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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
头连着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炎炎夏日，我市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施工正酣，建筑工人的工
作热情和气温一样居高不下，他们
用辛勤汗水换来城市靓丽“容颜”。
8 月 1 日，记者走进双清区小江湖街
道五一社区院落，探班老旧小区改
造施工一线。

一张黝黑的笑脸，一副健壮魁梧
的身躯，一身质朴沾满灰尘的粗布衣
裳，构成了建筑工人的形象。在操场
正前方的杂物间前，工人姚顺正站在
2米高的钢架台上，双手挥舞着将瓦
刀上的水泥刮抹到一起，再将水泥
糊上墙面。“别看这活儿只要把水泥
均匀地糊上墙面就行，实际上干起
来很费力气。”姚顺说。说话间，工
人李端午又提着两桶混凝土走了过
来。当记者问起用这种10升的桶一
天要搬运多少趟时，李端午摇了摇
头说：“这哪数得清，反正一天下来
我们要用掉将近 2 吨水泥。”一瓦刀
混凝土的重量也许可以忽略不计，
但每天这 2 吨水泥是需要实实在在
涂抹到墙面上的，双手在太阳底下
不知要挥舞多少次。

工人老刘告诉记者，这两天天气
已有好转，前几天做雨污分流管网改
造时，那种艰苦才真是让人难忘。五
一社区住宅楼一楼的王阿姨介绍说，
她家门前就是雨水排放渠，排放渠的
下一层就是排污管。这栋住宅楼已
经有近30年历史了，近年来，因排污

主管道排放不畅，有时污水会溢出，
流到路面上来，一到夏天那股味道难
以形容。无奈之下，王阿姨只好每年
自掏腰包请专业人士疏通。参与老
旧小区改造的工人进场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污水管道进行重新规划和处
理。在三伏天里，为了不影响居民的
正常生活，每天上午，老刘和几位工
人将路面凿开，穿着工作服下到3米
深的污水口进行作业，除了要克服高
温带来的不适，还要戴上口罩，隔绝
管道内发出的阵阵恶臭。同时，每天
下班前，又要在排水渠上铺一层石板
以供居民临时行走。4天时间，工人
们就将这条 60 米长的排水沟、排污
渠完成了改建。

“都过来吃西瓜了，不吃我可要
发脾气的。”中午时分，70多岁的曾大
爷叫上所有的建筑工人来到家中，从
冰箱里拿出早已冰镇一晚的西瓜，切

好分给大家。曾大爷已经在五一社
区居住 20 多年，看着社区在工人们
的辛勤劳动下焕然一新，他打心底里
感到开心。同时，看着工人们在三伏
天里工作，汗流浃背，一个上午下来，
个个衣服都湿透了，于是就买来水果
给工人们解暑。曾大爷心疼地说：

“他们的辛苦都是为了改造小区，保
障小区的安全，让小区变得更美观、
舒适。真的要谢谢他们！”

“我们刚来的时候，部分居民是不
理解不支持的，认为我们在破坏他们
居住多年的环境。但每完成一个社区
的改造工作，当地居民没有一个不向
我们致谢的。”工人李维民开心地说。

为了小区更宜居
——“奋斗·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之八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不好意思，暑假都来打扰您！”
“没关系，我们都是追梦人！”这

是今年暑假开始以来，绥宁县实验
中学语文教师杨华波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

原来，杨华波是绥宁县有名的
“信息化教学达人”，前来向他请教
的，绝大多数是偏远学校的教师。

其实，杨华波以前是一名实打实
的“电脑盲”。

2005年，大学毕业后在外打拼多
年的杨华波回到家乡绥宁，来到瓦屋
塘镇学校当教师。当时，全校最先进
的设备，就是打印室一台旧电脑。这
台仅有的电脑白天总是在辛勤“服
役”，就连摸一摸电脑，也成了杨华波
的奢望。

让杨华波兴奋不已的是，校长答
应他每天晚自习后可以去打印室学
习电脑。从此，每天22时至24时，杨
华波都呆在打印室努力自学各种电
脑操作知识，寒暑假更是整天整夜泡
在打印室……

学校领导看到杨华波如此热衷

现代教学技术，便多次推荐他赴省、
市参加相关培训。经过一年多的学
习和摸索，杨华波独立完成的信息化
教学原创作品一个接一个诞生……

“您的课件作品《过故人庄》，获
得省级特等奖，恭喜您成为邵阳市目
前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2012年10
月9日，杨华波接到祝贺电话。

2013 年 10 月，得益于杨华波的
突出表现，绥宁县电教仪器站优先为
瓦屋塘镇学校配置了 7 套“班班通”
设备。借助“班班通”，杨华波带领学
校教师迅速制作出各种生动有趣的
课件，学校的教学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每天上课都像平时在家看电视
一样，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学到了新
的知识。”当时的学生们反映。

2014 年 11 月，杨华波报送的课
件作品《扁鹊见蔡桓公》获得第十八
届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一等
奖，这是绥宁县近 20 年来第一次在
全国大奖赛中入围决赛并获一等奖
的教育教学信息化作品，省、市、县
主流媒体纷纷予以报道。2015 年 9

月，杨华波免试调入绥宁县实验中学
工作。

除了竭力对县内同事进行“传帮
带”，杨华波还经常将自己的原创课
件作品上传湖南省基础教育资源
网。这既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也
是一个与他人学习探讨的平台。如
今，杨华波已经成为该网的白金会
员，上传的原创课件达数十个。此
外，他在课件制作方面的一些心得体
会也在该网站分享。

2023年3月，杨华波携原创信息
化教学课件作品《展示学习成果》，参
加全市第一届信息技术教学比武决
赛，一举夺得特等奖。从此，杨华波
戴上了“信息化教学达人”的桂冠。

从2006年至今，杨华波已经制作
出 100 多个 Flash 原创信息化教学课
件作品；与此同时，他指导学生参加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5次获奖。

“我只是一粒教育信息化的种
子，希望更多年轻教师加入我们的队
伍，以便更好地让子孙后代在现代教
育环境中茁壮成长！”杨华波表示。

教育信息化道路上的追梦人
——记绥宁县实验中学语文教师杨华波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张先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唐怡 刘惠芳） 暑期以
来，邵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严格按照
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要求，充分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多措并举集中开
展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
打击酒驾醉驾、超载超限、涉牌涉证
等重点违法行为，全力保障群众出行
安全。

为避免常态化打击出现执法死
角，该大队通过综合研判，一方面抽
调机关警力下沉路面，配合中队民
警、辅警开展“拆伞戴帽”早晚高峰勤
务以及“早酒”酒驾整治行动；一方面
利用铁骑小分队在各重点路段开展
流动巡逻执法，提高路面见警率、管
事率、执法率。同时，各农村中队根
据辖区农忙季节出行规律，及时调整
勤务安排，采取提前到岗和延时巡逻
管控的方式，不断强化对风险、隐患
路段的巡查，及时做好恶劣天气下路
况信息上报工作。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涉及面
广、部门多，该大队利用县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整治办集中办公的契机，

联合县交通、城管、教育局等部门，
在辖区不定期开展夏季交通安全专
项整治、重点车辆超载超限、城市车
辆乱停乱摆等集中整治行动，严厉
查处酒驾、醉驾、无牌无证、超载超
限、非法载人等违法行为。7月1日
起，大队共查处酒驾 125 起、醉驾 9
起、无牌无证 449 起、超载超限 275
起、不佩戴安全头盔3341起、不系安
全带 260 起、疲劳驾驶 7 起、违停
1231起。

同时，该大队不断创新宣传方
式，充分发掘新媒体、短视频、本地
融媒及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优势，深
入偏远乡村开展宣传，加大违法曝
光力度。定期安排民警、辅警走进
企业、社区、车站、村组等场所，开
展交通安全知识现场宣讲、培训和
答疑解惑。针对农村地区“一老一
小”的安全问题，该大队通过“七彩
假期美丽乡村童行”“大手拉小手”
等宣传形式，筑牢安全防线。同
时，校车办高频开展校车安全突击
检查，全面减少涉校、涉学、涉农交
通事故的发生。

邵阳县交警坚守岗位力保交通安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杨威
通讯员 唐艺欣 曾坚强） 7月26
日，北塔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来
到湖南嘉英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湖南
磐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辖区企业
走访，了解回应民营企业的法律需
求，提高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走访中，该院检察官与民营企业
负责人面对面沟通，详细询问企业经
营现状以及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涉
法难题和司法需求，并对检察机关服
务保障企业发展的相关职能职责进
行宣讲，从依法经营、劳务合同签订、

专利保护等方面，为企业送上法治
“套餐”。本次活动向企业发放了《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护航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法律宣传册，手册列明了
北塔区人民检察院护航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双十条”措施、北塔区优化营
商环境“十项负面清单”，以及企业防
范经营法律风险“十条建议”。

“非常感谢检察机关走进企业提
供贴心服务，解决了我们最关心的法
律困惑，我们也能少走很多弯路。”企
业负责人表示，在今后的经营管理
中，将不断提升全体职工法治意识，
依法依规经营。

入企普法 助企纾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伍锡联） 7月28日，邵阳
县五峰铺镇袅旗村一位80多岁的老
人，竟然爬到20多米高的大树上，结
果下不来了。令人欣慰的是，在消防
救援人员的努力下，老人安然无恙返
回地面。

“快来帮忙，我们这里一位老人
爬到树上，却无法自行下来……”7
月28日16时57分，邵阳县消防救援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求助电话。
随即，该大队立即出动2台抢险救援
车14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17 时 34 分许，消防救援人员到
达现场，发现老人趴在大树的 20 余
米高的树枝上。因为纤细，承载老人
的树枝不断晃动，随时有可能折断，
老人处境十分危险。

现场指挥人员通过询问家属得
知，老人患有精神疾病，这天他趁人
不注意，自己徒手爬到了大树上。
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患者已经被

困 1 个多小时。之前，老人家属曾
尝试将其解救下来，但老人情绪激
动，任何人靠近都会成为他攻击的
目标。尝试几次无果后，家属才报
警求助。

在了解情况后，救援人员立即部
署救援事宜。大树周边是一片竹林，
四周都是被砍过的竹子，断竹尖锐，
无法在树底放置安全气囊。救援人
员将老人所处位置的正下方清理干
净，并找来棉被铺在树底周边，再放
置安全气囊。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和
现场民警对老人进行劝导安抚，引导
老人配合救援行动。

在劝导安抚过程中，老人恢复了
一些理智，且已精疲力尽，同意配合
救援人员。见此情形，现场指挥员立
即安排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穿上防
护装备、系上安全绳，爬上大树进行
救援。在为老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
救援人员实施索降救援。

19时25分许，老人成功脱困。

八旬老人爬上20米高大树下不来

消防救援人员索降营救解困

8月3日，禁毒志
愿者在洞口县 溪
瑶族乡大麻溪村向
群众讲解毒品的危
害。连日来，该县组
织公安民警、禁毒志
愿者深入少数民族
乡村开展禁毒宣传，
将禁毒宣传教育送
进每家每户，广泛传
播“健康人生、绿色
无毒”理念，增强群
众识毒、拒毒、防毒
意识。

邵阳日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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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邵阳县将全县 9 万多名中小学

生纳入“防溺水监控分析平台”的监
控预警摄像头防护范围，通过人脸
抓拍识别、大数据分析比对，在 30
秒内将学生姓名、危险水域名称以
AI 外呼电话、短信以及平台弹窗告
警3 种方式，及时通知家长、班主任
和水域值守巡逻员，请求联合到场
处理。该系统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
出水边人数较多的时段、地点，帮助
提高值守人员巡逻的精准度和效
率。平台运行以来，已播报防溺水
告警记录 4100 余条，人脸识别报警
5926 人次，发送预警短信及语音各
19828条。

先进的“防溺水监控分析平台”，

激活了邵阳县防溺水工作的一池春
水。该县在加强“技防”的同时，注重
发挥传统巡防、宣传宣教作用，清理
死角、消除盲区，实现“人防+技防+
物防”叠加互补，实现了网格巡防尽
心尽力、点上警戒见行见效、宣传宣
教入脑入心的良好效果。全县全面
推行落实网格化管理措施，危险重点
水域专人值守、“一日三巡查”，参与
值班巡查、护送学生上学放学的人员
重点时段“扫码”签到，做到重点时段
必巡；组建镇村两级应急救援队共
437支；重点水域推进落实“四个一”
（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
绳、一根救生杆）建设，规范设置防溺
水责任公示牌等共 3888 块，2151 处
重点水域放置有救生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