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戴凛 通讯员 余醴）日 前 ，
2021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
周集中采访报道座谈会（株洲）在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召开。10
余家在湘中央主流媒体、省内主
要媒体记者，现场与株洲市职业
院校代表进行了交流。

会上，各与会校、企相关负责
人立足实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
各自深化产教融合的典型做法与

特色成效。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党委

委员、工会主席刘平国以“‘五个
融合’助推服务先进制造业”为
题，从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产业融
合、实施智慧校园建设、实施军地
融合四个方面，着力阐述了该院
深化汽车产业、全方位服务先进
制造业建设的具体举措与成效。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沈乾

杰，围绕“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服务
‘人才链’培养，助推‘产业链’不
断优化升级”主题对校企合作的
主要做法进行了详细介绍。

市教育局副局长徐晓芳表
示，全市职教系统要深入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和《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精神，把弘扬楚怡精
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与推进湖南职业教育现代化服
务“三高四新”战略相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志愿填报
完后，考生务必点击“保存”按钮。

另外，按要求，6 月 10 日 18
时，网上志愿填报将结束。在志
愿填报时间内，考生可随时修改

志愿。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系
统会自动保存并上报。上报后考
生可查看自己的志愿，但不能再
修改志愿。

相关负责人再次提醒，中考

考生必须在网上填报志愿，方可
参加普通高中的录取。考生不要
一直观望到最后时刻再填报志
愿，以免因个人或网络突发状况
而错过填报志愿的时间点。

据了解，考生共有五类志愿
可供选择，分别是指标生志愿、专
业生志愿、民办学校志愿、文化生
志愿、中职学校志愿。

对于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
还可看到城区 7 所省示范性普通
高中，考生根据自己的意愿7选1，
也可以不填。

如打算选择民办高中，可在民

办志愿下拉框中，看到全市所有民
办学校，考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
1所民办学校。也可以不填。

文化生则可以看到城区市直
9所公办普通高中和渌口区3所公
办普通高中，考生可根据自己的
意愿选择4所学校，并根据自己的
情况慎重决定志愿排序。需要注
意的是，文化生志愿填报完毕，还

可看到有一个“是否服从安排”，
建议慎重选择。

最后还有中职学校志愿。中
职学校志愿栏按顺序依次设第一
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学生
最多填报三所职业学校，按志愿
顺序录取。如学生只填报学校而
不填报任何专业，则视同服从专
业安排与调剂。

看清填、要保存、莫拖沓

@初三毕业生：网上填志愿要留意

共有五类志愿可供选择

切记合理把控填报时间

株洲职业教育怎么干？
深化产教融合 服务“三高四新”

湖工大包设毕业展创意十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 陈芹）近日，湖南工业大
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2021 届本科优
秀毕业设计作品展开幕，各种花式包
装引来众人围观点赞。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专业在行
业和高校中居于“领头羊”地位。近年
来，该校围绕包装产业链不断延伸、拓
展，依托涵盖包装材料、包装设计、包
装设备、包装经济、包装服务等在内的

“包装+学科群”，助力我国从包装大
国向包装强国迈进。

与往年相比，本次毕业生作品中
不乏有关红色设计以及产学研融合系
列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学校设计专业
优势，同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促
进乡村振兴。

本次毕业设计作品展除了包装设
计外，还包含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等，展览持续至6月5日。

就业帮扶进校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李好）日前，市教育局举
办 2021 年“就业帮扶进校园”系列活
动，为毕业生提供求职技能培训，分享
求职经验。

“就业帮扶进校园”包括求职技能
提升培训、求职经验分享、求职咨询及
简历诊断、专场招聘会、求职简历评奖
选优等。此活动由湖南工业大学承
办，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有色
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等 6 所高校的 293
人参与就业帮扶活动。

活动聘请了国内知名职业规划
师、就业指导讲师，围绕“就业形势、求
职心态、职场竞争力”等八个学生最关
心的求职问题开展为期三天的求职技
能提升培训讲座。求职经验分享环节
邀请了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四名优秀
毕业生，为大家分享他们求职的成功
之道，现场学生纷纷表示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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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向党
歌声嘹亮

《灯火里的中国》《让我们荡
起双桨》《中国，中国，鲜红的太
阳永不落》《少年中国梦》……童
心向党，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歌声嘹亮，唱响华夏大地千年经
典。6月1日，天元区白鹤小学的

“小白鹤”们，通过多声部合唱形
式唱响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福。
歌曲或澎湃或沉稳，或明快或深
情，各具特色，现场掌声不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 邓孟晶 摄影报道）

▲以“京剧”“航空”为主题的毕业设计作
品。 记者 谭筱 摄

为确保考生在网上顺利、准
确填报志愿，如通过电脑填报，建
议使用火狐、谷歌浏览器打开相
关页面。需要提醒的是，由于考
生初始登录密码为身份证号的最
后 6 位，如果最后一位为字母，务
必使用大写。

为确保考生本人信息的安全，
考生登录系统后，必须先按要求修
改初始密码并绑定手机号码。考
生必须牢记自己修改后的密码，并
严格保密。防止因密码泄露，而导
致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后果。

考生在完善个人信息时还要

注意，“联系电话”栏必须填写，且
只能填家长本人的手机号码。手
机号码用于忘记密码时接收验证
码和高中学校招生录取时的联系
方式。若联系不畅通，考生将无
法及时报名，招生学校将视同考
生自动放弃录取。

首次登录后记得改密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2021年株洲市中考网上填报志愿已进入第三天，教育部门再次提醒，6月10
日18时网上志愿填报将结束，全市中考考生，必须在网上填报志愿，方可参加普通高中的录取。经中招系统抛档录取
的学生，才可以注册普通高中学生学籍。

▲优秀毕业生分享求职经验 受访单位供图

张建中：
黑土地上的“拓荒牛”

眼下正是辣椒、黄瓜、甜瓜等蔬菜
成熟的时节。行走在通往茶陵县严塘
镇 B59 县道上，记者看见路边的蔬菜
大棚相连成片，大棚内的蔬菜长势正
旺，这里是茶陵人张建中建设的蔬菜
种植基地。

1984 年退役后，张建中当过 6 年
农机厂厂长，后去海南发展，经过一番
拼搏，担任一家公司经理。2009 年，
他放弃舒适的工作环境，返乡创业，成
立了湖南湘冠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湘冠农业）。经过多年发
展，2015 年，湘冠农业成了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

“湘冠农业严塘蔬菜基地，我费了
九年的心血来建设。只要有空，我会
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张建中说。

如今，湘冠农业每年生产绿色蔬
菜2000吨，年产值1000余万元，提供
就业岗位 200 多个，每年支付土地流
转费20余万元，辐射带动300多名农
户致富奔小康。

“做农业永远不会一帆风顺，我在
这里工作多年，见证了湘冠农业发展
的风风雨雨，也遭遇一些挫折，但张建
中每次都挺过来了，相信他会越做越
好。”村民谭头娥说。

去年，80亩丝瓜基地里出现线形
虫，导致丝瓜减产，张建中不得不将这
片土地进行休耕，另选基地。没过多
久，他发现基地的蔬菜苗出现死苗，请
了农技专家来“诊断”处理。为了加强
技术指导，去年10月22日，他和株洲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踏踏实实干事，不惧艰难险阻，张
建中就像一头老黄牛，骨子里有一股
不服输的牛劲。借着这股牛劲，张建
中把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如今，不
满足现状的他在茶陵火车南站附近建
设湖南佳家欢食品冷链物流园，目前
已平整了土地。届时，便捷的物流系
统，将茶陵的新鲜蔬果销往全国各地。

多年来，张建中一直坚守农业产
业，相信农业有发展前景，黑土地会长
出“金子”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 林超）

回归原点，文江村产业发展
又得重新出发。

2018 年上半年，马江镇政府
组织村党支书记、主任赴山东考
察，陈大夯有幸参加。

来到山东省寿光市，只见一
望无际的平原上，连片的蔬菜大
棚、数字化种植技术令参访团员
们大开眼界。“大棚种植能抵御自
然灾害，收益也不低，文江村能否
尝试？”陈大夯暗自思量，心中有
些兴奋。

当即，他找到种植户打听，发

现大棚蔬菜种植效益不错，一个
一亩多的大棚年纯利润在 10 万
元左右，但发展大棚种植并不容
易，既要上规模，又要基础设施
好，还要产销对路。另外，大棚种
植采用水肥一体化等智能手段，
成本不低。

一旦发现，就决不错过。陈
大夯找到马江镇党委书记刘苏
夏，大胆提出发展大棚蔬菜的想
法。没想到，这一想法与刘苏夏

“发展设施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的理念不谋而合。

回来后，马江镇决定在文江
村建设设施农业基地，一方面招
商引资，引进了湖南金久时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久时），一
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通水电
路网。2018年下半年，开始修建
10个水肥一体化的高规格大棚，其
中两个是文江村自建。2019年，
该基地正式挂牌“马江镇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2020年，文江村又
新建了6个大棚。

如今，这批科技含量高的蔬菜
大棚成为文江村致富的“金娃娃”。

在文江村的所见，宽阔的水
泥路、笔直的太阳能路灯、连片的
蔬菜大棚……处处展现出新农村
的面貌。然而在2017年前，文江
村却是基础设施破旧，村集体经
济薄弱，建档立卡贫困户多达
119 户。这一年，茶陵县出台了
扶持农业产业发展促脱贫的文
件，为了改变文江村的落后面貌，
村党总支书记陈大夯向镇农技站

站长郭长飞求助。
当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郭长

飞联系上了一位远在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工作的老同学，对方无意
中说出海口市春甘蓝供应缺口较
大，茶陵可否供应。当即，郭长飞
把这个喜讯告知马江镇政府。

为了帮助文江村整体脱贫，
文江村划出300余亩土地试种甘
蓝，采用“支部+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甘蓝收割后销往海口，
效益不错。村民们信心满满，扩
大种植规模，第二批甘蓝原计划
2018年初上市，然而2018年2月
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令村民
们措手不及，连片的甘蓝被打烂，
全部烂在地里，收成惨淡。

“甘蓝抵御灾害的能力太差
了，看来得换个产业。”陈大夯心
里嘀咕着。

一场冰雹，催生一座现代农业产业园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 陈凯莉

外出考察，选中了一个发展产业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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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冰雹，200亩甘蓝收成惨淡

发展壮大，打造蔬菜产业中心

自发展设施农业以来，大棚
种植一直是文江村村民们茶余饭
后议论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希
望参与进来。

2019 年，文江村自建的 2 个
大棚蔬菜丰收，搭上金久时的销
售网络，蔬菜畅销，当年收回建设
成本。去年，该村将自建的 6 个
大棚租给金久时经营，每年给村
集体带来9万元收入。靠着这笔
钱，文江村新增了主干道太阳能
路灯，拓宽了产业园道路。

发展大棚种植，村民就业有
了新渠道，每年固定用工 20 余
人，临时用工最高峰时近 60 人。

“我每月在棚里做事，工资按天计

算，一个月有2000多元收入。”村
民陈淑兰高兴地说。

大棚蔬菜红火，吸引不少年
轻人返乡就业、创业。2020 年，
疫情过后，90后的唐芝琳进入金
久时上班，担任大棚管理员。

6 月 1日下午4时许，唐芝琳
走进中控室查看各大棚监控器上
显示的温度、湿度等数据，指尖轻
点几下，就完成了施肥。“这是茶陵
最大的设施农业基地，所有大棚都
是数字化操作，浇水施肥在中控室
完成，甚至通过手机也能操作。”唐
芝琳说，大棚里上班轻松，每月工
资4000多元，吃住在家，积攒下来
的钱并不比在深圳务工少。

从去年起，为了鼓励村民承
包大棚，文江村开出了优惠条件，
租金免费，并送种子、肥料，产出
收入和村集体对半分。这一举措
让不少村民动了心，去年脱贫的
黄建勇和陈文新分别承包了一个
大棚，种植辣椒，目前分别销售了
1000多公斤。

今年，文江村扩大种植规模，
计划新建大棚20个，鼓励村民参
与，以“借鸡生蛋”的方式，带动更
多村民致富。“我们计划以位于文
江村的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为依
托，把马江建成茶陵的蔬菜产业
中心。”刘苏夏高兴地向记者描绘
着产业发展愿景。

6月2日上午8时许，茶陵
县马江镇文江村党总支书记、
主任陈大夯早早来到村里现
代农业产业园门口，撑着雨伞
目送一辆装满辣椒的大货车
发往县城中心农贸市场。

“还有一个月，才是辣椒
上市的旺季，可这段时间总是
下雨，我担心收购辣椒的车会
不会晚点，特意赶来看看。”陈
大夯说，如今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16个大棚是村民致富的“金
娃娃”，上半年销售情况的好
坏影响到下半年大棚扩增。

回村部前，陈大夯再次巡
逻了一遍，检查大棚防雨情
况，特别是去年村里新建的 6
个大棚。透过塑料和玻璃材
质的大棚，红黄圣女果、青红
辣椒、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等
依稀可见，满眼丰收景象，陈
大夯不禁又回想起文江村5年
来发展设施农业、壮大蔬菜产
业的经历。

▲马江镇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记者 陈洲平 摄

▲唐芝琳在大棚里看贝贝南瓜的长势。
记者 陈洲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