
口县卫校读中专，由于家庭太贫
困，作为长女的她只好放弃学业，
远赴广东打工，扛起本不属于她那
个年纪应当扛起的家庭责任。

“虽然我结婚成家了，但是我
内心埋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始终
伴随着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想

法越来越强烈。”肖萍萍说，2013
年，她回到家乡，用多年打工积攒的
资金开起了一家服装店。由于竞争
太过激烈，再加之自己在做生意方
面的经验不足，三年时间过去了，她
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肖萍萍关闭
了服装店，又开起了手机销售店，一
年下来同样以关门歇业告终。

两次创业虽然失败，但是没
有让肖萍萍退缩。

创业“种子”一直在心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