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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郭海波遗失
430121198706220
413号焊工操作证

东方红娘
东方红娘婚介：政

府注册的正规婚介，法
人已专注婚介十七年，
一直以来秉承信誉至
上的发展理念，坚持实
名认证登记，会员信息
保密性强，经过多年创
新经营，成功率已有惊
喜的超越。
男：丧偶，69岁，1.72米，大
专，有房独住，机关退休，
孩已成家。
男：离婚，57岁，1.73米，本
科，有房有车，国企中层干
部，女儿已独立。
男：丧偶，54岁，1.71米，本
科，房两套有车，国企干
部，收入丰。
男：离婚，41岁，1.78米，本
科，有房有车，机关干部，
女儿随母。
男：未婚，33岁，1.75米，本
科，有房有车，央企技术
员，能力强。
男：未婚，30岁，1.78米，本
科，有房有车，自办企业，
事业稳步上升。
女：丧偶，60岁，1.6米，本
科，有房有车，事业单位干
部退休，女已嫁。
女：丧偶，49岁，1.63米，本
科，房多套，有车，机关干
部，女已嫁。
女：离婚，34岁，1.58米，本科，
有房，公务员，女儿随父。
女：未婚，35岁，1.58米，本
科，有房，职校正式编制教
师，素质高。
女：未婚，30岁，1.63米，研
究生，有房有车，国企机
关，气质佳。
女：未婚，24岁，1.6米，本
科，和父母一起经商，靓丽
可爱，家境优。

诚邀志同道合及
有爱心人士加盟，有经
验者优先。
联系人：刘姐
手机微信号:
18932126168
地址：株洲市中心广场（株
百旁）福鑫大厦1116号
电话：

22175288
22957018
微信：
1893212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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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
重视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实现持续发展

株洲集中了很多大型企业，包括中车株机、中车株所等中
车系的企业。中车的一批企业带动形成轨道交通产业体系，产
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对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产业发展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在高起点上我们要更加重视创新，解决短板和关键
技术的问题；第二、要重视成果的转化，特别是要注重发展最先
进的成果的应用；第三、要引领世界轨道交通的发展，尤其要顺
应国际科技发展态势和趋势。这里面涉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为
代表的方面，还涉及很多安全问题；第四、要重视人才，特别是
高端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科协主席何继善：
加强校地合作，为未来发展培养人才

研究院的报告提到株洲轨道交通产业有人才优势，了解之
后得知确实是豪华的阵容，但是这是基于已有状况，我的建议
更加着眼于未来发展。

比方说可以跟中南大学实质性地建立相应的学院。中南
大学有相应的专业，可以考虑根据株洲的需求建立相关学院，
可以为株洲未来人才的引进做更系统全面的准备。当然人才
的来源可以是面向全世界，也可以来源其他的高等大学，但是
中南大学本来就跟株洲有很紧密的联系，长株潭是一体的，建
立一个实质性的学院，为株洲先进制造业集群培养未来人才，
也许是有帮助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翟婉明：
“新能源空铁”可推广

当前，中国各大城市发展日益繁荣，人口拥堵的问题日益
加重，我们需要探讨能否在空中实现立体化的交通。

新能源悬挂式空中轨道交通系统（简称“新能源空铁”）为
向空中发展立体交通提供了一种可能。目前，我们还在建设首
条新能源空铁商业运营示范线，未来希望新能源空铁能够成为
我国轨道交通产业大家庭的一员，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出行需求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机专家委主任刘友梅：
产业集群内部联动，持续做大创新体系

株洲有很多轨道交通的核心企业、配套企业，优势是产业
集群已经形成，但是我们相互之间产业集群里面这些单位与单
位之间，机制创新之间的联动合作还有很大空间。

现在我们要打造国际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这个基地可
以讲落户在湖南了，我们可以借这个东风把我们自己的创新体
系做大，通过产业集群内部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产生倍增效
应，引领轨道交通产业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主任
谭建荣：
打造创新引领型的产业集群

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非常大，也做得非常好。下一步我觉得
轨道交通产业集群不能仅仅是一个生产型的，更应该是创新引
领型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至少要把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相关优秀人才聚集到株洲来，目光不能局限于株洲地
区和湖南省，至少要在国内，更重要的是综合性学校、综合性的
科研院所，因为这个产业是多学科交叉的。我觉得这两方面做
好了，我们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就能在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林琳）
10 月 19 日，作为 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
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株洲论坛的延
续，石峰区轨道交通产业对接大会暨百日
攻坚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在轨道
交通创新创业园举行。12 个产业项目现
场签约，总投资20亿元。

签约项目，包括西门子轨道交通牵引

系统调试中心、新能源动力关键部件加工
中心、中铁电气物资新型工程材料、德国
威法水性涂料等。其中，凯斯智能装备产
业园项目，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将兴建
年产3万台套高科技智能装备产品的产业
基地。

签约活动上，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还发布了株机配套产品需求名录。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株洲论坛举行

院士专家纵论轨道交通集群发展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刘天
胜）10月18日，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在长沙开幕。

当天下午，围绕“智慧轨道，联通未
来”主题，本届轨交会的株洲论坛在中车
株机举行，约200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
者、企业家等纵论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新趋
势。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
晓平，副省长陈飞，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
出席株洲论坛。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毛腾飞，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常委、中
车股份执行董事徐宗祥致辞。市委副书
记、市长阳卫国主持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刘友梅、丁
荣军、陈湘生、谭建荣，中国科学院院士翟
婉明，英国伯明翰大学铁路研究与教育中
心主任克莱夫·罗博兹，土耳其卡拉比克
大学副校长穆斯塔法·亚沙尔等出席。陈
湘生、翟婉明等7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作
主旨演讲，为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献计
献策。

当前，株洲轨道交通先进制造业集群
规模稳居全国首位，拥有中车株机、中车株
所等一大批龙头企业，2018年实现集群主
导产业总产值1550亿元。为期2天的株洲
论坛是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
博览会唯一市州专场活动，内容包括开幕
式、主旨演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发展专家
研讨会、产业对接大会及项目签约等。

毛腾飞在致辞中说，培育世界级轨道
交通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打造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的“变压器”，是促进稳增长的“稳
定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
器”。当前，株洲正在全力打造中国动力
谷，着力建设以轨道交通、航空、汽车三大
动力产业为主导的“3+5+2”产业体系，带
来了人才、技术、投资等多种生产要素的
加速集聚，为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营造了更
优更广更好的产业生态。希望各位院士、
专家和企业家，多为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发
展把脉会诊，提出宝贵意见。真诚欢迎各
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带着技术、带着团
队、带着项目来株洲发展创业，共同把株
洲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研
发制造服务中心。

徐宗祥在致辞中表示，以本次论坛为
契机，通过开放性、前沿性、国际性的议题
探索，株洲必将进一步汇聚顶级智慧，为
推动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快速发展，扩大我
国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影响力，开创轨道交
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开幕式上举行了株洲国联轨道交通
产业服务中心、湖南国基检测认证有限公
司和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揭牌仪式。

国家发改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
心副主任李俊元，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周纯
良、余炳锐，市领导刘光跃、蔡溪、何朝晖
出席。

院士发言选登

国际轨道装备博览会株洲论坛
签下12个产业项目，总投资20亿元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株洲论坛现场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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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之后，天气变得昼短
夜长，尤其在乡下，感受特别明
显。好在现在家家户户都通了
电，不仅电脑电视灯火通明，手
机讯息也十分发达，不过在享
受着现在便捷生活的同时，也
把我带回到儿时那段物质匮乏
的年月。

我出生在乡下一个偏远的
小山村，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村
里是没有电的，大多都是靠塘
里的火照明过夜，只有好一点
的人家才会点煤油灯。我家的
条件并不好，不过为了我和弟
弟能更好的学习，父亲还是狠
心给家里添了煤油灯。那两升
煤油是父亲挑着山货徒步了几
个小时去街上换回来的，不过
有了煤油还得有灯具，父亲就
找来小瓶子和灯芯等，煤油灯
便很快制作好。只需往灯里倒
上煤油，点燃，屋里立马就亮堂
起来，跟现在灯火通明的夜晚
肯定没法比，但那时候家里能
点上煤油灯，已让不少人家羡
慕不已。

我家虽有了煤油灯，不过
家里却不轻易点，因为没钱买
煤油，就算非要用的时候，母亲
也会把灯芯压的一矮再矮，目
的就是为了省油。唯独我和弟
弟学习和做作业的时候，父母
却变得慷慨许多，母亲说光亮
一点不伤眼睛，父亲说光亮才

能看得清，不过不知是看清字
还是看清路。直到今天，我才
明白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是
父母的爱照出了我光明的人生
路。

灯光虽然很暗，但家里至
少有了光，可出门仍伸手不见
五指。为了出行方便，不知父
亲去哪里找来了一个玻璃灯
罩，再用铁丝弄了些支支架架，
就做成了马灯。有了马灯，去
上厕所就不用抹黑了，最关键
是我和弟弟上学也有了光亮。

我记得那时从村里到学校
有六七公里的路途，所以每天
天不亮就要出发，可那时几乎
都是乡间小道，这就苦了不少
上学的孩子。尤其是入冬之
后，再赶上糟糕的天气，可谓是
两步一小摔，三步一大摔。我
记忆最深的是那时候不少孩子
手里都拿着一把火把或是燃烧
过半的柴火，边走边摇，不过总
是没走出多远火把就灭掉。可
自从有了父亲制作的马灯后，不
仅照亮了路途，也照亮了前途。

如今灯火通明，煤油灯也
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不过在享
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便
捷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艰
难和苦痛，是父母用他们的爱养
育了我们，是祖国用她的乳汁哺
乳了我们，让我们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月里茁壮成长。

再回教院
□吴波

离开教院，已经22年了。
说起我的母校教院，现在很多株洲人会觉得陌生。教院全

名株洲市教育学院，后来更名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6
年并入湖南工业大学，当年的校址就在如今的奥园小区里面。

国庆假期到奥园小区的朋友家做客，又一次站在熟悉而又
陌生的门口，以这样的方式回到阔别已久又面目全非的母校，我
的脚步既期盼又迟疑，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任凭内心的波澜，终于还是走进了小区。我第一时间“检
索”出了当年教学楼的位置，当时全校的同学们都聚集在这唯一
的教学楼里上课。还记得，在教学楼一楼大厅，有两部插卡式电
话机，在那个手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这两部电话机前总是排着
长队，好几次我也是从教室被叫下来，站在电话机旁等待校外的
传呼。我们的教室在五楼，教室楼层高，同学们的求学热情和活
跃程度也非常高，教室西侧的那个大厅，俨然是大家课间的后花
园兼运动场，同学们喜欢在那里聊天嬉戏……此刻，真想把同学
们悉数邀约回来，在大厅里再现当年的欢乐和热闹。

站在这片曾经穿梭过无数遍的土地上，很快便找到了图书
馆的位置。当年，图书馆一楼住着我们大一时的班主任朱老师，
朱老师年轻漂亮，为人很好，同学们把她当姐姐看待，可是不到
一年时间她就离开了我们学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图书
馆二楼有听力教室和计算机房，管理听力教室的高老师嗓音不
错，经过那里经常可以听到她优美的小曲。计算机房永远是那
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他在讲台上讲DOS命令五笔输入法时，
激情飞扬，不时往上推一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的动作至今记忆
犹新。教院的图书馆藏书并不多，较之于现在的大型图书馆，只
能算是一个功能图书室。记得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开启了
疯狂阅读模式，图书馆的藏书我几乎全翻看过了一遍。

再往前一点应该是宿舍和食堂了吧。二十多年过去了，依
然记得当时三栋宿舍楼并排而立的建设格局，依然记得门卫汤
师傅的醴陵口音和在他那里煮出的方便面的味道，依然记得为
了约出心仪的姑娘而站在女生宿舍楼前等待时的尴尬……印象
尤其深刻的是在食堂打饭时，男生总喜欢和班上熟悉的女生一
起排队，这是因为男生饭量大，而女生往往斯文，她们的饭菜可
以分出一部分给吃不饱的男生。我在想，我能长出近一米八的
个子，除了热爱体育锻炼，是不是也得感谢当年她们的“接济”？

食堂下面便是灰黑灰黑的煤渣足球场了，记忆中球场两端
总是立着没有球网的球门，只再每年五月举行校园足球赛时才
可以看到雪白的球网和用石灰撒就的边线，球场四角还会有竹
竿制的角旗。恍惚之中，我仿佛看到了身着蓝色球裤白色球衣
在球场奔跑的自己，仿佛听到了外语系女生别出心裁的加油口
号。我在心里暗暗地想：那个直入教工队网窝的抽射我一定要
再大力一些；那个回防导致手球的兄弟一定要把你的手臂放在
裁判看不到的位置；身材不高的守门员队友扑出教工队的点球
时，一定要记得标志性地向上摇一摇手指……

朋友的电话催促，打断了我思绪的蔓延。多少次流过心田
的记忆，多少次淌过心间的怀念，此刻离我是如此之近又如此之
远，眼前的一草一木都在告诉我，这里已经改变，我再也无法重
回教院了。想到此，已是心生酸楚，簌簌泪下。

晚上从朋友家出门，街道繁华，人流如涌，在我毕业多年后
修建的湖南工业大学灯火通明。到家后，我翻出了去年工大寄
给我的60周年校庆的邀请函，老婆对我会心一笑，她知道，母校
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对母校的记忆不灭、精神永续。

中风后偏瘫的四婶躺在床
上，朝屋外喊：“老头子，给我送
杯水来，我口渴。”

四叔从厨房跑过来，说：
“怎么又要喝水？刚喝没多久
嘞，你是不是感冒了？”

四叔说完，用手在四婶额
头上探了探。哇，滚烫滚烫
的。四叔用体温表给四婶一
量，三十九度，这可是高热呀。

四叔蹒跚着走到桌子边，
打开抽屉，却找不到感冒退热
药，自语道：“没有退热药了，这
可咋办？”

四婶说：“你去搞把大葱，
橱柜里有干紫苏，也拿上一把，
煮熟了给我盛来。”

四叔知道葱白和紫苏是发
汗的，这个方子，以前用得多。

四叔煮了两大碗，四婶全
吃了。四婶在床上又折腾了个
把小时，体温还是没降下来。
四叔说：“只好打东伢子的电话
了，要他来出个诊。”

四婶说：“不行呀，东伢子

这几天要到市里去考试呀！”
四叔拍了拍脑袋说：“你看

我这记性。”
四叔拍脑袋时瞥见墙上小

谢贴的纸条，上面有他的电话
号码。小谢是他们两老的责任
帮扶人。四叔说：“那打小谢的
电话，要他过来一趟？”

四婶说：“这样不好吧，天
冷，现在都晚上八九点钟了，还
打扰人家？要不，我再挺挺，等
到明天再说。”

四婶话刚说完，四叔的手
机就响了。是小谢打来的。小
谢说：“叔，这两天气温降得太
快了，我不放心呀，想问问你两
老需要添置些什么防寒的东西
不？”

四叔说：“防寒的东西倒是
不缺，只是你婶子感冒了，发高
烧，你看……”

小谢说：“我马上过来，叔
呀，你怎么不早打电话给我呢？”

四叔说：“我怕麻烦你呀
……”

煤油灯的世界
□ 熊兴国

我怕麻烦你
□ 葛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