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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王宽勇 贺影） 7月2日，

“邵阳快警”洞口大队及时开辟生命绿
色通道，成功救助一名返乡发病女子。
在感谢多方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受
助女子家人向家乡父老乡亲因自家占
用公共资源真诚致歉，让雪峰山下的
橘城更加温暖。

7月2日13时50分，“邵阳快警”
洞口县1号平台接110指令：一男子
驾驶私家车从高沙镇方向送一名急
症病人前往洞口县人民医院就诊，因
病人在家时已昏厥，情况紧急，请求
警方帮助。

接警后，快警队员迅速反应，开
车赶到约定的盛华医院门口路段接
应。2 分钟后，一辆白色小车开着双
闪灯疾驶而来，快警队员确认车辆
后，立即开启警灯，拉响警报，为送医
车辆开道引路，以最快速度一路畅行

至洞口县人民医院，并协助家属将病
人送进急诊中心，为患者赢得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

据报警求助的邓先生讲述，夫
妻两人不久前从浙江回乡探亲。其
妻李女士当日在家用餐时，突然倒
地，昏迷不醒，因担心送医路上遇到
堵车耽误救治时间，便提前拨打110
求助。

令人欣慰的是，经医院全力抢救，
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出人意料的是，
患者丈夫邓先生在对110处警民警、

“邵阳快警”、医护人员等深表感谢的
同时，又对其妻因病占用大量公共资
源，而在微信朋友圈里向全县父老乡
亲表示深切歉意。

“谢意加歉意，表明洞口群众的
公共道德意识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
当高的层次。”洞口县籍邵阳学院副
教授、博士袁龙评价。

爱妻获救，致谢；占用资源，致歉

谢意加歉意 橘城很温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蒋佰平 李深德 龙运灿）
7 月5日，家住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
族乡的苏文宽，领到了该县第一份
见义勇为商业保险理赔金 2 万元。
这是绥宁县不断完善见义勇为奖励
和救助机制，积极弘扬社会正气的
一个缩影。

今年 3 月 20 日 12 时许，在绥宁
县城一家理发店从业的苏文宽，突
然听到店外大喊：“出事啦……”他
立即丢下手中工作冲到店外，只见
道路中间一辆女式摩托车正歪倒压
在一名女子身上，他立即上前准备
挪开摩托车。不料，另一名参加救援
者一不小心触动了摩托车的车头加
油手把，摩托车后轮瞬间失控弹起，
重重摔打在苏文宽的左腿上，导致
其左小腿骨折。

就在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都在
关心关注苏文宽见义勇为后续事件

进展的时候，这笔见义勇为理赔金及
时出现，在苏文宽所在乡镇乃至整个
绥宁引发强烈反响。

原来，今年3月18日，即苏文宽见
义勇为的前两天，绥宁县委政法委与
中国人保财险绥宁支公司举行“绥宁
县见义勇为救助责任保险”签约仪式，
现场为今年绥宁可能涌现的见义勇为
者购买了相关保险。

近年来，绥宁县充分利用“绥事
（随时）办”等网络平台，及时发现、评
定、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深入开
展“关爱帮扶见义勇为人员”“寻找见
义勇为人员”等活动。自2017年以来，
该县涌现出“湖南省见义勇为英雄王
清珍”等160多名省、市、县、乡四级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与此同时，该县充分
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从物质和精神等
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见义勇为者的
奖励和救助力度，见义勇为在该县更
加蔚然成风。

完善救助机制 弘扬社会正气
绥宁县兑现首笔见义勇为商业保险理赔金

“宝宝还太小，先拿这三服药
回去吃着。”7 月 6 日，武冈市湾头
桥镇世富村卫生室医生刘云边利
索地拿药，边向孩子母亲李女士说
道。李女士听别人说刘云医生医
术高、服务好，特意从几十里外的
武冈市城区赶来。

今年48岁的刘云，1996年退伍
回乡后做起了医生，在岗位上整整
坚守了 26 年。他常年奔走于村民
家中，及时消除患者病痛，在农村
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中作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被乡亲们誉为生命健康

“守护者”。他先后获得全国卫生
计生系统劳动模范、邵阳市首届十
佳最美医生、武冈市模范退伍军人
等荣誉称号。

刘云说，他父亲也是一名医生，
之所以选择从医，是为了子承父业。
小时候曾目睹过身边的乡亲因为交
通不便，有病不愿意去医院治，最后
拖出了大病。他希望能通过在村里
办医院，为大家的健康出些力。于
是，他选择了去武冈卫校学习。

1993 年 12 月，刘云应征入伍。

在部队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好，他本
可以留在部队当一名军医。但他考
虑到家里的乡亲们就医十分不便，加
上父亲年迈，需要回去照顾。1996
年12月，刘云毅然放弃在部队提干
的机会，脱下了军装，换上了白大褂，
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走上了新

“战场”，成为了一名村医。
因医术好，口碑好，2012 年，

在武冈卫校读书时的老校长推荐
刘云去更高的平台发展，到市里
的一所医院当医生。“村里老人小
孩多，医疗条件需要改善，我走了
他们就医怎么办？”考虑到这些，
刘云迟迟未做决定。乡亲们知道
后也很着急，生怕刘云离开。大
家都说：“刘云，你走了，我们去哪
里看病呀？”

大家极力挽留，加上对乡亲
们也很不舍，刘云最终选择留了
下来。

“刘医生，我家小孩肚子痛、呕
吐，状况很不好。”一天晚上 12 时，
世富村 17 组村民殷女士向刘云紧
急求助。不到10分钟，刘云就骑着

车赶到了殷女士家中。像这样半
夜出诊，刘云已经习以为常。

“医生是没有节假日的，我的
时间属于病人，村民们都很信任
我。既然走上了从医这条路，就要
一辈子为患者服务。”在世富村，乃
至周边七八个村庄，刘云的名字家
喻户晓。只要村民有需要，风来雨
往，三更半夜，他都是随叫随到。

刘云回忆，他曾经一晚上被叫
醒过五六次，出诊摔倒、被狗追的
经历也非常多。他从来不言苦不
言累，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身
边的“120”。

“刘医生医术好，又富有责任
心，我们看病可以不出村，真的很
方便、很安心。”村民殷女士如是评
价道。

26年来，刘云与其他千千万万
退役军人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继
续书写着军人坚毅勇敢、为民服务
的新篇章。

众乡亲的健康“守护者”
——记武冈市湾头桥镇世富村卫生室医生刘云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周超

30年来，大祥区西直街小学教
师徐素梅把灿烂的青春燃成烛光，
献给了人民教育事业；把炽热的爱
心化作春泥，铺筑起一个个孩子的
成长之路。

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徐素梅
长期担任班主任，所带班级班风
正、学风浓，在同行和家长中赢得
了良好口碑。为了做好班主任工
作，徐素梅背包里总有个笔记本，
细致记录着每个孩子的基本情况、
个性特点、成绩轨迹……她建立起
常态化家校联系制度，每逢休息
日，手机就成了学生家长的热线电
话，记满了每个孩子的成长历程。
学生都把徐素梅当做最信赖的教
师、最知心的朋友。

徐素梅满心装的是学生和工
作。班里学生芳芳（化名）的父亲因
病早逝，母亲离家出走，年迈的奶奶
半身不遂，家庭十分贫困。为了帮
助芳芳，徐素梅常常为芳芳家送去
牛奶、鸡蛋、米面等生活物资，还在
班里组织“帮扶小组”，倡议全班学

生爱心捐赠……
徐素梅认为，每个孩子心中都

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
出美妙的乐曲。因此，她特别关注
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三年级
（156）班学生小宇（化名）长期和爷
爷生活在一起，缺少家庭教育，是
班上典型的“后进生”，学习懒惰、
作业马虎，经常偷抄别人的作业，
还喜欢捉弄同学，因此同学们不愿
跟他交往。为了帮助小宇，徐素梅
多次上门家访，对他进行具体辅
导，讲名人成才的故事，激发他积
极向上的潜能和自觉成才的欲
望。同时，尊重他的兴趣爱好，肯
定他爱运动、进步快等优点，鼓励
他发挥自己的体育特长，积极参加
校运会，为班级争光，并让他担任
体育委员。慢慢地，小宇学习上有
了很大进步，懂得了怎样和同学友
好相处。毕业多年，小宇仍常常返
校看望徐素梅。

教学中，徐素梅用赏识的眼
光看待每个学生，以理想教育为

主线，以培养自信自强为支点，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真情换真心，
助力每个孩子品学兼优。2021 年
9 月，她送教上门，走进一年级新
生、残疾儿童琪琪（化名）的家，凭
着耐心、爱心，想方设法让笑容重
新洋溢在孩子脸上。

徐素梅担任校政教主任后，虽
不再继续担任班主任，但她从未离
开教育第一线，始终把上讲台教书
育人放在首位。她在学校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带头学习现代化教学
手段、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优化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氛围、激发
学生兴趣，让学生们在快乐中学习、
进步。

30年来，徐素梅在平凡的教师
岗位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执教
的班级，成绩年年在全区名列前茅；
多次被评为“优秀辅导教师”；一师
一优课、示范课多次在省、市获奖；
2019 年，被评为市“德育先进个
人”；2022 年，被评为市“最美德育
工作者”。

愿 做 春 泥 更 护 花
——记大祥区西直街小学教师徐素梅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唐耀华

中共党员，原邵阳市物资
局副局长（离休后享受正局级
待遇）李兴让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2年7月11日7时05
分逝世，享年93岁。

李兴让同志逝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何雯 肖烨 马轶驹）“在穴盘的中央
打孔，深度1厘米左右，将番茄种子平放
入孔中，一孔一粒，再用拌好的基质盖好
刮平，整齐地排放在苗床上，种子播好
后，要及时覆盖一层地膜保湿。”7月3日
下午，省农科院的刘一明、市农科院的石
小江与新邵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一行，
来到该县金康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
基地调研指导蔬菜种植情况。在合作社
的秋番茄育秧棚里，刘一明细心指导村
民用穴盘进行秋番茄基质育苗。

刘一明是省农科院派驻新邵县的
“三区”（即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对接服务新邵县
金康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每隔一两个
月，刘一明都要到田间地头，现场查看合
作社生产情况。平时，他通过微信、视
频、电话等方式，时刻和合作社负责人邓
峰保持紧密联系，及时了解掌握合作社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随时为合作社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

邓峰说，穴盘基质育苗技术是刘一
明带来的番茄栽培新技术，跟传统营养
钵育苗相比，成本低、产量高，操作简单
轻松，番茄苗齐整壮实，容易成活。光
是育苗这一项，就能省下一笔大开支。

现在已进入黄瓜采摘尾期，但在
基地的黄瓜棚内，仍然可见一根根长
势良好的黄瓜在层层黄叶间探头探
脑、若隐若现。

“我以前用老方法种黄瓜，采摘期
不到 25 天，后来按照专家指导的方法
种，采摘期至少延长了45天，人家的黄
瓜早‘下场’了，我基地的黄瓜还在开花
结果，产量提高了100%到150%。”说到
科技助农，邓峰很开心。他说，高新技
术的应用，促进了该社的农产品提质增
效，合作社每亩地可增收1000元以上。

在基地务工 7 年的村民张兰英表
示，因为专家的到来，基地收益越来越
好，她们的工资也水涨船高，赚钱顾家
两不误。

今年来，共有10名来自省、市农科
院的专家 40 余次到新邵县南陌生物、
金康种养等 10 家重点企业和合作社，
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进行“点对
点”服务，解决企业和合作社在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并实时提供专业
指导，帮助企业开发新品种、提升种养
技术、拓宽销售市场等，为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

点对点服务 面对面解难

“三区”科技人才助力新邵乡村振兴

2017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1121件，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676
件，国有财产保护领域案件79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42件，英雄烈士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
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领域案件298件，有力促进了全市公益诉讼事业发展。7月7日，市人民检察
院举办“‘益’路前行，邵阳公益诉讼检察五周年”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图为“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
者在接受聘书。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张丽 摄影报道

新时代“老兵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