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 李劲）21 日上午，株洲市市场监
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知识产权执法大队
与天元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股、嵩山市
场监管所，联合对天元建材市场开展知识
产权“铁拳”专项行动检查，查处假冒专利
行为。下架专利标注标识不规范产品一
家，跟进调查一家。

在一家售卖门锁的门店，门锁上标注
着：荣获国家多项专利技术，并标注了相
关专利号，但标注标识不符合《专利标注
标识办法》的规定。由于商家并无主观恶
意，且提供了正规的进货凭证，执法人员
对商家宣讲专利保护相关法律，责令商家
下架商品并进行整改。

在一家售卖抽油烟机的门店，一个镶
嵌着排气扇的广告牌上写着：国家专利技
术。是否为专利产品？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该产品上并未标注专利类型和专利
号，如前所述也不合规。执法人员要求商
家向生产厂家调取专利号，由于为代销商
品，现场调取未果。随后，执法人员拍照
固定证据并制作了现场笔录。因涉嫌销
售假冒专利产品，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
调查。

由于缺少专利法律法规知识，在市场
上，类似专利标注标识不合规的情况不
少。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股
股长李劲说，像以上案例中“荣获国家多
项专利技术、国家专利技术”等表述，只能
算专利标注标识的附加文字，而合规的标
注不能缺少以下两个要素：专利权类别

（中国发明专利、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国
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如果专利尚未
授权，应当标明“专利申请，尚未授权”。

水竹社区咀上山组罗碧云
家门前，有条小巷。一根黄色
的燃气管安装在小巷边围墙
上，并沿着墙壁延伸，但在距离
罗碧云家约 30 米远处，管道中
止，管口被封住，形成“断管”。

居民指出，“断管”现象是
因为沿途有住户反对燃气管道

从其民房区域“借道”，导致施
工无法进行。

4 月 14 日，株洲新奥燃气
有限公司工程部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施工方已修改施工方
案，恢复施工。该负责人称，水
竹社区咀上山组和荷塘铺村田
坪组相邻，居住在该片区的 89

户散户居民已交安装费希望燃
气管道入户，部分住户家中已
安装好室内管道及燃气表等。
但在安装户外管道的过程中，
施工人员在对其中 5 户住户安
装管道时遇到周边居民反对，
最终有 3 处地方无法安装户外
管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实习生 陈俞汐）安装费在前年就交了，燃
气管道却还没有通到家中……荷塘区水竹社区和荷塘铺村数十户居民盼着燃气管
入户（详见本报4月12日A08版报道）。4月21日，记者从株洲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工
程部获悉，施工人员已修改施工方案恢复施工，铺设燃气管道，但在荷塘铺村施工时
再次遇到居民阻挠。

“国家专利技术”？
不规范表述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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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35-85岁)人参+磁疗卫裤

英国磁疗卫裤专为中老年男士设计
研发，采用牛奶丝银离子玉磁抗菌面料和
三维立体护体设计，36 颗磁石 24 小时磁
力护体，穿着舒适、健康、放心。

现在打电话，送长白山人参。为了让
更多中老年人体验到磁疗+参补的品质和
效果，凡45岁以上男士，均有机会获得总
价896元，现在59元磁疗+参补礼包。

896元礼包：中老年男士专用品+
人参（6年参，全须全尾长15厘米、干参重
5-6克）+磁疗卫裤，共计896元大礼送
到家。退休老人、教职工、孤寡老人优先

发放（每天限5名）！
全国包邮 顺丰承运

696元礼包：第6—50名申领者加送中
老年男士专用品+防蓝光老花镜，共计796
元大礼送到家

购满100元，立减
10元。

购满200元，立减
20元。

购满300元，立减
30元（加送人参1棵）。

申领热线：400-1122-319

总价896元，现价：59元（+超值大礼包）

官方网址:(www.mulihs.com)

重磅：2021年国民健康重点推广工
程，由航天生命科学院联合36位基因专
家。耗费 30年潜心研制出航天靶向基
因疗法，经北京航天医院，北京协和医
院，广州军区总院等临床，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为了解决老慢病患者的病痛，响应
国民航天健康工程的号召，由中医泰斗
柴义教授牵头发放《航天一号靶向基因
疗法》，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每个地区限

量发放200册，只限三高，心脑血管慢性
疾病，脏腑器官患者，不可多领及代领，
符合重症病情老年朋友可额外领取柴义
教授亲讲音频。如果你有幸领到一本
《航天一号靶向基因疗法》，请尊重科学
成果，认真阅读，及时帮你解决病痛，享
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航天靶向基因疗法，一场颠覆慢性病治疗方法的革命
中医泰斗柴义教授细说航天靶向基因疗法，教你如何攻克三高，心脑血管，

脏腑器官衰退等老慢病。《航天一号靶向基因疗法》一书全国首次公开发行全国
唯一领取电话：19116317242

全国唯一领取电话:

19116317242

▲4月21日，水竹社区散户区，部分路段路面开挖，将埋设燃气管道。 记者 刘平 摄

《安装费交了快两年 燃气管道为何迟迟没入户？》后续

埋管方式遭反对
施工数日再次“卡壳”

3处“断管”，89户居民家中无法送气

21 日，施工人员已用路面
切割机和小型挖掘机在水竹社
区咀上山组的小巷中间开挖路
面，以埋设的方式安装燃气管。

“燃气管快安装到家了。”
在罗碧云家楼下，一根埋设的
燃气管在墙脚处伸了出来。

4月19日，在荷塘铺村田坪
组，因居民阻挠施工停了下来。

一名殷姓居民称，部分燃
气管道是通过外挂的方式接到
居民家中，有燃气管道与电线
挨在一起，担心存在安全隐患；
要求施工方出示相关证明保证

安全，但对方无法出示。他认
为，能埋设燃气管的地方应以
埋设的方式安装燃气管道。

有居民建议，施工方和持
反对意见的居民应加强沟通，
当地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应介
入协调。

荷塘铺村施工“卡壳”

▲执法人员对门店商品进行检查。
记者 成姣兰 摄

公司化种田，耕地不再抛荒

见惠联生态发展好了，流
转耕地还有流转费，越来越多
的村民主动提出流转要求，到
2020 年底，惠联生态共承包
流转土地 4000 余亩，仅水稻
种植达2600余亩。

泥脚巷村的变化，让邻村
村民很艳羡，他们寻求合作。

“与邻村合作经营，我们在种
苗、技术、机械化服务方面有
优势，而邻村只需提供劳动力
与耕地。”吴建湘表示，与临村
合作也是经过村民们投票决

定的，毕竟共同富裕过上好日
子，是大家的期待。因此，除
本村土地外，公司还流转了临
近的茅坪村1100亩耕地。

2020 年，泥脚巷村水稻
总产量创新高，达到 1430 余
吨，并顺利售出。

目前，泥脚巷村已经建成
500 平方米烘干中心、600 平
方米集中育供秧中心以及日
产 60 吨大米的加工基地，农
业机械化配套设备达到22台，
实现播种、收割全程机械化。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驰 通讯员 刘海粟）3年前，地处攸县西北侧的江桥街道泥脚巷村，几乎
没有什么产业，村民人均年收入仅为1万元，大多数家庭靠年轻人外出务工来维持生计，致使很多耕地被抛荒，
集体经济薄弱。

2017年，吴建湘走马上任泥脚巷村村党支部书记，仅仅3年多时间的开拓创新，就让泥脚巷村发生了巨大
变化。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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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泥脚巷村到底
怎么发展，吴建湘心里根本没
底，便走访调研，问计于民。

“村里的主要产业就是种
植水稻，可年轻人外出务工
后，村里的耕地大量闲置。”吴
建湘说，如何“变荒为耕”，打
破“各自为战”的局面，是他面
临的首要问题。

2017年8月，村支两委会
多次商讨后认为，要想改变落
后面貌，就得走新路。村里成
立攸县惠联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下简称惠联生态），由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控股，动员党员
组长村民投资入股，流转土地

集约化种植水稻。对此，部分
村民并不看好，他们认为都是
耕种，集中作业容易出现怠
工、偷懒现象。况且流转土地
成立公司，资金不够，还得向
银行贷款，压力巨大。但开弓
没有回头箭，公司斥资百万元
购买了高速插秧机、抛秧机、
收割机、谷物烘干机器等设
备，打破了散户人工种植的低
效率局面，集中抛秧、施肥肥、、收收
割割，，快速处置快速处置，，集体耕种集体耕种，，速度速度
惊人惊人。。今年今年，，该村除该村除 1010 多亩多亩
因地理位置原因没法耕种的因地理位置原因没法耕种的
土地外土地外，，其它耕地全部复耕其它耕地全部复耕
了了。。

“又下雨了，先暂时收工，伙
计们回去吃饭。”4月15日上午11
时多，将插秧机停在仓库边，村民
老张洗了把脸，笑着说。自从村
里有了这个公司后，好多村民不
再外出务工，在这里干活。

除了水稻种植，泥脚巷村积
极寻求多元化发展，种植了 1000
余亩油菜、120 余亩迷迭香、115
亩瓜蒌、50亩大棚瓜果等。

产业快速发展，用工需求增
大。惠联生态吸引了 200 余人返
乡长期就业，短期用工 5000 多
人，去年发放工资70余万元，村人
均年收入达到 2.1 万元，相较于
2017年，实现收入翻倍。

“我们时下的任务，是努力提
高大家的技能，培养新时代的农村
工作者，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吴建湘说，村里建设了科研
楼，定期组织村民们进行免费培训。

今年，泥脚巷村还成功注册
了“泥脚巷”农业品商标。让村民
更期待的是农业公司未来的分
红。吴建湘说，3 到 5 年内，只要
银行贷款还清了，村民的收入有
望再增加。

村民余爹爹说，现在看到这
成片的秧苗，就看到了新的希望。

▲有了谷物烘干设备，吴建湘表
示，再也不用担心收获季节下雨了。

记者 陈驰 摄

▲村里开始尝试大棚种植。 记者 陈驰 摄

流转邻村耕地，种植规模扩大
多元化发展
吸引年轻人返乡就业

杨高雪的“赤松茸”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驰）“这
田里，还真的长出赤松茸了，我想试试味道咋
样，跟着你们一起干。”前几天，攸县莲塘坳镇
凉江社区村民老许经过株洲青草生态种植专
业合作社赤松茸种植基地，看着地里长势良好
的赤松茸，挥手和杨高雪打着招呼。杨高雪是
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

试种的赤松茸迎来采摘期

赤松茸,一般生长在云南、西藏等高海拔地
区，属食用菌中的瑰宝，近几年逐渐开始人工栽
培，但在攸县极少听说。老许说，这事他清楚，
几经波折，正是杨高雪的执著，才有了结果。

在这个位于凉江社区的基地里，菌杆白
色、伞面赤红色的蘑菇从以谷壳、稻草、木屑为
基料覆盖的土块中成群成簇冒出，杨高雪正带
领几名工人忙着采摘、装桶。

今年春季，该合作社首次引进种植的赤松
茸到了收获期。杨高雪说，起初认为只能采摘一
次，产量不高，可一场春雨过后，让他喜出望外。

“除非是大晴天，暴晒情况下，二次采摘是
奢望。但下雨天，赤松茸像雨后春笋一般冒
出，不比第一次少。”杨高雪说，赤松茸口感、营
养不错，一次采摘亩产最多可达2000公斤，按
14 元/公斤的批发价计算，一亩地毛收入就是
2.8万元。

试种成功，激起了村民们的合作意愿

赤松茸试种算是成功了，这结果来之不
易。

去年 6 月，杨高雪前往云贵地区，参观学
习赤松茸种植技术，着手引进赤松茸进行示范
种植。“那一个多月里，天天待在地里，睡在工
房，学习如何栽培、施肥等技术。”杨高雪说。

然而在村里流转土地时，由于村民半信半
疑，不愿意把地租给杨高雪，毕竟在攸县，几乎
没有人开展赤松茸人工种植。不得已，杨高雪
只好求助于社区。

凉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会宜建议，为保险
起见，先试种，等见效后再扩大规模。随后，村
支两委到农户家里做思想工作，动员村民与杨
高雪签订土地流转达协议。2020 年下半年，
杨高雪流转了5亩地作为试验田，随后将菇种
填埋到基质里。

“如果试种不成功，那么势必会影响赤松
茸种植的推广，村民们越发不信任。”杨高雪
说，下种几个月后，菇种一直没有生长，杨高雪
有点心急，仔细查找原因。起初认为是气候、
水源不适应菇种生长，经过远程连线求教，才
知露地栽培要采用拱棚防护避过寒潮，同时加
强肥水管理，增强抗寒抗冻能力。功夫到了，
其实，攸县这个季节多数时间气温超过了
20℃，还是适合赤松茸栽培的。

下种 90 天后，菇原体长出来了。如今气
温逐渐回升，成形的赤松茸冒出并快速生长，
进入了采摘期。

试种的成功，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他们
纷纷提出合作种植的请求。

谈及今后发展，杨高雪表示，除了种植赤
松茸以外，他还准备建立扶贫车间，形成“合作
社+农户+企业”的经营模式，力争通过两年努
力，将赤松茸种植面积扩大到100亩。

“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让村民们变成股
东，在家门口发家致富。”杨高雪说。

集约化种田，村民收入翻倍
▲新播下的秧苗新播下的秧苗。。 记者记者 陈驰陈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