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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月 30 日上午，59 岁的邵阳湘运

旅游公司驾驶员康红玉如往常一样准

时到岗。当他走近时，身上混合着污水

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然而，同事们不

仅没有丝毫嫌弃，反而纷纷竖起大拇

指，眼神中满是敬佩：“老康，你是真英

雄，我们要向你看齐！”

这些敬意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

魄的救援故事。就在前一天，康红玉不

顾危险，纵身跃入 2 米多深的污水池

中，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名落水儿童

的生命。

5 月 29 日，受公司委派，康红玉驾

驶旅游大巴护送一所幼儿园的孩子们

前往衡阳研学。结束一天的行程用过

晚餐后，康红玉与同事准备接孩子们

返程。步行前往停车场途中，他们发现

不远处的污水池边，一位母亲正绝望

呼救，周围群众焦急地用树枝打捞，原

来，她的孩子刚刚失足落水，转瞬便沉

入了水底。

“必须争分夺秒！”深谙水性的康

红玉心头一紧。千钧一发之际，他来不

及脱下衣物，也顾不上取下身上的手

机等贵重物品，便毫不犹豫地纵身一

跃，扎进了漆黑的污水池中。

这 个 污 水 池 虽 然 面 积 不 大 ，深

度 却 超 过 2 米 ，水 面 上 漂 浮 着 绿 色

浮游植物，泛着令人作呕的黑色。入

水瞬间，康红玉就触碰到了孩子的

身体。他迅速扎入水中，一把攥住孩

子的手臂，奋力向上拖拽。但由于水

深且无处借力，第一次尝试以失败

告终。

生死关头，康红玉调整策略，双手

紧紧卡住孩子的腰部，猛地蹬向池底。

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最终将孩

子托举出水面。在岸边群众的协助下，

孩子被成功救上岸。从落水到获救，整

个过程不到 20 秒。幸运的是，由于救

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看着孩子安然无恙，现场响起热

烈掌声，众人纷纷对康红玉的英勇之

举赞叹不已。面对赞誉，康红玉只是

朴实一笑：“只要我有能力，肯定不能

袖手旁观。下次再碰上，我还是会冲

上去！”

清洗时，康红玉才察觉自己浑身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回家后反

复冲洗了好几遍，可这味道还是散不

掉。”康红玉笑着说，“不过只要孩子平

安，臭点又怎样！”

事实上，这并非康红玉第一次见

义勇为。18 岁那年，他在资江河畔成

功救起一对溺水的母子。多年来，他始

终秉持着这份善意：在市区西湖桥上，

他曾停车用灭火器扑灭着火的泡沫运

输车；在车站，他及时制止一醉酒乘客

抛洒数万元现金的危险行为，帮乘客

挽回了损失……桩桩件件，无不彰显

着他的善良与担当。

为弘扬康红玉见义勇为的高尚品

质，5月30日，邵阳湘运旅游公司对他进

行表彰，并号召全体员工以他为榜样。康

红玉用行动诠释了平凡中的崇高。

污水池里奋力托举起落水儿童
——邵阳湘运旅游公司驾驶员康红玉的英勇救人瞬间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李高雄

6 月 9 日，在

邵 阳 县 下 花 桥

镇 又 新 村 金 银

花基地，村民在

采摘金银花。今

年，当地金银花

合 作 社 种 植 的

金 银 花 喜 迎 丰

收。该基地采取

“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基地+

农 户 ”合 作 模

式，不仅拓宽了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渠道，更让村

民 在 家 门 口 就

能增收致富。

刘健 摄

村民在收割野麦。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陈心怡） 

6 月 7 日 19 时，新邵县酿溪镇的王家

坪村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一场由村

“两委”主导的“村光大道”歌唱擂台赛

在该村孔雀滩露营基地火热开赛。与

寻常文艺演出不同，这场活动展现了

乡土文化的蓬勃生机。

村民邓红梅的一曲山歌《山窝窝

飞出金凤凰》赢得满堂喝彩。她用方言

改编的歌词里，唱的是村里新建的孔

雀滩露营基地、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

有家门口的供销社“小卖部”。“以前都

是看城里人办晚会，现在咱农民自己

也能当明星！”邓红梅抹了把汗，笑得

合不拢嘴。

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邓雨民介

绍，“村光大道”每周六 19 时举办一

次，由周赛、月赛、季赛以及年赛组成，

上台表演的歌手包括但不限于本村村

民，既保留了原生态的乡土气息，又融

入了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新元素。活

动开展半个月以来，已吸引周边 10 个

乡镇千余人到现场观看，线上直播观

看量累计突破 10 万人次。在外务工多

年的村民王海涛感慨：“以前村里晚上

黑灯瞎火，现在文化活动多了、产业路

子宽了，回来才发现，家乡的‘星光’不

比城里少！”

王家坪村“村光大道”唱响乡村“好声音”，村民感慨：

家乡的“星光”不比城里少

“叔叔、阿姨，天气预报明天会

下大雨，辛苦你们今天一定要把麦

子割完！”6 月 7 日 10 时，邵阳县黄

荆岭山上的气温已经高达 30 多摄

氏度，烈日下，黎步云在麦田里一边

割麦，一边焦急地催促着工人们。

“我以前在市区开美容院，2020

年生意亏本，就回村里承包 200 多

亩荒山，种植牧草养山羊和鸡。”劳

动休息间隙，黎步云一边擦着满脸

的汗水，一边介绍：“2021 年，省医

保局的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帮扶，

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创办了

湖南玲浓源农业有限公司，承包我

们高龙村 1200 多亩土地，种植油

菜、玉米、大豆等作物。”

“回乡干农业前，我也是个苗

条、白皙的美女，那时出门都要涂防

晒霜、抹胭脂、喷香水。现在，体重重

了将近一倍，夏天下地干活也不怕

太阳晒，但不敢见闺蜜了。”个子结

实、皮肤泛着栗色的黎步云，乐呵呵

地说出自己务农后的改变。“承包了

那么多地后，我日夜苦思着怎样提

高土地的产出效益，提高村民们的

收益。”黎步云说。

黄荆乡地处海拔 500 多米的黄

荆岭山中，过去这里漫山遍野荆棘

丛生，山上千沟万壑，怪石嶙峋，是

远近闻名的干旱乡、石头乡，也曾经

是闻名的贫困乡。

在贫瘠的石头山上种植农作

物，产量十分低，还常常因为高寒、

干旱等气候原因，造成颗粒无收。其

中两年，黎步云种的大豆、玉米全被

干死，连种子费都赔了。

经过反复摸索，黎步云发现只

有野麦子最适应山区的环境 。于

是，她把适合种植野麦子的 50 多

公顷地全种上，每年收获几千公斤

野麦子。

“野麦子生存能力强，种植成本

低，效益好。”黎步云介绍，野麦子不

仅为自己公司带来效益，也为当地

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黎步云的公

司每年给村民支付土地租用费 8 万

多元，支付群众工资 70 多万元。黎

召卜、黎选举等一批 60 多岁的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每人收

入近 5万元。

石 漠 山 上 野 麦 香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夏泽彪 阳征奉）“现在去高铁站接送

人，停车都是免费的，一年能省下近

400 元停车费。”6 月 11 日，60 岁的七级

残疾退役军人罗贞开高兴地说。

近日，隆回县残疾退役军人优待

政策再次升级，残疾退役军人可享受

该县范围内公共停车场免费停车优

待，目前已有 40余人申请该项优待。

在隆回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罗

贞开仅用 20 分钟就办好了优待手续。

“工作人员服务很贴心，可以线上申

请，也能上门办理。”申请手续办理成

功，意味着罗贞开将在全县范围内的

高铁站、商场等公共停车场享受 0 元

畅停优待。

“公共停车场可以免费停车，充分

体现了国家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残疾

退役军人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感到很欣

慰，也很感激。”罗贞开说，身边很多残疾

退役军人战友都在为这项政策点赞。

为不断提升退役军人荣誉感，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全面落实残疾退役军人享受停车

优待政策。残疾退役军人只需提供残

疾军人证、驾驶证、行驶证即可办理申

请手续。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位残疾

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国家没有忘记他

们，党和政府永远关心他们。”隆回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说，为了切实将党

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及关心关爱落到实

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高度重视，积极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最终在全县范围

实现了公共停车场残疾退役军人凭相

关证件可免收机动车停车服务费。

隆回县残疾退役军人优待再升级

停 车 优 待 服 务 贴 心

“针对中小学生不同年龄和性别

特点开展沉浸式教学，让学生在情景

模拟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自我防护

救助能力，这是我从教几十年所见的

最‘活’的法治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法

治宣讲进校园！”这是隆回九龙学校党

总支书记刘磊对女子护蕾宣讲团在该

校开展宣讲活动的生动评价。

近年来，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

临新要求新挑战的背景下，隆回县组

建女子护蕾宣讲团，坚持常态化开展

“利剑护蕾”专项行动，“三心”并举推

进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覆盖 25 个

乡镇、79 所中小学校，受教育学生近

10 万人，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社

会效果，群众亲切地称呼她们为“女

子护蕾别动队”。

齐心构建宣讲新格局

隆回县将“利剑护蕾”作为重点工

作、底线工作和民生实事，成立“利剑

护蕾·2025”专项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

专班，建立“1+7+25+N”组织领导体

系。1 个专班统筹协调，县委政法委、

教育、妇联、公安、法院、检察、司法 7

部门协同推进，25 个乡镇（街道）全力

配合，组建 N 支特色宣讲分队，实现

方案共商、信息共享、经验互通。

该县由县妇联牵头，整合教育系

统优秀教师、政法系统优秀法治副校

长、妇联优秀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

力量，组成“女子护蕾宣讲团”，以女

性讲师为主，从女性视角切入，拉近

和学生的心理距离，营造“政法统筹、

妇联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大

宣讲格局。

该县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原

则，以县域为中心，以农村偏远学校、

留守儿童集中区域为重心，分批次覆

盖全县 25 个乡镇 79 所定点学校。定点

学校以外，则由各乡镇（街道）牵头，县

司法局和辖区中心校配合，组织法治

副校长深入学校开展宣讲活动，不落

一所、不漏一人，确保全覆盖。

精心打造教育新模式

由隆回县妇联牵头，协同教育、

团县委、政法各单位，研发“2+X”课

程体系，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

未成年人防性侵知识为宣讲重点，以

防范校园欺凌、防范毒品危害、防范

网络侵害、防范邪教渗透等为选学内

容，按性别分类教学，按学段细分课

程，有针对性地组织制作宣讲课件。

面向小学生，更注重趣味性、互动性，

以游戏教学为主；面向初中生，更注

重系统性、深入性，以模拟实践教学

为主。

他们广泛收集本地典型案例，深

入分析研判并进行改编，将法律法规

融入其中，研发“情景演绎+互动问

答”双轨教学模式，增强宣讲的吸引力

和说服力。如隆回县人民检察院宣讲

团，对校园欺凌、隔空猥亵、性侵害等

案例进行改编、演绎，邀请学生参与进

来，同步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和应对方

式，让宣讲内容“活”起来。

该县采用“视频教学+实物展示+

情 景 互 动 + 主 题 宣 讲 ”体 系 ，通 过 

“观察+讲解+体验”，引导学生提升识

毒、防毒能力。

用心培育护蕾新动能

除现场宣讲外，宣讲团还制作《护

蕾姐姐说》短视频，编撰《护蕾宝典》宣

传册，充分利用学校、教育、政法单位

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在

线课堂等网络平台，及时推送宣讲内

容，让法治教育触手可及。

宣 讲 团 注 重 示 范 引 领 、授 之 以

渔，每到一乡镇，都要安排“金牌讲

师”上示范公开课，辖区各学校选派

“种子教师”现场观摩，并参与宣讲团

课程设计、交流研讨、情景剧排演等

环节，汲取先进的教学理念方法，在

各校洒下一粒粒法制教育种子，“点

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护航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宣讲团将授课质量、创新成果等

纳入宣讲员评价指标，开展“优秀法

治教育案例”“星级讲师”“金牌讲师”

评定，共评选出教学方式新、课堂反

响好、群众评价高的金牌讲师 2 名、

星级讲师 12 名，建立宣讲人才储备

库，为下阶段宣讲活动常态长效开展

提供支撑保障。

隆回县“女子别动队”打造利剑护蕾教育新模式

凝聚“她”力量 呵护“蕾”成长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