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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伍洁

隆回县西洋江镇桃梨村的刘满娥是一名
普通农村妇女，没干过什么大事，但只要提起
她30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失明婆婆和失能女儿
的事迹，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她是“隆
回好媳妇”。11月16日，刘满娥获评2023年10
月份孝老爱亲类“湖南好人”。

刘满娥的家位于桃梨村半山腰上，二层红
砖房有些年头了，但里外干净而整洁。35 年
前，刘满娥嫁给该村村民周述江为妻，两人育
有两子一女，小女儿出生不久检查发现得了小
儿麻痹症，两只脚不发育也动不了，手也不能
正常活动，生活不能自理。刘满娥的婆婆年事
已高，大小便失禁，双眼失明，患有心脏病、高
血压，常年需要药物维持。照顾残疾女儿和年
迈婆婆的重担全压在瘦弱的刘满娥身上。

全家仅有少量水田和旱地，因当地常年缺
水，地里产出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夫妻俩
除了种好自己的田地，还在本村其他村民的抛
荒地上种上了水稻、红薯、玉米等。刘满娥身形
瘦削，繁重的农活、经济的窘迫，一度让她喘不
过气来。

刘满娥每天5时就要起床，先为失明又大小
便失禁的婆婆端尿盆、洗澡、穿鞋、梳头、洗衣服，
安置妥当婆婆后，接着去帮女儿穿衣、洗脸，再
喂食家禽家畜，淘好米，饭锅插好电才能去地里
干会农活，然后赶在9时回来做一家人的早饭。

刘满娥出去干农活的时候，担心婆婆没人
照顾出意外，常常求助邻居到家里来陪婆婆聊
聊天。婆婆肚子饿了有时候会发脾气，唠叨着
怎么还不给饭吃，不顺心的时候还会骂人、丢
东西，刘满娥只得赶忙放下手里的活，回家先
轻声安抚好婆婆，等婆婆平静下来再赶忙做好
饭菜，像往常一样一勺一勺喂给婆婆吃。

几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女儿常常把自己
关闭起来，不喜欢与人交流，至今表达能力欠缺。
刘满娥每天都会挤出时间陪女儿聊聊天，天气冷
的时候带女儿出门晒晒太阳，看看山下的风景。

“30多年来，一直是刘满娥在照顾一家人
的生活起居，我住在她家隔壁，从没见刘满娥
有清闲的时候。”来陪婆婆聊天的邻居感慨地
说。附近的村民们无论何时走进刘满娥家中，
婆婆和女儿的房间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无异
味，婆婆和女儿身上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刘满娥今年66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
一年不如一年，每次给婆婆洗澡擦身、换洗衣
服、搀扶下床都感觉越来越吃力，但她从来没
想过要放弃，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她们都
是我的亲人，只要我还能动，就会一直照顾她
们。”刘满娥坚定地说道。

守护残障亲人不离不弃三十载
——记孝老爱亲类“湖南好人”刘满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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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张高桦 唐 怡

本报讯 11 月 10 日，邵阳县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特警队员开展街面
巡逻防控时，帮助一走失儿童找到家
人，受到家长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当天下午，该大队特警队员巡逻
时，接到热心群众反映，有一小男孩
疑似走失。接警后，特警队员在群众
的指引下迅速赶到现场，只见一名3
岁左右的小男孩独自在路边哭泣。

特警队员随即将小男孩带至安全
地带，一边安抚，一边向其询问具体情

况。但由于孩子年龄较小，与大人走失
后又受到了惊吓，无法准确表述家长联
系方式。特警队员只好带着小男孩一边
沿途询问，一边通过警车喊话器寻找其
家长，最终在某商铺门口找到了丢失孩
子的奶奶。经核实身份无误后，特警队
员将小男孩交还其家长手中。临走时，
小男孩大声说：“谢谢警察叔叔！”

民警提醒，日常生活中，家长带
小孩出门，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加
强对孩子的看护。同时，教会孩子牢
记父母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
以便孩子走失能及时提供信息。一旦
发现孩子走失，要立即向警方求助。

萌娃走失 有“警”无险

11月16日，在新宁县金石镇宛旦平村，橙农在果园中高兴地采摘脐橙。
今年，该县种植崀山牌优质脐橙3.3万余公顷，有望突破70万吨，产量再创
历史新高。 通讯员 郑国华 林海燕 摄影报道

供水体制改革以后，新
组建的水务公司改“传统水
务”为“智慧水务”，通过“大
数据管水”，实现管理高效、
服务精细、降本增效；以物
联网、智能系统等信息化手
段构建智慧水务平台，投资
1600余万元，建成4个机房
和 1 个中心调度室，4 个规
模水厂的分区供水中心数
据共享、业务统一，实现源
头水到龙头水的全过程监
测和人在线、物在线、服务
在线的高质量供水，有力提

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同
时，水务公司开发手机用户
端“武冈湘水”App，群众足
不出户，使用手机便可办理
居民用水报装和过户、水费
缴纳、故障报修、以及水费、
用水量、水质业务查询等。
通过智慧水务系统平台，在
线对供水情况进行24小时
全程监测，及时快速处置在
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故
障。今年上半年共在线处置
故障105条，办结率和满意
率均达100%。

突出智能化，实现城乡供水“一键通”

该市坚持农村供水工
程标准化管理的思路，创新
管理机制，引进国有现代化
企业，统一城乡供水管理服
务标准，变“分散管理”为

“一家管理”。政府成立城乡
供水有限公司，同时引进湖
南省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共同组建湖南武冈湘水
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务公司），负责城乡供水一
体化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运营、维护和经营期满移
交。同时，成立水厂整合工

作专班，对城区原有的市自
来水公司、三水厂、二水厂
以及乡镇所有的公益性水
厂进行清产核资，所有资产
全部归集城乡供水有限公
司所有，再由城乡供水公司
将所有水厂资产移交水务
公司，委托该公司统一进行
管理运营。对规模小、水质
水量难以保证的3家民营水
厂进行收购或补偿，并移交
水务公司进行改造经营，对
水质不达标、经营难以为继
的8家民营水厂予以关停。

突出标准化，实现城乡供水“一家管”

近年来，该市针对农村供水工
程小而散、水源单一不足的现状，坚
持区域供水规模化的思路，高标准
规划全市城乡供水一体化总体布
局，通过利用“大水源”、建设“大水
厂”、铺设“大管网”，真正实现城乡
供水“同水”“同网”。为解决水源不
足、季节性缺水风险大等问题，该市
通过整合辖区内水源、调用周边可
取水源的办法，优选出威溪、东风、

大水江、大圳 4 座中型水库为主水
源，12 座小型水库、地下岩水为补
充水源，水质均达到了II类标准及
以上，年可取水量达到9000万立方
米以上，充分保障城乡82万居民生
活用水需求。同时，该市在中部、东
部、北部、南部分别扩建、新建4 个
万吨以上现代化规模水厂，即扩建
三水厂达到日产10万立方米/天规
模，新建高原、东风和孔家团3个日

产1万立方米/天规模水厂，形成以
这4个规模水厂为主，其他“千吨万
人供水工程”为应急补充的规模化
制水系统，日制水能力可达16.3万
吨，并通过 PPP 项目新建 5 座加压
泵站和 270 千米输水大管道，各水
厂之间供水主管实现互联互通，实
现大水厂向全市所有乡镇供水管网
输配水。目前，该市已建成 45 座高
位水池、31 处加压泵站，铺设农村
供水管网2650千米，“大管网”建设
筑牢农村饮水安全网。

突出规模化，实现城乡供水“一张网”

彭建军 颜志军 段世团 郑永根

“搭帮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使我们
这个年年缺水严重的偏远山村如今用水
无忧，乡亲们从此都能喝上清澈的甘泉。”
11月16日，谈起武冈市城乡供水一体化
给群众带来的幸福感，该市稠树塘镇甘田
村党支书周民达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武冈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进
城乡供水一体化，建成了覆盖全域、城乡
一体、南北调配、丰枯互济的供水体系，城

乡供水基本实现“同水、同网、同质、同服
务、同监管”的目标。目前，武冈市城乡万
吨以上规模化水厂日制供水能力达15.6
万吨，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
达86%，农村供水保证率达92%以上，历史
性解决了40个干旱缺水村的饮水问题，
率先在全省实现县域城乡供水全覆盖。

该项目的成功实践被誉为“武冈模
式”，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湖南日报、湖南
卫视等主流媒体推介，得到了省、市水利
部门的高度肯定。

▲图为扩建后日制水10

万吨的武冈市第三自来水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