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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布192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本报讯（记者 戴凛 通讯员 龙建清）昨日，
市文明办，市创文办督查组对城区交通秩序、窗
口单位、老旧小区、宣传氛围、农贸市场等创文工
作进行调研指导，发现仍存在行人不走斑马线，
出租车乱停放，宣传氛围不浓，货物乱堆放等问
题。

在荷塘区中心汽车站外，不少的士乱停放，
并有摩托车横停在人行道的盲道上，还有摩托车
在人行道上来回行驶。车站前路面还存在多处
破损，站口有垃圾乱堆放，站内墙面广告老旧破
损。

天元区耀萱农贸市场，存在货物乱堆乱放、
环境脏乱、光线昏暗等问题；石峰区九圆农贸市
场创文宣传氛围不够浓厚，但市场内经营摆放有
序，地面干净整洁。

株洲经开区甘子塘小区存在路面坑洼、健身
场地破损、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天元区耀华小
区公益广告宣传总体不达标，小区内电线杂乱，
天井覆盖不规范，存在隐形安全隐患。

针对上述问题，市创文办将向相关责任单位
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尽快整改到位。近期，
市创文办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回访。

促进产教融合，我市已
建22个“双师”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 周蒿 通讯员 朱泉训）近
日，记者从市职业教育协会（产教融合联盟）
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获悉，我市
已建立22个“双师”工作室。

据了解，为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作
落到实处，市职业教育协会提出了大师进校
园、名师进企业的工作思路，并积极协调市相
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职业教育“大师
工作室”和“名师工作室”建设的通知》，使职
业教育“双师”工作室建设上升到政府层面，
成为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崭新平台。

目前，我市已授予包慧婷等11个工作室
为株洲市职业教育“大师工作室”，授予程友
斌等11个工作室为株洲市职业教育“名师工
作室”，市财政局和市人社局每年将为每个工
作室安排 2 万元工作经费。根据计划，到
2022年，我市将建成“大师工作室”和“名师工
作室”各30个。

“指尖课堂”
跟着它，在线免费学舞蹈

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本月中旬举行

我市192个重点招商项目
将赴粤港澳大湾区“招亲”

▲“指尖课堂”首次直播，在线最高收看
人数突破1.3万人次 通讯员供图

近日，随着市文化馆的舞蹈、声乐、书法
等多个课程的公益培训春季班陆续开课，许
多市民通过网上报名，来到了现场免费学
习。但是想学又无法到达现场的市民怎么
办？没关系，“株洲市文化馆”公众号“指尖
课堂”4月9日开始首次直播，市民进入直播
平台即可随时随地在线学习。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指尖课堂”
的首次直播，在线最高收看人数突破1.3万
人次。

目前，“指尖课堂”已在4月9日、10日分
别推出了舞蹈、瑜伽课程，市民可以登录“株
洲市文化馆”公众号回看直播视频。接下
来，市文化馆还将不断丰富“指尖课堂”的课
程内容，不定期进行直播，市民可通过公众
号及时关注直播预告和在线学习课程。

（记者 肖蓉）

市文明办调研指导城区创文工作

荷塘区中心汽车站外
不少的士乱停放

株洲虽然是工业城市，但农业也颇具特色。
目前，我市有酃县白鹅、茶陵黄牛、攸县豆腐和醴
陵玻璃椒等13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和120多个绿色
食品。2018年，全市农产品出口额近亿美元。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艳娟昨日在发布会上介
绍，为推进株洲农业“走出去”，我们将着力提高农
产品品质，今年全市将新建标准化基地20个，推进
60个示范基地提质升级，指导60家企业推行农产
品“身份证”管理，新增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50个

以上，申报地理标志农产品3个以上。
同时着力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重点围绕

炎陵黄桃、茶陵红茶、攸县豆腐、醴陵茶油、渌口蔬
菜等“一县一特”产业，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产业示
范园和农产品加工园。今后五年，培育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1个、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集聚区
2个、省级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7个、省市级现
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100个。

（记者 周蒿）

1、4月15日，在深圳举办株洲（深圳）重点产
业推介会。邀请海内外的近200名企业家参会。
会上将发布全市192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涉及
投资额1913亿元。

2、4 月 15 日，参加香港株洲联谊会成立大
会，并开展市情推介活动。

3、4 月 16 日，在香港举办株洲·中国动力谷
“金融·创新”推介会。推介株洲高新区的产业基
础、金融环境、园区政策等；现场与中车香港公司
签约；拜访香港科技大学，研讨人才引进和科研

合作等。
4、4月17日，在香港举办株洲农副产品香港

对接会。市农业农村局从全市200多家市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中，挑选了12家企业赴港参加对接
活动，准备了酃县白鹅、茶陵红茶等10余个颇具
株洲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带给香港市民，并举行品
鉴会。

5、4月16日至17日，拜访香港总商会等重要
商协会以及华润集团、香港招商局集团等龙头企
业。

株洲代表团将主办和参加5个专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蒿）4月15日至19日，2019年“湖南—粤港澳大
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将在深圳、香港、澳门及珠三角地区同时举行。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将在
此次洽谈周上主办和参加5个相关专题活动，并发布全市192个重点
招商引资项目，涉及投资额1913亿元。

可喜的是，经过前期的深度对接，目前已达
成一批重要合作成果。截止到4月9日，此次“洽
谈周”共将现场签约项目 26 个，投资总额 408.35
亿元。其中：省级拟现场签项目 2 个，投资总额
320 亿元；市级拟现场签项目 24 个，投资总额

88.35亿元。投资方属于“三类500强”的项目有5
个，投资额合计 335.25 亿元。按产业类别分，现
代农业产业化项目3个，投资额15.8亿元；工业制
造业项目15个，投资额43.55亿元；现代服务业项
目8个，投资额349亿元。

已有26个项目达成签约意向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推动改革开
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从株洲到大湾区各核心城
市，高铁仅需3个多小时，主动对接大湾区发展战
略，是促进株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据了解，4 月 15 日，在深圳举办的株洲（深
圳）重点产业推介会共邀请了近200名来自海内
外企业家参会，会上将发布全市192个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涉及投资额1913亿元。“都是经过县市
区、市直部门和专家层层筛选，结合我市“十三
五”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和经济发展实际，具有良
好基础和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项目。”相关负责
人介绍。

此外，我市还将推出10个重大招商项目，主
要是我市10大园区产业的招商情况。

相关链接

今后五年，我市将培育100个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

相关新闻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已起草完毕

不过，在看到畜禽养殖行业污染的同时，也不
应忘记，畜禽养殖仍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农村居民主要经济来源。因此，我市亟须
通过立法，形成制度，依法规范畜禽养殖，平衡畜禽
养殖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管理者与养殖户
的关系、养殖户与周边居民的关系，促进解决多部
门职责不清和基层组织无法定职能的问题。

为此，我市从去年起即对《株洲市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开展调研论证。经过聘请立法起草团
队，大量调研，召开专家论证会、部门协调会、管理
对象座谈会，网络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多方论证，也
经过了市人大和市法制办全程参与指导，经过7轮
修改，《株洲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已起
草完毕。

17名代表出谋划策

3月29日，我市专门召开《条例》立法听证会，
包括企业职工、养殖户、环保志愿者以及政府行政
管理部门人员等17名代表，一同为《条例》出谋划
策。

会上，酒埠江灌区管理局负责人易纲要表示，
除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等核
心区域列入“禁养区”外，应将水利风景区、居民住
宅小区一并划入“禁养区”管理范畴。

唐人神集团、龙华农牧等企业代表认为，“禁养
区”不是“无畜禽区”，并非禁止一切畜禽养殖活
动。条例应对“禁养区”等术语及“畜禽养殖场”的
规模标准均做出具体界定，而不是用“年出栏30头
猪”的数字予以一刀切。

市农业农村局代表丁尹浩也对条例中“禁养区
不得从事年出栏30头猪以上的畜禽养殖”的说法
存有疑问。他认为，养殖30头猪的污染物虽少，但
在人口集聚区，其污染物可积少成多，依旧存在污
染风险不可控性。他希望条例立法有关部门对该
数字予以进一步考究。

据悉，相关部门将对听证意见进行归纳整理，
仔细研究后充分吸收采纳，并对听证方案进行细化
完善。

（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张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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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株洲在立法
作为生猪养殖大市，全市一年的相关投诉达350件

加强对湘江及饮用水源的保护，防治畜禽
养殖污染是重中之重。对此，我市启动了相关
立法工作。3月29日，我市专门召开《株洲市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
例》）立法听证会，企业职工、养殖户、环保志愿
者以及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等领域的17名代表，
为禽畜养殖污染防治出谋划策。

▲听证会现场 易楚瞳 摄

我市畜禽专业养殖户逾万家

畜禽养殖污染，不仅严重影响人居环境质
量，还会对人体健康带来伤害。而我市又是典
型的生猪养殖大市，2017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
83.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0.2%。另根据相关
部门统计，我市畜禽专业养殖户约1.1万余家，
生猪年出栏量超过百万头，其中规模养殖企业
不足1000家（生猪年出栏量500头及以上），规
模以下养殖户约1万余家，规模养殖企业在总
养殖户中占比少。

由于不规范、不科学的畜禽养殖，给水、
气、土壤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养殖户与周边
居民的矛盾也不少，养殖污染已成为农村环境
污染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数据显示，2017年市
长热线（环保热线）投诉件中，畜禽养殖污染投
诉件共350件。

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

养殖户不规范养殖易造成环境污染，但在
当前，各监管部门在职责分工上存在不清晰的
现象，给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比如部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职能法无明文
规定，造成我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存在畜牧、
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畜
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畜牧
业发展规划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畜禽养
殖的规模划定，畜禽养殖的污染防治方法方
式，规模以下畜禽养殖监管等职能权责不清，
相互推诿，相互扯皮，造成畜禽养殖污染缺少
有效监管，尤其是规模以下的畜禽养殖场，污
染防治缺少有效引导，造成的污染日益严重，
直接影响湘江流域的综合治理、饮用水源的保
护、自然保护区保护等工作，有损株洲形象。

现行法律法规仍存“空白区”

相关负责人还介绍，目前畜禽养殖方面的
法律法规，对养殖小区、养殖集聚区和规模养
殖有较为全面的规定，但对规模以下的养殖户
很少涉及，造成监管困难。由于没有明确法律
法规限定其生产经营行为，导致属地政府及各
职能部门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出现问题基本
由乡镇街道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解决。

另外，畜禽养殖场的污染防治设施存在不
规范、治理效果不佳等问题，有些畜禽养殖场
借“种养平衡”“资源化利用”等名义，实行直排
或变相直排。有些畜禽养殖场沼气池、沉淀
池、氧化塘等设施建设不规范、不配套，达不到
污染治理效果，污水超标排放比较严重，甚至
有些畜禽养殖场的治污设施形同虚设。

现状

问题

用立法保护好母亲河

近年来，我市成功获评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荣誉
称号，城市生态环境逐渐向好。
在启动湘江保护和治理行动以
来，我们的湘江母亲河更净了，
身边的水环境也整体得到了大
幅提升。

作为一座宜居的幸福之城，
株洲不会就此放缓治理生态环
境的脚步，而是要更进一步，不
断完善城市的治理和管理水
平。用好立法权，正是让株洲强
筋健骨的最好保障。比如去年
正式施行的《株洲市城市综合管
理条例》，就是最好的示范，它对
市民密切关注、监管职能交叉的
一些问题进行了重点规范，如噪
音扰民、餐饮油烟污染、城市养
犬等，都明确了监管部门；创设
了法律责任，解决了监管部门不
明、无处罚依据的问题。

所以，对于《株洲市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条例》我们也充满期
待。下一步，希望各有关部门在
前期调研、论证成果、立法听证
等环节后，形成高质量的法规，
通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立法，明
确各方责任，平衡各方利益，推
动株洲市有效治理畜禽养殖污
染，促进我市生态环境向更高水
平迈进，让湘江母亲河更加清澈
靓丽。

（戴 凛）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