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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邵东市堡
面前乡新发村村干部李
群华和红白理事会成员
刘顺梅，来到村民曾玉昆
家，就其母亲刚刚过世的
丧事操办问题，有针对性
地开展移风易俗宣讲，引
导曾玉昆家严格按照“三
天三万”的标准简办丧
事。今年以来，堡面前乡
喜事新办12户，丧事简办
9户，小事不办30余户。

近年来，邵东市市
委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
导小组，乡镇成立相应
工作机构，村级成立红
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
村民理事会、禁毒禁赌
协会“四会”组织。围绕

“孝老爱亲、诚实守信、
勤奋向上、勤俭持家、丧
事简办、婚事新办”等方
面，制定了建设文明乡
风、文明家风的新标准，

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
刚性化的规章制度，做
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同时，运用宣传车、宣传
栏、倡议书、微信群和村
村响广播，开展移风易
俗宣传，全面推进全市
移风易俗氛围打造。

目前，邵东市移风易
俗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该
市26个乡镇、579个行政
村已全部推行由新乡贤
参与的移风易俗工作，实
现了“四会一约”行政村
全覆盖，婚丧喜庆事宜大
操大办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丧事开支降至3万元
以内，文明理念逐步深入
人心，丧事简办、婚事新
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正
成为新的时尚。

丧事简办 婚事新办 小事不办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倡 树 文 明 新 风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傅畅珺

通讯员 刘碧玉 李洪刚

“天冷了，您要注意
保暖，喜欢什么就买，不
要舍不得花钱。”12 月 6
日，王波拉着陈双全老人
的手，一句一句地耐心嘱
咐。从 2006 年开始，王波
照顾陈双全老人已经整
整15年。

“ 第 一 次 见 到 老 人
时，他脚上拖着破了洞的
烂解放鞋，黑黢黢的脚趾
都伸出来了，没穿袜子，
衣衫褴褛。”王波回忆起
第一次见到陈双全老人
的场景说道。上世纪 90
年代初，家住城步苗族自
治县西岩镇的王波去外
婆家拜年，第一次见到陈
双全。年幼的王波在乐善
好施的外婆的影响下，对
天生聋哑、生活困难的陈
双全有了恻隐之心，他暗
下决心，如果自己长大了有钱了，一定要让老人过
上好日子。

王波从小家庭困难，14岁时就辍了学。在家帮
助父母干农活的同时，他还要捡废品、卖冰棍挣钱
补贴家用。长大后，刘波外出打工，四处奔波，居无
定所，生活长期无规律、睡眠不充足，使得曾经满
头乌发的他，不到20岁就秃了头。

2006 年，王波终于积累了一定资金，回乡创办
环保机制木炭厂和豆腐制品有限公司。致富不忘
乡邻，他创办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全都是周边贫
困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与此同时，当
初做出的照顾陈双全老人的承诺，王波从未忘记，
他做通家里父母、西岩镇联合村村干部及陈双全
的思想工作，将陈双全接到豆腐加工厂里，给老人
添置了崭新的被褥和日常生活用品。

“老人虽然不会说话，心里却明镜似的，特别重
情重义。每次我外出办事回来赶不上开餐，老人总是
将饭菜替我热着；下雨天，他总是拿着伞在厂门口接
我；看到我在搬货，他总是将我推开，不让我搬，自己
抢着去做；我没有给他指派任何工作，可他总是找事
做，打扫卫生，厨房帮忙，修理简单电器……”王波回
忆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很是动情。

15 年的朝夕相处，两人结下深厚的“父子”感
情。交流全靠手语，但并不妨碍两人沟通。平时，老
人吃住都在厂里，王波没给老人安排任何工作，就
是想让老人吃好穿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王波
在县城经营着“华强农特”土特产超市，工作异常
忙碌。尽管如此，王波每周还是会抽空给老人带去
生活物资，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老人若是得知王
波要来，便会一早守在厂门口，咿咿呀呀高兴得像
个小孩。两人一见面，如同亲生父子，相互拥抱，比
划着，老人会陪王波到各个车间检查生产情况。

工作不忙时，王波就会开车带着老人去周边游
玩。每年，王波还会给老人存上几千元钱，存折和密码
都由老人掌握。王波15年如一日照顾聋哑智障老人的
故事，受到当地百姓称赞。
2020 年 2 月，王波被评为

“孝老爱亲”类湖南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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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景区卫生状况如此差，公共设施
不断被破坏，我们真的感觉很心痛。”近日，
紫薇公园工作人员反映，公园的卫生状况让
他们不堪重负。12月4日，记者前往紫薇公
园一探究竟。

现象：摊贩扎堆，垃圾“溢”出垃圾桶

从紫薇公园北门步行而上，游人络绎不
绝，沿路可以看到零星的垃圾。行至游客管
理中心地段，记者仿佛来到了一个小市场。

“风筝，要不要风筝”“卖冰凉粉咯”“从1写
到600，全场玩具任选一个抱回家”……叫卖
声此起彼伏。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这里有十
余个摊位，吃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

游客管理中心旁边就是龙宝，很多父母

带着孩子在这里野餐游玩。在公园的桌椅
旁，有一家人正在野餐，吃剩的食物、垃圾等
都堆放在桌面上。风一吹，不少垃圾散落到
了草地里。

沿着健康步道前行，路旁的垃圾越来越
多，甚至有的垃圾桶已经被损坏，垃圾从桶
里“溢”了出来。

探因：垃圾为什么这么多？

“公园里的摊贩太多，大家在这里消费
完后，会产生大量的垃圾。”紫薇公园经理姚
光亮坦言，由于公园管理人力有限，不可能
时时守在公园里，导致流动摊贩“野蛮生
长”。对于摆摊产生的垃圾，摊主不会主动清
理带走，这极大地破坏了公园的环境卫生。

“如果游客能提高点素质，保护景区环
境，那我们的工作会轻松很多。”保洁员陈又
娟认为，游客素质偏低是造成景区垃圾过多
的另一个原因。

紫薇公园占地 300 多亩，东西跨度超 2
公里，却只有3名清洁员。“一般我们上午打
扫完，下午就又是布满垃圾，周末情况更加
严重。”据陈又娟介绍，通常一天会有十多袋
垃圾，周一最多，她们需要从早上 7 时打扫
至12时，才能基本清理干净。还有很多扔在
山坡上的垃圾，无法清理到位。

“我在紫薇公园工作15年了，希望紫薇
公园越来越好，而不要被不文明现象掩盖了
美丽风光。”年近六旬的姚光亮呼吁，除了市
民要自觉之外，相关部门也应该管一管。他
的声音，代表了很多市民的心声。

紫薇公园“花了脸”，谁之过？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龙江月

你见过凌晨3时的邵阳吗？那些凌晨3
时还醒着的人在干嘛？在这最深的夜色
里，救护一线的医务人员，巡逻执勤的公
安民警，坚守岗位的夜班保安、奔波送客
的专车司机……他们仍然醒着，仍然在奔
走忙碌。他们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坚韧、
美好、善良、有力量……

初冬时节，当时针转过零时，万家灯火
渐次熄灭，记者走进寒气包裹的夜色里，
走近“邵阳守夜人”，窥见城市生生不息的
力量。

“这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

12 月 4 日凌晨 2 时，在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急诊科诊室里，54 岁的杨先生因左
肩背部及左上肢疼痛难忍前来就诊。急
诊科值班医师曾正华看到患者 3 种不同
的心电图形改变，立即与主任医师刘德
芬会诊，断定患者为心肌梗塞先兆。经吸
氧、心电监护、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扩冠
等一系列抢救治疗，杨先生的病情得到
了有效控制。

刘德芬说：“急性心梗从发作到死亡的
间隔时间非常短暂，救治要与时间赛跑，
否则凶多吉少。”被及时抢救的杨先生回
想当晚的经历，仍然感到后怕：“要不是医
生的及时诊断，这条命怕是没了。”

尽管已是深夜，急诊科的工作节奏依
旧很快。护士长张黎黎工作已经 13 年了，
她说抢救就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从预
检、分诊到配合抢救，急诊科没有闲人。

“看到抢救的患者慢慢脱离危险，那一刻
就觉得所有的辛苦和坚持都没有白费，一
切都值得。”

凌晨 2 时，同样忙碌着的还有邵阳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ICU病房的护士张美，她
拿着画着笑脸的气球，在一位94岁的老年
患者病床前，一边轻声鼓励，一边观察着
老人的病情变化。

张美说，来到 ICU 的病人都是病情危
重，加之环境特殊，对于患者来说，对时间
失去判断，黑白颠倒，生物钟紊乱，很容易

产生恐惧。因此她们需要安抚病人情绪，
陪病人聊天话家常。在空间不大的重症监
护室内，她们不仅是24小时监测生命体征
的护士，还是患者的生活料理员以及心理
疏导员。

“没想到我在这里还交到了朋友，出去
了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听到病人这样
的话语，张美舒心一笑。凌晨3时45分，张
美详细记录着每一床病人需要关注的重
点，认真实施每一项治疗护理措施。“ICU
的夜班虽然辛苦、压力大，但每次只要看
到护理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好，所有的疲惫
瞬间烟消云散了。”

“我的职责就是守护一方平安”

每天，北塔区新滩镇派出所的民警都
要与“宝庆大叔”等志愿者一起，24小时不
间断在辖区多发案路段和主要路段巡逻
伏哨。凌晨 1 时，值班民警接到报警，在新
滩镇街道磨石社区雪峰桥头发生一起斗
殴事件，有几名男子被砍伤。

值班副所长刘栋召集社区“宝庆大叔”
召开案情分析会，“宝庆大叔”老刘在查看
监控视频后向民警反映，砍人的一伙人中
有一个年轻伢子看起来很面熟，民警通过
走访调查，锁定嫌疑人，最终将其同伙邓
某某、匡某某等7人抓获。

值班副所长刘栋说，现场处理完民事
纠纷，还有处理案件笔录，通常处理完所
有事项，就到了第二天中午。而这样的状
态几乎是所里民警的常态，他们每天要面
对各类求助、矛盾纠纷调解、治安行政案
件等，遇到刑事警情时，24 小时不能休息

“很正常”。
12月2日凌晨3时左右，夜色深重。小

区保安王杰像往常一样值夜班。上半夜处
理了几个车辆来访登记，这会准备和衣睡
一下。“说是睡觉，其实就是眯一会儿，因
为不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有事情。”

小区安保工作做起来不容易，王杰
每天都要巡查小区各个角落，风霜雨雪
都 不 能 停 ，为 的 就 是 居 民 的 安 宁 和 幸

福。王杰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
要有牺牲精神。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
一方平安。”

“被需要也是一份职业获得感”

“您注意拿好随身物品，小心慢走。”
12 月 7 日凌晨 3 时，匡师傅送完最后一
个客人准备回家。这时他眼睛酸胀，双
腿也有些疲惫，邻居家的灯光早就熄灭
了，楼道里只有他上楼的脚步声。匡师
傅咧嘴笑笑，深深的抬头纹下，是他对
生活的热爱。

匡师傅今年 51 岁，做专职司机已经 6
年了。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
每天早上8时出车，中午午休，下午4时再
出车，直到凌晨 3 时左右。“我每天给自己
定下 400 元的接单目标，能够完成我就特
别开心。”他说。

虽然常常忙到深夜，匡师傅却从不
抱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行安排，他
们或是外出归乡的旅客、或是急病出诊
的病人，我能够接送一个是一个。”哪怕
已经回到家中，一旦接到平台派单通知，
不管多晚，匡师傅仍旧会穿上衣服出门。

“被需要也是一份职业获得感。”匡师傅
自豪地说。

小李也是专职司机，他今年 28 岁，做
这行还不到一年。“最近生意不算太好，接
了6单，赚了200多，已经很满足了。”小李
一家都在邵阳生活，妻子负责照料家中老
人孩子。“我要赶紧回家，老婆在等着我
呢。”凌晨1时，车稳步开着，小李关掉了接
单页面。

从傍晚到黎明，“城市守夜人”昼伏夜
出，在夜色里默默驻守，与白日的喧嚣热
闹无缘。这些夜色掩映下的风景，这些昼
夜颠倒的生活，这些黑夜里的人和事，不
断地为这座城市注入生命力。

城 市 睡 了，他 们 却 醒 着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唐 颖

湖南好人

移风易俗好民风

资江南路风光带是邵

阳城市名片之一，这里游

人如织，也更容易产生垃

圾。为了维护城市形象，邵

阳市红十字保护母亲河志

愿者协会自发担任河段

“滩主”，志愿清理河道垃

圾，维护风光带环境卫生。

图为 12 月 6 日，志愿者朱

加援带着孙子在资江南岸

捡拾地上的垃圾。

记者 袁进田 龙江月

通讯员 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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