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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送秀家，是长胜村的缩影。

在长胜村，优先教育是常态。现年

73 岁的佘佑秀老人，回忆儿子申良方求

学时的往事仍眼含热泪：“开学时家里拿

不出学费，我只能咬着牙从老房子的阁

楼上撬下楼板变卖，才换来孩子读书的

机会。”

这块承载着母亲希望的楼板，最终

成就了申良方，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湘雅医院博士生导师，他的儿子申

霖也成为了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

青少年励志展览馆里，排列着村里

所有大学生的名字与照片，成为村庄最

宏伟的风景线。

长胜村，越来越多的儿女，通过学习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只比读书，不比砌屋

当别村攀比楼房高低时，长胜人关

心的永远是谁家孩子又考上了名校。“只

比读书，不比砌屋”已成全村共识。

“在我们这个穷山窝里，想要有出

息，就只能拼命读书走出去。”申伯胜退

伍回乡干过农活、当过教师；在“晴天漏

光、雨天漏雨”的土坯房里，崇文重教的

他始终向子女传递着一个信念：“只要你

们想读书，当牛做马也要供你们上学！”

后来，申伯胜的大女儿和儿子主动

放弃学业打工养家，全力支持弟弟申理

滔求学，诠释了家族合力。

2001 年，高考失利的申理滔，全家

没有责备和气馁，而是鼓励他重塑信心。

第二年，申理滔成功考上本科，最终成为

中国科学院的博士。

“打工潮”到来后，村里许多劳动

力 外 出 务 工 。 别 的 村 挣 钱 回 来 盖 新

房，房子越盖越好；而长胜村民挣钱只

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儿女全部送进大

学校园。

“与其和别人比砌屋，不如和别人

比读书。”原村支书赵有志在岗位上掷

地有声。他带头先不建房，潜心培养

儿女读书。

最终，他的女儿赵黎平考入武汉大

学；儿子赵金星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

后在浙江省交通厅工作。

“谁家出了个大学生，全村人都会敲

锣打鼓去送礼道贺；考上清华北大的奖

励 5000 元，考入重点大学的奖励 2000-

3000 元不等，这份奖励在当时堪称巨

款。”现任村支书申哲，指着展柜里泛黄

的账本介绍。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长胜村已开始

设立了奖学金，村集体累积发放了奖助

学金 20多万元。

反哺家乡，改变大山

读书，改变了长胜村儿女的人生轨

迹，也改变着这个贫瘠山村的面貌。

近年来，越来越多走出大山的学子

开始将目光、资金投向家乡，反哺家乡。

2016 年前，长胜村还是道路泥泞的

穷山村。

在村“两委”的号召下，周奉明、申良

方等人牵头成立乡亲联络组，点燃了在

外游子的乡情。

曾桢带头捐资 85 万元加固 400 年历

史的“可大堂”；新辉驾校校长曾倩连续5

年不间断的每月资助300元给低保老人；

38位在外游子共捐资近40万元注入村集

体发展基金，投资收益用于村集体发展。

“ 读 书 改 变 了 我 的 人 生 轨 迹 ，但

真 正 的 价 值 在 于 用 所 学 改 变 家 乡 。”

申 哲 每 年 都 会 收 到 来 自 长 胜 村 儿 女

的信息和捐赠。

近 5 年来，爱心资金 700 余万元汇聚

成流：17 公里水泥路畅通无阻，6 公里电

网改造点亮山乡，2900 米灌溉管道贯穿

田野，6座山塘水库焕发新生机。

“ 以前在外打工最怕开学，现在家

门口就能赚学费了！”村民申大姐笑靥

如花。“胜才黄花菜合作社”的加工车间

里，留守妇女指尖翻飞，金黄的花蕾化作

增收的希望。合作社的烘干房里，黄花

菜的甜香混合着村小学的琅琅书声，飘

向村口那方写满信仰的石碑。

走进今日的长胜村，“为群众办好

事 让群众办好事”映入眼帘，申哲翻阅

着新的建设方案，远处山塘波光粼粼。

长胜村最珍贵的“存款”，不是银行

里的数字，而是村民夜话时对儿孙前程

的憧憬。长胜村创造的教育奇迹，是用

几代人的努力换来对知识的敬重，用榜

样的力量建立起传承的链条，用离乡的

深情托举起家乡的未来。

高考的硝烟刚刚散去，一股充满青

春气息的消费热潮已在各地涌动。结伴

奔赴山海完成毕业旅行、手握方向盘掌

握独立出行技能、在汗水中雕塑更佳体

魄、用新装备武装智慧生活……2025 届

高中毕业生们正以极具规划性的消费选

择，点燃这个夏日的“考后经济”，也清晰

传递出“Z 世代”（通常指 1995 年至 2009

年间出生的“网生一代”）青年消费的新

脉动。

技能加身：驾驶证，驶向独立
的“成人礼”

驾驶证，正被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视

为迈入人生新阶段的“通行证”。

“高考结束，暑假时间宝贵，学车是

提升技能的最佳时机。”6 月 20 日，在大

祥区某驾校报名处，刚卸下高考重担的

邓雯（化名）毫不犹豫地办完了报名手

续。她表示，掌握驾驶技能意味着更广

阔的出行自由和独立生活能力。

邓雯的想法颇具代表性。不少家长

也认同，驾驶是现代社会的“必备技能”，

并将其视为送给孩子的特殊“成人礼”。

这股学车热潮甚至带动了“全家总动

员”，“高考学车全家桶”现象悄然兴起

——父母子女共同报名，共享驾考时光。

激增的学车需求，让驾校教练们应

接不暇。一位资深驾校教练感慨道：“最

近真是连轴转，每天早上 7 点忙到傍晚 6

点，练车场高峰期跟高考考场一样，清一

色的准大学生。”

健康塑形：挥汗如雨，投资
“更好的自己”

健身房，成为毕业生们投资自己的

另一个重要阵地。与驾校的火爆遥相呼

应，拳击、普拉提、功能性训练等特色健

身课程备受追捧。

6 月 21 日，在大祥区某综合性游泳

健身会所内，跑步机、力量区前排起的队

伍中，年轻面孔格外醒目。

“6 月 9 日以来，18 至 20 岁年龄段的

新会员注册量显著攀升，每天都有大量

咨询。”该健身会所负责人胡家富介绍，

毕业生们目标明确——利用宝贵的暑期

进行系统性训练，以更强健的体魄和饱

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大学新生活。

敏锐捕捉到这一需求的商家，迅速

推出针对性服务。该健身会所上线的

“大学生预备役”套餐，整合了体能测评、

个性化减脂塑形计划和热门团操课程体

验，价格较常规套餐优惠近 20%，精准击

中了毕业生的核心诉求。

装备升级：数字“利器”，赋能
智慧新起点

考后消费的另一重头戏，落在了电

子装备的迭代更新上。手机、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这“传统三件套”，依然是家

长们犒赏孩子勤奋拼搏的热门选择。而

今年的亮点在于，消费升级趋势更为明

显，且品类在拓宽。

“618”年中大促与高考后消费窗口

期完美叠加，市区各大电子产品卖场人

气爆棚，店员们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旗

舰手机、高性能电脑和平板热销，更侧重

学习效率提升的智能学习机、便于知识

管理的电子手写记事本，以及关注健康

的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销量与考前相

比也大幅增长。这反映出准大学生们对

装备的需求，已从基础娱乐通信扩展到

学习辅助与健康管理，为即将到来的大

学生活做着更精细的准备。

“考后经济”火热，准大学生成消费主力

蓄力充能 青春奔赴下一站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实习生 吴安萍

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 慧 鹏

通讯员 欧阳文星）6 月 24 日，省关

工委副主任蔡力峰、肖雅瑜率队来

邵开展“以法治思维深化关心下一

代工作”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罗玉梅，市关工委主任李晓

红、执行主任伍邵华参加。

调研组一行来到双清区人民

检察院“紫薇花开”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室，实地查看了“一站式”询问

救助中心和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

务中心的建设情况。在座谈会上，

观看了市关工委联合相关单位拍

摄的《宝庆少年说法治》《宝庆少年

说公正》视频。

调研组充分肯定我市积极推

进依法关爱保护青少年的工作成

效 并 强 调 ，要 强 化 政 治 引 领 和 理

论 武 装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法

治思想并将其贯穿到工作的全过

程 、各 环 节 。 要 用 心 用 力 学 法 懂

法 用 法 ，涵 养 依 法 治 理 的 自 觉 意

识 和 实 践 能 力 ，解 决 好 关 心 下 一

代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不足。要

深刻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的 实 践 要 求 ，将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纳 入 法 治 轨 道 ，依

法规范和界定社会和各部门的职

能分工、职责任务，改进加强新时

代关心下一代工作。要履行好各

级 关 工 委 的 法 定 职 责 ，积 极 支 持

相 关 部 门 打 击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犯

罪，落实好失足青少年教育、感化

和挽救工作，强化法律宣传教育，

加 强 法 治 文 化 建 设 ，提 升 依 法 育

人的综合效益。

凝聚法治力量 守护向阳成长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 秀 丽 

通讯员 李宗让 范准 实习生 

邱桂香）6 月 25 日，全市成品油流通

市场“打非治违”百日攻坚行动动员

会召开。副市长胡小刚出席。

本次“打非治违”百日攻坚行

动从 6 月开始，持续至 9 月底，将紧

扣严厉打击成品油非法经营行为、

严查制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油品行

为、全面推进加油机智慧税控系统

升级、查找安全生产隐患、推进三

次油气回收装置安装等重点方面

展开。

胡小刚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对维护市场秩序、抓好安全生

产的重要性，坚决整治成品油流通

市场乱象。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

点，严查非法油品来源，严厉打击

非法运输、储存、销售行为；强化市

场监管，规范经营秩序；加快智慧

监管系统推广应用 ，提升治理效

能。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

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

体责任，推动成品油流通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

推动成品油流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肖薇 实习生 杨晨）6 月

25 日，邵阳经开区围绕“节约集约

用地，严守耕地红线”主题，开展第

35 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凝聚共

识强化土地资源保护。

活动现场，邵阳经开区管委会

前坪设立集中宣传点 ，通过摆放

宣传展架、发放资料、设立政策咨

询台等方式 ，向企业家和群众普

及 土 地 管 理 业 务 知 识 与 法 规 政

策。园区及企业电子屏同步滚动

播放土地保护宣传视频 ，营造出

浓厚的宣传氛围。

作为邵阳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邵阳经开区产业项目集聚，土地需

求旺盛。近年来，该区秉持节约集

约用地理念，创新土地管理模式，有

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缓解供需矛

盾，为“两主一特”（先进装备制造、

智能家居家电、新型显示器件）产业

集群发展提供坚实要素保障。

“节约集约用地对园区发展至

关重要。”邵阳经开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园区将聚焦产业发

展，精准配置土地要素，优化布局、

保障规模、创新模式，实现“签约即

供地、拿地即开工”；坚持节约集

约，精准供地、盘活存量，破解资源

约束；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巡查、加

强联合执法，筑牢资源保护防线，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邵阳经开区开展第35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凝聚共识强化土地资源保护

6 月 20 日，武冈市司马冲镇长抄村干部在察看大圳灌区新安飞

虹工程倒虹吸管维修情况。该工程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长

5561.66 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倒虹吸管此次启动 50 年来首次

大型维修。          王岐伟 曾晓红 摄影报道

电子产品卖场人气爆棚，其中不乏准大学生的身影。

长胜村：只比读书，不比砌屋

从健身塑形到掌握驾驶技能，再

到更新电子装备，“后高考消费”已超

越单纯的“放松娱乐”，演变为考生对

“成人身份”的主动建构与对未来生

活的规划投资。这一现象既反映了

家庭消费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了教育

观念的转变——家长更愿意为孩子

的“自我提升”买单，而考生群体也倾

向于将假期转化为“能力储备期”。

随着消费场景的持续细分，“考

后经济”或将成为暑期消费市场的

重要增长极，推动相关行业服务模

式迭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