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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郑毅、高洋、
廖蓓蓓、安保明共同提交了《在公共场所安
装AED开展PAD（公众电除颤）计划，抢救心
脏骤停病人生命》的提案。记者获悉，市红
十字会已筹资购置两台AED，并在神农大剧
院和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投入使
用。（详见本报12月23日A03版报道）

在公共场所安装 AED（自动除颤仪，被
称为“救命神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
国每年心脏猝死病人在 55 万人左右，绝大
多数是心源性心脏骤停患者。如果在公共
场所安装了足够的 AED，很多心脏骤停病
人的生命就能得到挽回。数据显示，在一两
分钟内对心跳骤停的患者给予电击除颤，急
救成功率高达90%。但现实是，目前全国范
围内，AED 的安装量都不容乐观。据报道，
美国 AED 配置达到 317 台/10 万人，日本达
到235台/10万人，而我国目前只有0.2台/10
万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在公共场所配置包括AED在内
的急救设备、设施，是贯彻落实这项战略的
应有之义。在政协委员的推动下，我市已经

配备了至少两台，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的重视。但对于实际需求而言，数量还远
远不够。进一步增加配置，势在必行。而由
于目前尚缺乏硬性规定，这项工作的推进面
临诸多困境。因此，笔者建议，不妨将这项
工作纳入民生工程，由政府主动担当统筹推
进，出台相关政策，加大经费投入，尽快让
AED数量与株洲市人口数量相匹配。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前，随着
公众急救意识的提升，加上时不时有典型的
猝死案例引发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在配置
AED 方面加快了步伐。譬如：南京市拟于
2020年布置1000台；浙江永康市近期在原有
14台的基础上，新增了17台……

此外，在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也呼
之欲出。12月2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草案四审稿明确，公共场所应当
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在此大背景下，我市如能将“在公共场
所配置 AED”作为民生工程推进，相信既可
为市民的生命健康增加一层安全保障，也必
将为文明城市的形象增添新的光彩。

12 月 24 日下午，株洲清水塘产业
新城两宗地，被绿地联合株洲清水塘
投资集团收入囊中，株洲绿地滨江科
创园抢在新年来临前横空出世。

据了解，绿地滨江科创园项目位
于石峰区清水塘，项目总规划面积715
亩，总建筑面积 138 万平方米，由绿地
控股集团携手株洲清水塘投资集团共
同投资打造为大型科创产业综合体，
项目计划总投资80亿元。

项目整体定位为集总部经济、科

创研发、创意办公、配套服务等功能业
态为一体的大型生态科创产业综合
体。项目将引入“大科创、大金融”等
产业资源，并遵循“生态、科技、现代、
时尚”的规划理念，以“生态优先、科技
引领、绿色发展”的思路，构建汇聚总
部经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大数据、创新创业六大产业集群，
以及“5G+智慧城市”的产业动能体系，
塑造集生态与科技为一体的产业新城
标杆。 （记者 戴凛）

三一集团株洲两大项目、绿地滨江科创园项目今日齐开工

株洲产业转型升级迎来“高光时刻”
9 月 26 日，株洲市政府与三一

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三一集团智慧钢铁产业城、
石油智能装备项目落户株洲。不
到三个月的时间，两大项目一期项

目均已完成交地，并于今天开工。
大型科创产业综合体项目——绿
地滨江科创园，也在今天迎来了开
工时刻。

三一集团智慧钢铁产业城项
目位于荷塘区金山新城，拟规划占
地面积2900 亩（含500 亩配套商住
用地、2400亩工业/物流用地）。该
项目紧扣创新型钢铁供应产业链
建设，以三一自身业务需求和钢材
配套加工能力为牵引，重点打造金
属结构件智能制造中心、钢铁数字
化加工贸易、二级部件配套产业园
三大产业集群。项目建成后将打
造三一全球钢材加工中心，培育智

能制造、现代物流、金融服务3大产
业集群。预计实现综合产值 2000
亿元，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税收
贡献19.5-37.5亿。

三一智慧钢铁城项目是荷塘
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产业项目。据
了解，11月26日，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正式启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要求开工的1、3号地块已经完成
50万方的土石方外运，场地平整基
本完工。

三一集团能源装备项目是省
重点建设项目，位于石峰区清水
塘，占地601亩，规划了能源装备产
业核、研发创新谷、产品调试检测
中心等，将致力于建设制造升级、
产业汇聚、生态融合的智能制造产
业园。项目重点聚焦高端能源装
备，通过油气压裂设备和智能钻采
设备等产品的数字化升级，大力发
展智能控制、能源安全管理和大数
据技术，打造智慧能源产业生态

圈。同时，注重发展商务办公、孵
化加速、展示交流、投资金融等平
台型功能，促进株洲清水塘老工业
基地蝶变新生。

清水塘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公司
倒排任务，加强调度，经过多轮谈
判后，于 11 月 27 日与三一方正式
签订项目入园协议，并在石峰区政
府的大力推动下，如期完成项目一
期供地任务。

（评论版欢迎投稿，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
部领取稿费。）

不妨将推广AED纳入民生工程
□ 蒋胜金

网友“宝藏少女WH喵”：
有时候计较得太多，就会

失去一些感情。家里确实不是
谈法律的地方，不自私才能有
亲情。

网 友“ 颜 老
头”：

感 动 ！ 四 姐
妹还是有感情，只
是缺乏沟通。

网 友“ 麒 麒
妈”：

其 实 亲 人 之
间更需要尊重、理
解！希望天下的
亲人们多些联系
和沟通！

网友“一路有
我”：

父 母 亲 都 不
在了，只能靠大姐
维 系 家 庭 亲 情
了。希望四姊妹
还像原来一样，幸
福快乐满足！

▲智慧钢铁产业城项目现场一片忙碌
记者 戴凛 摄

◀三一集团能源装备项目建设现场，
大型机械设备蓄势待发 记者 戴凛 摄

三一集团智慧钢铁产业城项目：
荷塘区史上最大产业项目，带动3万余人就业

三一集团能源装备项目：
占地601亩，建设智慧能源产业生态圈

绿地滨江科创园项目：
计划总投资80亿元，打造大型科创产业综合体

晚晴有情
□ 刘敬东

2019年12月12日，阳光灿烂，暖意融融。由著名作家谭谈筹捐的“晚
晴书屋”在谭谈的家乡涟源市桥头河镇曹家村隆重落成揭彩。湖南省作
家协会组织的“湖南省作家走进曹家村”活动同时在晚晴书屋举行。谭谈
领衔，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著名作家谭仲池、水运宪、何满宗、梁瑞
郴、游和平、梁尔源、石光明、周克臣、纪红建、莫美等大咖云集。

我应涟源作家协会之邀，有幸见证了这一盛会，被一些人一些事深
深感动。

本次活动，谭谈毛遂自荐，以曹家村一位村民和老农的身份担任活动
的主持人。他说，年纪大的坐了中间的位置，王跃文主席等年轻同志就只
好坐靠边的位置了。当他宣布给晚晴书屋捐书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证书的
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证书只有一本，捐书者却不止一两个。谭谈临机
应变，把同一本证书的封面给不同的捐赠者逐一拍照留念。他幽默活泼
的主持风格拉近了文坛巨星和我们的距离，我们感到既亲切又随和。

谭谈对家乡、对曾经工作过的涟邵矿务局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也
是他创作的沃土。我是读着他的《山道弯弯》长大的，小说主人公金竹信
念坚定、善良无私、愈挫愈勇的优秀品格至今给人温暖和勇气，激励着人
们崇尚真善美。

年逾古稀的谭谈本来已经桃李满园功成名就，但他特喜欢“折腾”，
他捐出祖屋的地基，卖掉娄底的房子，着手筹建晚晴书屋。现在，书屋成
了村民读书、集会的重要场所、各地作家学习研修的基地，晚晴广场还是
村民们跳广场舞的好去处。

谭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活动家。他担任
湖南省文联主席期间，曾主修“毛泽东文学院”。毛泽东文学院是作家的
摇篮，是无数怀揣文学梦想的人的神圣殿堂，至今已经毕业了18期学员。

谭谈把自己的借力打力称之为“三借”：“向有权者借权，向有名者借名，
向有钱者借钱。”估计晚晴书屋的建成也没少“借”。我想，谭老的“三借”是
很难复制的，如果没有一颗炙热的赤子之心，没有非凡的报国之才，有权有
名有钱的人凭什么借给你？所以，我们还得不断努力，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王跃文主席感情洋溢地致辞，说要向谭谈主席学习，支持谭谈主席
的工作。

这次活动发言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是原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
池。他高度赞扬了谭谈的高尚品格和杰出成就，强调没有文化的民族是
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个性的人是当不了作家的。

他还分享了几件小事。一件是九十年代他第一次参观曾国藩故居，
看到的是一副破败景象，他当即决定拨给曾国藩故居50万元维护经费。
第二件是听闻一位叫王憨山的画家水平不错，但画作总是贱卖，他实地
考察以后，决定拨款10万元给这位画家去深圳办个人画展，结果一幅画
就拍卖出10万元。第三件事，谭仲池的老家浏阳排练一个《耀邦兄弟》的
戏剧，所需200万资金筹措不齐。他这次不是拨款而是发怒，质问相关部
门为什么不支持这样不可多得的优秀题材。他的无私无畏使得问题迎
刃而解。谭仲池对晚晴书屋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给予了不少帮助。

以后，晚晴书屋就成为涟源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将世世代代为村民为
来客服务。

致敬谭谈！曹家老农，涟邵矿工。文学丰碑，人民赤子。山道弯弯，
世间大爱。

母亲有记账的习惯，这些年来记账本足有近百本，年代
久远的，已发黄……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有每天记账的习惯。我父亲不管
钱，母亲是家里的财政大臣。

我小时候，全家住在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筒子楼里。
一家人都靠父亲五十多块的月工资过日子，还要赡养年迈的
奶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维持生活，一天全家买菜仅
用不到两元钱。母亲的经验是节流，每花一分钱，都一笔一
笔记在本子上。

而今，我早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娶妻生子，还买了房，
并有了小积蓄。家里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今年中秋节，
我买了月饼和水果去看望父母，并塞了两千元钱红包给母
亲。我想父母劳累一辈子，应该享享清福了。

哪知，母亲不要红包，塞给我。我再给，她再拦。母亲态
度坚决，我也没办法，只好收回红包。

“你爸现有三千元的退休金，我也有农村六百元的养老
金。老了，呷得好多啰。花不了什么钱，我和你爸但求无病
痛！”随后，母亲拿出一个黑皮笔记本，只见里面密密麻麻记
着每天的开销：10月10日，30斤米一袋72元、油十斤90元、
盐十包20元……这就是母亲的习惯，记账的习惯。

我继续翻看着，“9 月 6 日，买衬衣一件，二十元……”我
劝母亲，衣服要买好的。母亲说，“我以前过过苦日子，喜欢
穿布料衣，耐穿，花钱少。”我听了母亲的解释，知道她朴素的
习惯，很难更改。

我仔细翻看着母亲近几月的账本，发现有支出，还有收
入：10 月 26 日酸菜收入 20 元，10 月 28 日卖小菜收入 62 元。
我说，您还去卖菜干嘛？该享清福了。母亲说：“种点菜锻炼
身体，吃不完，浪费怪可惜，就上街去卖。”

母亲的账本，几十年如一日，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消费水
平的变化。它无声记录了曾经清苦的日子，也记录了母亲精
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品格。我仔细翻看这些曾经的账本，眼
泪早已浸润眼眶……

母亲的记账本
□ 魏亮

入冬后，开春前，是乡间挖藕的好时节。
江南之地，三步一池，五步一塘。乡里人家，屋前屋后有

水池的，都习惯在里头种点荷花，无需费心照料，还能贴补家
用。入了冬，更是挖莲藕的高峰期。

其实，莲藕早就长成了。但在夏日里，主人家都舍不得
挖，继续让莲藕长着；到了秋天，忙着秋收，也没那闲工夫。
入冬，进入了冬闲，于是总算能腾出手来了。

挖莲藕，看着美，实则极苦。
那年头，可没啥水下保暖的装备。要下水，还不能穿

多。捋起袖子，卷起裤腿，寒风中瑟瑟发抖着，就下到了水
里。大半身浸泡在冬日里的冰水中，牙齿直打颤，一把挖莲
藕用的铲子，便是全部的工具。

可光是有下水的勇气，也还是不够的。挖莲藕，除了勇
气，还得耐心。水很冷，让人巴不得下一秒就能上岸，可偏偏
还不能急，得细细挖，慢慢挖。否则，莲藕破了皮，或者断了，
卖相不好，大半个冬天的辛苦可就得打了折扣。

挖的人不轻松，洗的人同样不容易。
洗莲藕，看似轻松活儿，可没经历过的人，断不知其中的

琐碎。把莲藕挖出来，只能是成功了一半；另一半，则在于清
洗的功夫。洗得不干净，自然卖得不好；要干干净净，把泥巴
洗净，但又不能用力，否则洗破外皮，第二天莲藕就发黑了。

所以每年的冬天，挖藕这事儿，真是令人又爱又恨。
而之所以挑在入冬后到开春这段期间，集中挖莲藕，还

有着一个原因。乡里人家，但凡有喜事，总习惯在冬日里操
办。过年前后，人闲，好日子也多，利于喜事。办喜事的人家，
桌上少不了的，就是一大盘莲藕。

有藕，与“有后”音似，寓意美美满满，早添贵子。这红事里
的莲藕，也常令乡里种藕人家爱恨交织。挣得多，这是自然的；
可同时，也更费劲。婚事用的莲藕，得成双成对，有大有小，完完
整整，且卖相颇佳。对挖藕的人来说，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困苦的日子里，藕是希望，也是折磨。但因为有了藕，在冬
日的寒风里，酝酿着来年的希望，也未尝不是激励人心的美事。

挖 藕
□ 郭华悦

井冈山纪行（二首）
□ 袁楚湘

黄洋界
天高气爽彩云翔，星火摇篮上井冈。
脚踏当年风雨石，黄洋一炮创辉煌。

八角楼
绿海丛中八角楼，窗灯明亮写春秋。
辉光辟地千钧力，华夏腾飞举世讴。

咏银杏
□ 罗利生

身着黄金甲，将台秋点兵。
绿林称好汉，为寿号长城。

访红军村偶得
□ 陈招生

中国政权第一楼，丰功伟业耀全球。
山花烂漫惹人爱，红色相传润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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