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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温琳 实习生/李
柳杨） 日前，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潇湘

“红八景”名单正式公示，其中炎陵红军标语博物
馆列为八景之一“五岭逶迤”的组成部分。

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潇湘“红八景”推选工
作，经过县市区文旅部门申报，市州文旅部门推
荐，现场展示、网络投票、专家审核等环节，拟确定
潇湘“红八景”。

潇湘“红八景”包括“日出韶山”“中流击水”
“秋收风云”“星火燎原”“五岭逶迤”“烽火名城”

“将帅故里”“首倡之地”。其中，炎陵红军标语博物
馆被确定为“五岭逶迤”的组成部分。

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红军标
语专题博物馆。炎陵县境内红军标语保留数量
之多、内容之丰富完整、部队署名番号之齐全，
为全国罕见。据统计，全县至今保留内容完整、
字迹清晰的红军标语有 151 处（组）339 条、4617
字，标语落款的部队番号达 66 个。这批标语，是
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珍贵的革命历史
文物。

潇湘“红八景”名单公示，景五为“五岭逶迤”

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被纳入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寻慧
蓉 通讯员/罗泽丹） 3 月 20 日 18 时 30
分，“湘赣边红色专列”回到株洲。400 多
名党员干部结束深刻、生动、愉快的红色
之行。

“湘赣边红色专列”由广铁集团广东
铁青公司和株洲市城发集团共同打造。
首趟 Y432/6 次红色专列 3 月 19 日 8 时从
株洲发车，4 个小时后，抵达井冈山。随
后，400多名党员们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
士陵园，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全面
详细了解了井冈山斗争史。次日，全体党
员赴炎陵参观了红军标语博物馆，重温
红色经典，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专列往返途中，“红色车厢课堂”贯
穿全程。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聆听

“党史上的今天”广播剧，进行红歌拉练，
回味红军餐……“七个一”活动进行得有
声有色。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员们，还纷纷
通过发朋友圈、微信群聊、写留言本等形

式，分享了此次活动的体会。该局二级调
研员谢跃飞赋词一首：“绿皮车缅怀旅，
红歌一路欢笑。交通千人上井冈，红色基
因心上。重温入党誓词，支部活动多样。
炎黄子孙新征程，国家兴民族旺。”

“红色专列犹如移动的党史课堂。建
党百年之际，让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
昌盛，红色精神世代传承！”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荷塘大队副大队长易
超峰说。

“参加这次红色之旅，我的心灵受到
了很大震撼。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更要加
强学习、提升素质，增强履职能力，坚定
不移地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
群众的贴心人。”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
科干部马宇星说。

另悉，“湘赣边红色专列”第二趟列
车将于 3月 22日开出，株洲市城发集团、
市水务集团的党员干部将前往炎陵，开
展党性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讯员/黄燕） 3月 17日，在第五届中国·
古丈茶旅文化节开园仪式上，醴陵市与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签订瓷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促“瓷+茶+旅”产
业跨界融合。

“瓷中有茶，茶中有瓷。”醴陵陶瓷生
产始于东汉，兴于宋元，盛于清末。目前，
该市有陶瓷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 650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82 家，年产值逾 710
亿元，产品涵盖日用瓷、工业陶瓷、艺术
瓷三大系列、4000 多个品种，畅销 1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古丈县大力发展

绿色有机种植业，全县已有 14 家企业通
过有机茶认证，有绿色生态茶园面积近
20万亩，人均茶园面积位居全省第一，去
年全县产茶 10088吨。

未来，两地将通过举办产业融合发
展论坛，推进两地产业互联、企业互动，
在市场开发、品牌塑造、人才培养、项目
申报等方面实行协同发展，打造“瓷+茶+
旅”产业跨界融合的示范典型。同时，两
地还将深入挖掘瓷、茶文化内涵，创作文
化新品、精品，不断强化产业的融合深度
与广度，形成“以文促经、以经带文”的良
性互动。

醴陵市“牵手”古丈县

共促“瓷+茶+旅”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3 月 20 日 ，天 元 区 第 四 届 汽 车 消
费 节 在 汽 博 园 汽 车 交 易 中 心 A 馆 开
幕 。活 动 为 期 两 天 ，40 家 汽 车 4S 店 和
20 家 二 手 车（进 出 口）车 商 参 展 ，国 内
及 本 地 生 产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成 为 展 销

热 点 。
天元区目前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项

目 11 个，菲仕绿能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项目，都将在今年竣工投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天元区汽车消费节昨开幕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综合湖南日报
讯（湖南日报记者/冒蕞 梁可庭 株洲日
报记者/陈正明 胡文洁） 3月 15日至 1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
委主任顾秀莲来我省考察。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省委副书记、省长毛
伟明前往看望并与顾秀莲一行座谈。

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玉台，省
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吴桂英，省关工委主任杨
泰波、常务副主任武吉海等出席相关活
动或陪同调研。在株期间，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市委副书记、市
长阳卫国分别陪同调研。

3 月 16 日上午，顾秀莲出席了在长

沙召开的全国关工委办公室工作座谈会
并讲话。她指出，关工委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为共产主义奋
斗的理想，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
统。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把牢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重点，发
挥广大“五老”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创
新方式方法，加强统筹谋划，凝聚共识合
力，确保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在新的起
点上取得扎实成效、更大发展。会后，顾
秀莲来到开福区隔代家庭教育中心考
察，了解相关工作情况。顾秀莲说，家庭
教育对青少年成长至关重要，湖南在“五
老”开展家庭教育特别是隔代教育方面
积极探索和尝试，推动了社会教育、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三位一体实践活动，有
利于促进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座谈中，许达哲向中国关工委长期以
来给予湖南的关心帮助表示感谢，他说，
湖南历来有崇德崇实的传统，对关心下一
代成长、关爱广大“五老”的各项事业高度
重视。当前，我们把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
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结合
起来，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力争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 100周年。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要求，传承好红色基因，从党
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并通过抓好关心下一代工作，把这份无价

的精神财富传递到青少年手中，培养好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株期间，顾秀莲一行参观考察了
醴陵市仙岳山街道书院社区坳山书组、
清水塘生态科技新城、中国动力谷展示
中心等地。在株冶集团老办公楼天台、绿
地滨江科创园项目现场，顾秀莲详细了
解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新城规划
建设、湘江保护治理等情况。得知株洲去
年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全国 168个
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十、湖南排名第一，她
连连称赞“了不起”。在中国动力谷展示
中心，顾秀莲听取株洲轨道交通、航空、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情况介绍，频频
点头给予肯定。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邹家
虎 通讯员/尹照）“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
然自乐……”在株洲，这幅千年前古人所
憧憬的乡村美景，正一步步地照见现实。

近年来，我市按照部署，全市 100%
的村实现长效保洁，全面完成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整治任务，农村户用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 90%，农村污水乱排现象基
本得到管控……

通过勾勒“点线面”，一幅农村人居
环境的“千里江山图”，正在我市绘就。

村民：从“要我干”到“我要干”
美画不能没有鲜活的人物。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不能没有村民参与。
日前，茶陵县严塘镇猷竹村村民刘

云花，好好享受了一把“当明星”的感觉。
由于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满院都是花
草和果树，她家被评为“市级最美庭院”，
村里腰鼓队敲着锣、打着鼓来到她家祝
贺。这是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的一个片段。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村民们用勤劳

诠释着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从“要我干”
到“我要干”，村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踏
实实干活，农村环境才有了如今的可喜
变化。从“要我干”到“我要干”，转变的秘
诀在哪里？

——完善村规民约，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我市全面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
开展“大评小奖”活动，推进垃圾付费制度
的村占达 90%。坚持村内事务村民议村
民定，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理事会
等村民组织的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内 容 纳 入 村 规 民 约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达
100%。

——组织开展文明家庭、星级卫生
户、最美庭院评选，发挥村民的主体作
用。全市共有 248897 户农户开展最美
庭院创建。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村
庄人居环境整治日常工作，自觉缴纳
人居环境整治有偿服务各种费用，农
民群众投工投劳等参与机制的村实现
全覆盖。

——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
经费、有督查的村庄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
制。2020年市财政专项安排 2500万元用
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投

入1500万元对农村改
厕进行专项奖励。

领导干部：
从“小独奏”到“大合唱”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立足长远
谋划全局，我市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摆在首要位置，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为主题，领导干部从“小独奏”到“大
合唱”，汇成一曲美丽动听的大合唱。

“四级书记”带头抓。建立“四级书
记”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指挥体系，
出台《株洲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开展“四类房”集中整治
攻坚行动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指导性
文件。

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各司其职。
明确和细化 22 个市直相关部门的具体
职责，建立情况定期报送、重点工作会商
和协同推动机制。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探索并推行“网格化管
理”等行之有效的模式，构建起上下联
动、左右协同、齐抓共促、合力攻坚的工
作格局。

坚持“以考促治、科学评价、以奖代
补”的评估推进机制。实行“一季一排名、

半年一讲评、年终总考评”。每季度根据

考核情况分县市组和城区组对各县市区

进行排名，评出“十佳乡镇”和“五后进乡

镇”，全程接受纪检及新闻媒体的监督。

已有“十佳乡镇”芦淞区白关镇、天元区

雷打石镇两名党委书记，因成绩优异被
提拔任命为副区长。

效果：从“看面子”到“重里子”
3 月 19 日上午，家住渌口区南洲镇

南山村的村民田桂元像往日一样，将家
里的垃圾分类打包，扔进家门口不远处
的垃圾桶。爱护环境卫生，已成为该村百

姓的共识。“以前，村里大部分是露天敞

口垃圾池，‘你扔我扔大家扔’，形成了

‘破窗效应’。”村党总支书记刘柏良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从“看面子”向

“重里子”转变，聚焦治垃圾、治厕所、治

污水三大重点，科学谋划，集中整治，各

项任务全面甚至超额完成。

——治垃圾治出“靓颜值”。按照“五

有”标准，深入实施农村垃圾专项治理行

动，健全“户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收

运处置体系，改建新建垃圾中转站 38

座，清理陈年垃圾 115.55万吨，高质量完

成 29处“国字号”非正规垃圾堆点整治。

——治厕所治出“高品质”。坚持“好字

当头、质量优先”，完成农村无害化户用卫

生厕所改建新建10.66万个。全市农村户用

卫生厕所总数达62万个，普及率达90%。

——治污水治出“好环境”。建成 31

座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并运转正常。

采取建人工湿地等模式，完成 120 个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全市农户

生活污水处理率高于 40%，乱排乱放基

本得到有效管控。

另外，在村容村貌提升方面，开展农

村“四类房”集中攻坚行动，全面完成自

然村通公路任务，乡村道路实现“应绿尽

绿”，培育了一批整域推进示范乡镇和美

丽乡村精品村、示范村。

“湘赣边红色专列”返株
党员干部分享红色感受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易楚
曈）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布了全
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334名
红十字志愿者被推选为“优秀红十字志
愿者”。其中，我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水
域救援组组长王永恒榜上有名。

王永恒生于 1964 年，是株冶集团一
名退休吊车司机。2011 年，株洲市红十
字蓝天救援队成立。10 年来，王永恒率
领队员参加水上救援 30余次，营救落水
者 10 余人。2013 年 4 月 ，王 永恒率先以
志愿者身份报名参加四川雅安蜂桐寨

地震救援。“地震发生后，宝兴县通往
蜂桐寨的交通线路中断 ，队员只能肩
挑背扛，徒步将救援物资扛进灾区，并
将受伤孕妇抬出危险地带。”2020 年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期间，王永恒主动请
缨参加社区、学校、幼儿园的病毒消杀
工作。

得知自己上榜后，王永恒表示，将继
续发扬红十字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引导
带动更多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推动志
愿服务在我市持续深入开展。

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公布

我市蓝天救援队王永恒榜上有名

顾秀莲来湘考察

学党史 守初心 担使命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勾勒“点线面”绘就农村人居环境“千里江山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伍靖
雯 寻慧蓉 通讯员/邓敏敏） 拆违控违，
腾出发展新空间。日前发布的《株洲市
2021年拆违控违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年
内全市要完成拆除违法建设 31.1 万平方
米，努力实现“清理旧违建、杜绝新违建、
争取无违建”的总目标。

逐步消除存量违建，对新增违建“零
容忍”。今年全市拆违工作任务中，天元
区 7.6万平方米、芦淞区 7万平方米、荷塘
区 5.6 万平方米、石峰区 5.6 万平方米、株

洲经开区 5.3万平方米。
拆违工作的重点，包括妨碍城市市

政建设和重点工程项目推进的违法建
设，上级交办、督办及各职能部门依法认
定和移交的违法建设，影响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妨害公共安全、群众反映强烈、
媒体曝光的违法建设，特别是市民投诉
较多的小区违法建设等。

居民如果发现自家附近有新增违建行
为的，可拍照并上传至“株洲城管”公众服务
平台（微信号：szcg106291008）进行举报。

今年全市要拆违31.1万平方米

“新农民”忙春耕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
讯员/晏翰成 吴嘉慧） 当前，醴陵已全面
进入春耕春种时期。该市依水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建立水稻密室育秧基地，一间
108平方米的密室，一次能够培育秧苗 4万
盘，可满足 1000亩大田的移栽需求。

3 月 19 日，记者走进密室育秧基地，
只见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在机器上放置
育秧盘，并添加育秧基质土、种子。随着
机器的嗒嗒声，相继完成了装土、配水、
撒种等工序的育秧盘，就从流水线上生
产出来了。

该基地负责人邬亚平介绍，密室育
秧，就是把原来在田间或大棚内完成的浸
种、催芽、播种、出苗过程，改用工厂化、自
动化方式完成，生产流程简单。通过流水
线运作，种子在育秧盘上的间隔更加均
匀、透气性更强，秧苗的存活率和出芽率
较传统人工播种更高。

随后，播种完成的育秧盘被一叠一叠
运送到旁边一间恒温恒湿的密室，进行 48
小时的避光催芽，再连盘带秧移出。“一天
可以完成 7000盘育秧盘的制作。稻种在密
室里，受热均匀，出苗又快又整齐。”邬亚
平说，其育秧效率是传统田间育秧的 3倍，
而 且 秧 苗 更 加 粗 壮 ，坏 死 率 可 降 低 近
90%。

在满足自身耕作需要的同时，该公司
还为周边农户提供育秧等农技服务。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俞
强年 通讯员/洪旭彤） 机器换人、智
能种植、农业工场化……新时代的农
业充满了科技感。3月 13日以来，荷塘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乡镇（街道）农办主
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种粮大户
等30余人到外地“见世面”“取真经”，
以学促产，培育新时代的知识型农民。

浏阳拥有全省规模最大的高科
技农业园。该市镇头镇江东村的水稻
育秧大棚内，一排排早稻经过集中育

秧技术和恒温催芽器调养，培育的幼
苗枝壮叶肥，长势喜人。大棚外，一台
育秧自动播种机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它集铺土、洒水、播种、覆土等功能于
一体，就像工厂里的全自动化流水
线，整个环节无需过多的人为介入。

“自动播种机具有精确播种、节
约种子、提高效率等特性，比传统种
植模式更优。”湘峰农机专业合作社
带头人易湘峰举例说，传统模式 8个
人一天只能播种 25 亩，使用自动播

种机，3个人一天就能播种 150亩。
荷塘区东山村的种植大户尹根

其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 200多亩水
稻，以往都是靠传统模式催芽。意识
到通过恒温催芽器可以使芽苗免疫
力强、成活率高，而成本又少，他计划
引进这一设备。

“新时代的农民求知欲很高。后
期我们会经常组织类似的培训，并鼓
励农民购买新设备，加快实现农业现
代化。”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贺伟表示。

密室育秧 春播省心
108平方米的密室，一次能

培育秧苗 4 万盘，可移栽 1000
亩大田

春耕刮起“学习季风”

荷塘区乡镇农办主任荷塘区乡镇农办主任、、种植大户参观自动播种机种植大户参观自动播种机。。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