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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残疾儿童却

是不幸的“折翼天使”。儿童时期是他们

康复的黄金时期，抓住这个关键时期对

其进行康复，对“折翼天使”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长沙市残联秉持“残疾人康复，儿童

救助先行”的理念，坚持把“让每一个残

疾儿童享受高质量的康复服务”作为“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民生工程，着力完

善残疾儿童康复制度体系、服务体系和

监管体系，共培育定点康复机构 45家，近

3 年全市开展残疾儿童脑瘫、智障、孤独

症、听力语言等康复救助 10500人次。

政策保障
“折翼天使”重新飞翔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孩子：他

们不聋，但对外界充耳不闻；他们不哑，

但不愿开口说话。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

样纯净闪烁，却远离“人间”，高高地挂在

天上。他们，就是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的孤独症儿童。

甜甜（化名）今年 2 岁 10 个月，是一

名孤独症孩子。在朋友的介绍下，今年

甜甜来到长沙市岳麓区活力自闭症康复

中心治疗。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老师的

一对一康复训练和悉心呵护下，孩子的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虽然还不能恢复到

正常孩子的水平，但也能主动与外界接

触了。

“这是一个奇迹，孩子能有这么大的

进步是老师辛勤付出的成果，非常感谢

中心老师，也感谢残联提供这么好的免

费康复项目，给我们减轻经济压力，让孩

子无忧无虑康复，没有耽误孩子。”甜甜

妈妈感激道。

为了让“折翼天使”重新飞翔，近年

来，长沙市狠抓制度建设和政策完善，构

建了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为主体，机

构扶持制度、家长陪护制度、资金结算制

度等多点为支撑的一体化政策链，长沙市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步入了制度化轨道。

在救助制度方面，实现了年龄、标

准、户籍三方面突破。上级文件要求对 0

至 6岁的残疾儿童进行康复救助，救助标

准为每人每年 1.5 万元，长沙市把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的年龄定为 0 至 14 岁，并把

救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 万元。同时

不仅对本市户口的残疾儿童进行康复救

助，还让持有长沙市居住证的外地孩子

享受本地孩子同样的康复救助政策。

在机构扶持方面，从 2019年开始，为

所有民办康复机构购买相应保险，解除

机构后顾之忧。同时，对优秀的机构用

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年度评审，按照优

秀、良好和一般给予 3 万—5 万元的扶

持。据统计，长沙市近五年投入 600多万

元，扶持了一大批民办康复机构发展。

通过政策保障，残疾儿童特别是经

济困难家庭的残疾儿童普遍得到及时康

复，改善了功能状况，提高了生活自理和

社会适应能力，减轻了家庭和社会负担。

制定标准
机构服务优化提质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8 月份，在雨花区某商

场组织的小主持人比赛中，年仅 5 岁的

听障儿童天天（化名）用流利的语言朗

诵诗歌《少年中国说》，赢得台下持久的

掌声。

3 年前，刚满 2 岁的天天在家人的陪

伴下来到启音听力言语康复中心进行康

复训练，从不会说话到喊出第一句“爸

爸、妈妈”，再到现在能自信地站在舞台

上朗诵诗词，天天的语言水平已达到正

常水平。目前天天上午在康复中心接受

训练，下午去幼儿园上学。

天天的语言恢复离不开启音的帮

助。这所有着 22年办学历程的康复机构

累计为 3000 余名聋儿提供康复训练，一

批批听力障碍、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经

过康复训练后，已像正常孩子一样接受

学校教育。目前，启音开设了亲子课堂、

1对 1课程、集训班等，每天每个功能科室

的课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每个孩子按

规定的时间接受训练。

“只要及早发现、及时干预，听障儿

童的康复率一般能达到 90%以上。”启音

康复中心负责人王若英说，从业 20 多年

来，虽然做这一行要经历各种酸甜苦辣，

但每一个孩子丁点的进步，每一位家长

欣喜期待的眼神，都是她最大的动力和

安慰。

在长沙，像启音这样的儿童康复机

构有 45家。为了让残疾儿童获得更优质

服务，长沙市出台了《长沙市残疾儿童康

复项目康复定点机构服务规范》，通过制

定行业标准，促进康复机构实现规模化

和专业化发展。

“行业标准从服务时间、服务流程、

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考核等方面作

出详细规定。”长沙市残联康复部部长朱

阳辉介绍，比如在训练时间上，规定每个

月训练多少天、每天训练多少小时；在服

务内容上，规定一天训练几节个训课、几

节集体课等。

残疾儿童康复工作的发展还需要一

大批专业的康复人才。为了提升全市康

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长沙采取了走出

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康复

教师的培训，不断提升康复水平。长沙

现有康复师 1268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的占到了 95%。

家校结合
康复实效显著提升

30岁的小玲（化名）本来是一名孤独

症孩子的母亲。孩子刚刚被确诊时，小

玲 一 度 出 于 崩 溃 边 缘 ，差 点 患 上 抑 郁

症。一次偶然的机会，小玲带孩子来到

爱萌康复中心做治疗。在这里，不仅学

校给孩子上课，也给家长上课。

小玲告诉笔者，每天学校给孩子做

完康复训练后，会告知家长今天学习内

容，让家长回去帮助孩子做巩固训练；同

时学校定期开展家长心理团建活动，辅

导家长专业康复知识，缓解家长因长期

陪同特殊儿童产生的疲劳情绪，助力他

们可以更好地陪伴孩子。她逐渐认识

到，每个人的生命画卷都是由自己来绘

制的，走出心灵的阴霾，家庭才会幸福圆

满。

学校和家庭康复相结合，大大提升

了康复效果。通过共同努力，小玲孩子

进步迅速，已经能慢慢开口说话，并有主

动融入群体的意识。在陪伴孩子进行康

复训练过程中，小玲也成功突破了自己

的心理瓶颈，改变了自己。

家庭康复是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残疾儿童康复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沙市残联为了充

分发挥残疾儿童家长的作用，以创建家

长学校示范学校为抓手，推动全市所有

康复机构建立了家长学校，并下大力气

提高家长康复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

水平。

从 2018 年起，长沙市在全市打造了

12 个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家长学校示范

点，主要用于开展培训、组织交流、家庭

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

在家长陪护方面，针对残疾儿童家

长需要陪着孩子做康复，不能工作，没有

收入这一实际情况，长沙市在全省率先

出台残疾儿童家长陪护补助，按照每月

400元的标准，年底打入个人账户。

修复“折翼”，拯救天使，是长沙市残

联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长沙市残联党

组书记、理事长刘增三表示，将继续秉承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康复一人，幸福全

家的理念”，在抓好机构康复的同时，推

动基层康复服务平台前移、下移到基层

村社区，让康复服务更方便、更快捷地覆

盖到每一个残疾人家庭。

让每一个残疾儿童享受高质量的康复服务
——长沙市残联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见成效综述二

志愿者
帮助残障儿
童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
（启 音 听 力
言语康复中
心供图）

陈淦璋 聂美晨

云南玉龙雪山脚下的丽江古城，人

文自然景观别具一格，美得让人陶醉。

而在岳阳平江县的北罗霄山脉腹地，也

有一个丽江田园综合体，铺陈出一幅乡

村振兴的秀美画卷。

10 月 13 日，由湖南省委组织部主办

的全省驻村工作队员助推乡村振兴专

题培训示范班来到这里，现场观摩这座

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研学

基地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这样的丽江，能满足城里人对田

园度假的向往，也能满足村里人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丽江田园综合体定位于

打造“湘赣边乡村振兴示范点”，也是财

政部、平江县以及碧桂园集团合力打造

的重点项目。

“慢生活体验”引来庞大客流

丽江村依山傍水，景色怡人，丽江

河自东向西穿村而过，汇入汨罗江。多

年“养在深闺人未识”，丽江村因为四面

环山、交通不便，经济始终未能发展起

来。

如今大不同。路通了，长沙乘车过

去约 1.5 个小时；景有了，丽江田园综合

体今年 10 月 1 日开门迎客，为快节奏的

都市人群带来不一样的“慢生活体验”。

沃野田畴上，长出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百亩彩稻，这是项目与科研院

所合作，专业培植红、紫、白、黄四种色

彩的水稻而长成的。游客可以乘坐“振

兴号”红色小火车，穿梭于彩色稻田与

烂漫花海，还可以在萌宠羊驼、田野乐

园里感受乡间野趣。

美丽乡村艺术馆及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已经建成，由碧桂园联合中央美院

合作开发，结合原有乡土建筑，体现自

然之美和“艺术造物”的魅力。项目还

与各大高校开展主题艺术活动，通过历

史、艺术和乡愁的综合呈现，展示乡村

振 兴 的 国 家 战 略 、湘 赣 边 区 的 宏 伟 蓝

图。

喻杰故居展厅里，一幅幅照片，一

件件实物，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从政清

廉、不图享受、功成身退、造福桑梓”精

神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喻杰先后担

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长、国家粮食

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委驻

财政部监察组长。主动退出领导岗位

后，喻杰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回乡落户，

把余生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家

乡，自己却一直坚守清贫。

再往山里走不远，前往平江北罗霄

国家森林公园，又到了“芦头境谷”的另

一番游乐天地。森林小火车、卢戎古道

和森林云漂等项目，带来了游客拍照的

咔嚓声、初次体验的惊叫声、深山罕见

的飞禽走兽声，奏响一部乡村振兴的幸

福协奏曲。

“这里空气好、风景好，是一个绝佳

的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今年重阳节，丽

江田园综合体一共接待了平江县发改

局老年支部、加义镇离退休支部等十余

个老年团队，总共 500 多人。

开发好“红绿蓝”三色资源

于无路处踏出新路，于荆棘中开辟

坦途。历经多年建设，丽江田园综合体

项目呈现出一幅“红绿蓝”的三色资源

开发新图景。

“一条红线”，喻杰故居也是湖南省

廉政文化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接待人数

超过 5 万；

“一个绿圈”，项目背靠北罗霄国家

森林公园，自然环境优美，人居条件得

天独厚；

“一条蓝带”，丽江村因丽江河横穿

村庄而得名，河水清澈、明净见底，拥有

罕见的 4 公里河滩。

满足全年龄段的旅游需求，丽江田

园综合体努力让每个游客都能找到属

于自己的快乐。

“项目的设计初衷，是以第一产业

为主导，融合第二、第三产业，用第一产

业带动二、三产业发展。”碧桂园平江县

丽江田园综合体项目负责人赵康乐说，

今年的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单纯的第三

产业或者第一产业，难以独立支撑起经

济圈层的发展，打造联动的产业生态才

是长期可存续的发展模式。

以百亩彩稻田为例，碧桂园根据规

划，在项目中建设绿色有机标准的五彩

水稻田作为第一产业，以立体套种方式

套养鱼虾，可自给自足也有观赏价值。

有耕种意愿的村民，可以从事彩稻生产

管理，获取劳务报酬。旅游旺季时，综

合体中全部项目都可以变成第三产业

配 套 。 旅 游 淡 季 时 ，就 要 发 展 第 一 产

业，实现三大产业联动。

丽江村村民心灵手巧、勤劳朴实，

不同季节都有丰富的山货水产。为此，

碧桂园在游客中心安排农副产品展销

区，还筹建了农村电商直播平台，有力

有效帮助村民外销农副产品。

人气旺了，产业兴了，规模化经营

更要“上轨道”。项目之初，碧桂园从公

司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项目推进过程

中，聘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和周边村

庄的临聘务工人员。2021 年 4 月，项目

又招聘 40 多位村民，经过培训后成为正

式员工。

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广

2018 年 5 月 20 日，碧桂园集团和

全国 9 省 14 县达成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结对帮扶协议，平江县便是其中之一。

社会力量参与到脱贫攻坚这场伟

大事业中，需要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

以及一些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以产业

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为主整体推

进，碧桂园在平江县取得了积极成效。

充分利用自然禀赋，与当地村集体

组织深度融合，碧桂园在丽江田园综合

体提出了“一心、一带、五区”（公共服务

中心、生态景观带、农业展示区、农业生

产区、生活居住区、生态静养区、红色文

化展示区）的整体规划。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不少

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了，有的开起了农

庄，有的办起了民宿，与碧桂园的互动

更加紧密。

为了照顾七旬老父亲，在外务工多

年的管师返回丽江村。2017年当选村副

主任后，管师发起了一个静漂旅游项目

“竹筏载客”，给村里贡献了 31 个就业岗

位。2020 年，当选为村支部支书的管师

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与碧桂园合作，对

丽江河道的绿色运营开发“再升级”。

企业真正参与到脱贫攻坚生态链

条 中 ，往 往 能 在 产 业 后 端 提 供 就 业 机

会，完善整个扶贫环节。碧桂园平江县

丽江田园综合体项目负责人赵康乐表

示，持续推进狮子山野奢酒店、狮子山

观景平台、野炊营地、越野车基地等一

系列子项目。以狮子山野奢酒店为例，

由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魏春雨教授

设计，定位高端客群，由 23 间特色客房

组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亦是巩固脱贫

攻坚的成果。正如俄国作家车尔尼雪

夫斯基所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

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

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

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从精准扶贫

到乡村振兴，这条道路或许遇到挫折，

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

车轮。

碧桂园乡村振兴实践：

“小丽江”走出“三色资源”开发新路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蔡矜宜

立冬日刚过，深秋的长沙已平添几

分寒意。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

却不时能遇到一群穿短衣短裤的人。他

们自称“跑者”，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贺

龙体育中心早已成为各跑团的集散地。

不仅是对于跑步爱好者，轮滑、街

舞、攀岩、游泳……几乎所有时下流行

的运动项目，你都能在周边找到参与的

人群和场所。贺龙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

运动爱好者们的地标。

几度更名，“芙蓉”盛放

今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路以北、芙蓉

路以西地段，旧时名叫“山塘冲”，又名

“五马奔槽”，因其北面有一水塘，四周

有 5 个小山包，似 5 个马头伸向水塘饮

水而得名。

1950 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将这块

山地规划为体育运动场所。1952 年，这

里建成了一座体育场的雏形。1960 年，

这座体育场首次命名为“湖南省劳动人

民体育场”。1984 年，更名为“长沙市体

育场”。

1987 年 10 月 10 日，经过两年施工

改造，在“长沙市体育场”基础上，“贺龙

体育场”宣告落成。这是我国第一座以

贺龙元帅名字命名的体育场。

2000 年，为了迎接全国第五届城

市运动会，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芙蓉

路以西、劳动路以北、白沙路以东、城南

路以南范围内的贺龙体育场及其周边

设施进行改造、扩建。

2003 年，全新亮相的贺龙体育场

正式更名为贺龙体育中心。其中，体育

场建筑面积 11.7586 万平方米，可容纳

观众 6 万人，规模仅次于北京工人体育

场和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从空中俯瞰，

贺龙体育中心宛如一朵盛放的芙蓉花。

高光时刻：多少次万人狂欢

2003 年，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

在湖南省会长沙市举行，这也是我省首

次承办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会。贺龙体育

中心承办了开闭幕仪式及田径项目的

比赛。

“看‘刘强’去，看‘刘强’去!”“刘

强”是谁？原来，长沙话“翔”与“强”同

音，刘翔是“五城会”最大的明星。早在

2001 年广东全运会，18 岁的刘翔便一

战成名。两年后在长沙，他更是备受关

注的“希望之星”，现场万余名观众都在

高 呼“ 刘 强 ”。2003 年 ，在 贺 龙 体 育 中

心，刘翔以 13 秒 31 轻松摘得男子 110

米栏冠军，又过了一年，他成为了雅典

奥运会冠军。

这样的万人狂欢，早年的贺龙体育

场就有传统。1994 年中国足球甲 B 联赛

最后一轮，湖南金象足球队在全场 6 万

名球迷见证下，3 比 1 战胜火车头队，成

功保级。这场经典战役，被球迷们称为

“长沙保卫战”。

十年后的 11 月 27 日，湖南湘军足

球 队 在 这 里 0 比 0 战 平 大 连 长 波 ，在

2004 赛季中甲联赛中惊险保级。

同样被称为“长沙保卫战”的还有

2013 年 3 月 22 日晚，中国男足在大雨

中，1 比 0 战胜伊拉克队，取得亚洲杯预

选赛一场关键胜利。

2017 年 3 月 23 日，中国男足在贺

龙体育中心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预选

赛中，1 比 0 战胜韩国队，打破了 39 年

正式比赛“逢韩不胜”的宿命。正是在这

场比赛后，贺龙体育中心被誉为“中国

足球福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盛拥军 李益君

深秋季节，洞庭湖畔，芦苇荡里，

一 种 名 芦 菇 的 珍 稀 菌 类 正 在 野 蛮 生

长。

芦菇是以芦苇为生长基质的食用

菌，湖区人喜欢拿它来熬汤。

炖鸡汤，是芦菇最经典的菜式。将

老母鸡宰杀后洗净，与姜、料酒一起入

锅 ，再 用 慢 火 焖 煮 数 小 时 ，至 鸡 肉 脱

骨 ，取 芦 菇 投 入 锅 内 ，等 鸡 汤 再 次 沸

腾，加盐、加葱，即可食用。

鸡汤浓郁，芦菇鲜美，绝配！

芦菇还可与猪肉、鱼肉配伍，芦菇

炒回锅肉、芦菇酱爆猪肝、芦菇酱蒸鱼

头、芦菇炖雄鱼头等都是热门菜式，还

有胖乎乎的芦菇猪肉饺子，更为市场

所抢手。

“ 过 去 的 芦 菇 都 是 野 生 的 ，吃 上

一 餐 不 易 ；现 在 基 本 上‘ 家 养 ’，货 架

上比比皆是，味道一点不比野生的逊

色 。”沅 江 市 芦 笋 芦 菇 产 业 管 理 办 公

室相关负责人熊立波告诉记者，芦菇

能“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得 益 于 一 道

“关停令”。

洞庭湖是芦苇王国，沅江市湖州

里的芦苇产量约占洞庭湖区芦苇总产

量的一半。依傍资源优势，芦苇造纸产

业一直是当地拳头产业，为该市上世

纪 90 年代跻身湖南经济十强县做出重

要贡献。

芦苇造纸成就了沅江的辉煌，也

带给了沅江伤痛。

芦苇制浆，需要蒸煮，需用烧碱漂

白，都会产生大量废水。一些企业废水

处理不到位排放河湖，对洞庭湖及周

边水体产生大量污染。

壮士断腕！省委、省政府为推进洞

庭湖治理，2018 年下文关停沅江市造

纸企业。但是，每年 37 万吨、易燃易腐

坏的芦苇何去何从，2 万余名失业工人

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沅江市委、市政府

面前的一道难题。

用 芦 苇 生 产 乙 醇 ，污 染 不 亚 于

造 纸 ；用 芦 苇 加 工 板 材 ，又 形 成 价 格

倒 挂 。无 奈 之 际 ，沅 江 市 瞄 向 芦 菇 产

业——一个亩产效益高至 2 万元、可安

置从业人员逾 2 万人的富民产业。

研究发现，芦苇是非常好的基质

原料，富含粗蛋白、粗脂肪以及 16 种氨

基酸，且无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以芦苇

为基质，沅江市芦菇企业与省农科院、

湖南农业大学、省食用菌研究所一起

研发，已驯化培育胶状膦伞菌、春生田

头菇、野生大球盖菇等 3 个新品种，引

进羊肚菌、黑皮鸡枞等 5 个受市场欢迎

的高端品种，产品种类日臻丰富，大面

积推广技术逐渐成熟。

沅江市通过招商引资，湖南光亚

公司年产 400 万个菌包的工厂现已投

产，仿野生栽培模式的芦香食用菌生

产企业已落户共华镇。目前，沅江市已

发展芦菇生产企业 7 家、芦菇种植合作

社 6 家，芦菇种植面积 500 多亩，年产芦

菇达 1500 多吨，年产值达 5 亿元。

据介绍，沅江市将推动芦菇精深

加工和菌糠料（有机肥）资源利用，实

现芦菇年综合产值 100 亿元以上，让千

家万户都能尝到这道美味佳肴。

芦菇“飞入寻常百姓家”

味道湖南湖南红色体育 记忆

贺龙体育中心：

名副其实的“体育中心”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刘凌云）长沙海关发布消

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

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11月1日正式实施，

标志着海关信用管理改革成果全面落地。

新《办法》更为贴近外贸企业发展实际需

求，全省2万余家进出口企业将享受更多普

惠制便利、更有获得感。

长沙海关企管处负责人介绍，新《办

法》落实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原则，将企

业信用等级由原来的四级优化为三级，

保留了“高级认证企业”和“失信企业”，

分别实施最便利和最严格的差别化管理

措施，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企业实施普惠

管理措施。普惠清单包括：缩短通关时限

类、优先服务类以及适用加工贸易便利

措施等 15 项。例如，新《办法》实施后，我

省 2 万多家外贸企业都能够享受到“优

先提供海关统计”的便利服务，而此前只

有高级认证企业才能享受该政策。

高级认证企业还增加了降低出口货

物原产地调查抽查比例、优先办理出口

货物通关手续、优先向其他国家推荐食

品出口企业注册等新措施，并把高级认

证复核期限由 3 年调整为 5 年，进一步降

低企业负担。同时明确信用培育机制，对

于符合条件、申请意愿强烈的重点企业，

优先培育成为高级认证企业。

目前，湖南共有 50 家海关高级认证

企业。长沙惠科光电有限公司刚于 10 月

底通过高级认证，企业相关负责人刘晓

虎表示，拥有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这张国

际认可的“金名片”，可以充分享受各种

优惠红利，出口基本实现“秒通关”，进口

时限也大大缩短，公司发展信心也更足

了。

海关信用管理制度改革成果全面落地

我省2万余家外贸企业将普享海关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