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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防办）：
完成建宁港等18个黑臭水体整治，确保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 90%
以上；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50个、2
万户以上；发放住房困难租赁补贴3900
户。

市工信局：开展规划引领、园区升
级、企业培育、人才强企、温暖企业“五
大行动”。在企业培育方面，引导中小
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全年新增
规模工业企业220家以上。

市文旅广体局：办好 2020 年全国
“晚报杯”围棋邀请赛、中国·株洲第二
届国际女子羽毛球（单项）公开赛等一
批重大赛事活动；发展夜间文化旅游体
育经济，打造“夜读”“夜游”等夜间消
费品牌。

市卫生健康委：把“互联网+医疗
健康”纳入株洲“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启动市级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建成
全民健康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医疗机构
便民服务水平。

市人社局：实现新增城镇人口就业
5万人以上目标；加快修订升级“人才30
条”及配套细则，组织动力产业企业赴
国内知名高校招才引智，搭建企业引才
平台；全面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理、银
行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等制度，实现
2020 年底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
标。

（记者 伍靖雯）

前11个月财政科技支出

同比增长77%

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科技系统以创新
撬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全社会研
发投入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技术合同交易额占GDP比重居全省
第一。

研发投入大幅增长。全年全市研发经
费入统企业共653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比重41.65%。1-11月，全市财政科技支出
为18.6亿元，同比增长77%，高于全省30个
百分点。 （记者 伍靖雯）

今年成绩单（部分）：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12月23日，市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暨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深入学习贯
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盘点总结今年经济工
作，研究谋划明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毛腾飞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
政府党组汇报了2019年经济运行情况和2020年工
作打算。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商务和粮食局、市统计局以及10个县市区
等汇报了工作。与会市领导重点围绕“今年怎么
看”“明年怎么干”主题，结合市情实际，突出问题导
向，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许多务实管用的意见
建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进中争先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深入开展“一活动一行动”，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运行保持
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发展速度明显提升，发展效益明
显好转，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会议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
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要全面、客观、辩证地分析经济形
势，善于化危为机，积极抢抓机遇，全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就如何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谋划
好明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明确发展目标，坚定
信心，积极进取，科学谋划、精准确定明年发展目标
和任务。要加快产业发展，抓住产业园区这个载
体，积极探索产业链发展新模式，全力培育国家级
乃至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
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株洲现代产业体系。
要扩大有效需求，抢抓政策机遇、市场机遇，加快策
划推进一批交通、电力、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项
目，统筹建设一批城市更新项目、乡村振兴项目，围
绕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消费热点，全力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党中央、省委改革部署，围绕株

洲发展需求及人民群众期盼，谋划推动一批改革事
项，全面提升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要加快城乡统筹，抢抓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机
遇，加快株醴都市圈发展，着力补齐县域经济短板，
积极推进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要守住
底线，切实打好“三大攻坚战”，不断提高脱贫质量，
进一步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健全市场化机制
推进污染防治。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统筹做好教育、医疗、就业、社保、
生态环保等各领域民生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加强市场主体保护，
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规范和
创新监管执法，持续加强法治保障。要充分发挥绩
效考核的“指挥棒”“风向标”作用，加强督促指导，
确保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要高质量编制好“十四五”规划，抢抓重
大历史发展机遇，为株洲新一轮发展赢取先机和主
动。要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以更大力度和决心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面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前11个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4%，同
比提升7%，增速居全省第一。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31.3%，民间投资增长21.8%。民间投资中，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四大行业高速增长，分别增长
203.3%、66.9%、60.9%和41%。

关键词：投资增长

关键词：脱贫攻坚

今年3665人脱贫

今年，我市坚持把提高脱贫攻坚质量放在首
位，坚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三
位一体”同步推进。实现 3665 名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率降低至0.3%；15.5万已脱贫人口的脱
贫成果得到巩固提升。

全面落实国家资助政策，教育资助贫困学生
1.91万人次，资助总金额1.39亿元；五县市区农村低
保保障标准提高到360元/月，年保障标准为4320
元，高于扶贫线标准。创新打造消费扶贫“四大四升
级”模式，10月14日，在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2019年
国家扶贫日消费扶贫论坛上作经验介绍。

关键词：招商引资

引进“500强”项目16个

前11个月，全市新签约项目382个，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 193 个，分别较去年增加 128 个、21 个。
三一重工、中国建材碲化镉项目投资百亿元以上，
全年已完成省认定“500 强”项目 16 个，任务完成
率145%，居全省第三。

创新招商方式，设立实缴规模超过20亿元的政
府产业发展基金，现已完成对株冶等项目的投资。

关键词：稳外贸

前11个月进出口额

同比增长12.3%

助力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今年以来，
我市紧盯轨道交通、硬质合金等重点产业
企业，全面落实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前 11
个月，为企业审批减免两税4798万元，签发
原产地证书 6007 份，预计可帮企业享受进
口国税收优惠9700万元。

数据显示，1-11 月，全市进出口额为
1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其中，出
口额145.1亿元，增长18.2%，进口额41.9亿
元，下降4.3%。

关键词：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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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工作预想（部分）：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

全力推动经济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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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晚报、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大量洋货倾销国
内，使中国民族手工业在市场竞争中屡屡败
北。当时株洲市场放眼都是洋纱、洋布、洋火、
洋油等外国产品。正是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
输入，刺激和迫使中国有识之士急于发展自己
的近代工业。虽历经数代人努力，中国民族工
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贫弱的工业基础
和来自外国经济入侵的强势压力，中国近代工
业仍在蹒跚中前行，至新中国建立前，许多工
业门类仍毫无建树。

20 世纪 80 年代，开放的中国迎来了世界
各地的朋友，也迎来了各式各样的外国商品，
这些外国商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保持强劲
势头，占据相当大的中国市场，其霸主地位不
可一世。聪明勤劳的中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
追，用短短的40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制造走在
前列、领先世界的宏伟目标。今天，中国的产
品不仅主导了国内市场，甚至走遍了全球，赢
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

清同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年（1862—1904），
汉口、岳阳、长沙相继开埠后，俄、美、英、德的

“洋货”大量输入，绸缎、杂粮、棉花、食盐、洋
纱、煤油、染料、纸张、木料、药品、砂糖、火柴、
五金等为大宗，其次为油漆、肥皂、鱼虾、豆豉、
牛皮纸、书籍、文具等商品。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日本和英国的商人沿袭惯例，按照《内
港行轮章程》，开辟湘潭为寄货港口。光绪三
十一年（1905），湘潭、常德开放为寄货港，英美
烟草公司、美商美孚石油公司、英商亚细亚石
油公司、德商德孚分公司、美商德士古煤油公
司、德商爱礼司洋行、南易洋行、旭日洋行等深
入湘潭、株洲等地设立经理处或分销处。光绪
三十二年（1906），日本大量浅水船开进湘潭，
并取得在湘潭航运独占地位，大量“洋纱”“洋
布”运进湘潭、株洲。

五四运动中，攸县兴起抵制日货运动，爱
国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各商店检查、没收
并烧毁日货。1920年以后，日本、英国的商人
在株洲各商店出售阴丹士林布、细羽绩、大细
缎、花直贡等洋货。因日货花色多，价格低于
英货，不久就取代了英货位置。1925年、1926
年，攸县、茶陵县连续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
攸县大多数商人自动抵制日货的购进。茶陵
县城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到各家商店清缴日
货，把清缴出来的鸦片和各种洋货堆积在城墙
上烧毁。这次运动虽然使日货的倾销受到限
制，但英、美、德货倾销有增无减。

1926年，美孚洋行、德士古洋行、英美烟草
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德孚分
公司、德士古煤油公司等在株洲、醴陵、攸县设
立分支机构，建立经销处 20 余个。苏联石油
公司也在攸县设立经销店——光华商店，经营
煤油。1935年，英国的德号洋行组织鼓乐队来
株洲镇宣传阴丹士林布，采取赊销的办法，大
肆倾销，使得国产的青布遭到排挤，生产销售
急剧下降，青布作坊逐渐倒闭。

到株洲解放前夕，进口的面粉、食糖、罐
头、玻璃、雨衣、尼龙袜、香水、口红、打火机、手
电筒、圆珠笔、香烟、巧克力等“洋货”充斥市
场。可以说株洲各大中型商铺销售的货物
80%以上均为洋货。

难怪解放多年后，不少株洲人口中还保留
着洋油、洋火、洋碱（肥皂）、洋伞、洋灰（水泥）、
洋铁皮等称呼。

解放前
这些“洋货”曾进入株洲

□ 朱 力

渌口“福记煤油公司”的故事
□ 朱 力

▲亚细亚公司的火油传单 图据株洲发布

▲火油也叫煤油

上世纪二十年代，继日货大量输入我国
后，英国和美国的“洋油”相继进入中国。其
中设在渌口的英商亚细亚煤油栈投资额达
一万三千多银元，并经营了十多年。

说到渌口的亚细亚煤油栈，不得不讲王
汉成。王汉成是湖北人，在长沙经营玉器。
有一次他乘轮船回汉口，同船有个英国商人
丢了钱包，他便一路上帮英商买饭。英商知
道王汉成是做生意的，便问他做不做煤油生
意，王汉成说没这么多本钱，英商说，暂时不
要你的本钱。

英商回国后，果然与王汉成取得联系，
并运一批煤油到长沙，由王经销。刚好那年
年底煤油涨价，王汉成赚了不少钱，并成为
长沙亚细亚石油经销公司经理。后来，王汉
成的煤油生意越做越大，在长沙城四个门开
设了东福记、西福记、南福记和北福记四个
分公司。还在渌口、醴陵、萍乡等地开设“福
记煤油公司”，一时间湖南的煤油市场基本
上被亚细亚公司所垄断。

1913年，英商委托王汉成在渌口买下张
佩二老倌关口河边的六斗丘作油库基地，花
两年的时间修建油池，成立渌口亚细亚油
栈。王汉成又开设“福记煤油公司”，由其弟
王丰成当老板。仅几年时间，“福
记”获利不少，引得美商垂涎。
1919 年美商在渌口小对河南岸也
修建油池，成立“美孚”油栈，并在
渌口开设“正大煤油公司”。在“福
记”和“正大”的竞争中，“福记”推
出买煤油送灯具的优惠活动，还与

“正大”相互压价，最终把“正大”弄
得五劳七伤。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
起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斗争，工
人和学生查禁洋货，对英、日两国
的货物一律没收。醴陵亚细亚、大
古等煤油公司的2000多桶煤油被
没收，然后拍卖，全部所得用于群

众公益事业。
1926 年春，从安源回乡的地下党员李人

桃、陈金楼等人在渌口举办工人夜校，发展党
员，秘密组织农会、工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斗
争，没收洋货。5月，渌口摊担业的地下党员
刘佑三、朱祥钦等，组织摊担业的店员，在农
会、工会及纠察队的配合下，将“福记”和“正
大”两家公司的20多万斤煤油全部没收。在
神农店设立“仇油拍卖处”，每桶价银元一块，
所得上交醴陵县农民银行，作为农会和工会
的活动经费。

为了彻底抵制洋货，发展城乡经济，渌
口地下党组织将“福记”公司的铺面办成摊
担合作社，号召工农群众入股，以卖油盐为
主，兼营其它杂货。由于合作社的商品价廉
物美，又不短金少两，生意兴隆，营业额高于
私商的好几倍。

大革命失败后，合作社停业。原“福记”
公司的买办们又窜回渌口，将“福记”改名为

“信记”，主营油盐生意，仍兼营少量煤油。
1949年渌口解放后，“信记”由人民政府

接收。原来的亚细亚栈改成株洲县粮食局
的油脂仓库。而在原“福记”公司的铺面旧
址，修建了渌口镇胜利百货门市部。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