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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成姣兰 通讯员/许文献 谭亦
安）8 月 31 日上午，天元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栗雨市场监管所接
到 12315 热线投诉。家住山水
印象小区的王先生称，他在泰山
路一建材店购买了一把门锁，刚
安装就坏了，怀疑是“三无”产
品。寻找店家维权未果后，希望
市场监管部门能帮忙维权。

该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

场进行检查。根据王先生提供
的门锁及外包装，执法人员认定
门锁为“三无”产品。执法人员
作出“退一赔三”的处理，建材店
退赔王先生现金120元。

其余产品是否存在同样问
题？当天，执法人员对该建材店
所有同类产品进行清查，共清理
出五金电器类不合格产品 30 余
件，并现场进行保存登记，等待
立案查处。

新买的门锁刚安装就坏了，真郁闷！
原是“三无”产品，店家“退一赔三”

桂花路污水横流
居民急盼解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邱鹏）近日，市民周先生向晚报热线
28829110反映，荷塘区桂花路经常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

昨天，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该路面
位于原千金物流宿舍附近，紧邻玫瑰
名城 6 期。污水是从玫瑰名城 6 期的
护坡墙墙面和墙根渗出来的，护坡上
面是该小区污水管道和化粪池所在
地，所以渗出的污水很臭。

附近居民汤先生说，玫瑰名城 6
期2013年建好后没两年，就开始出现
渗水问题，护坡墙面和墙根多处渗
水。长期的污水导致路面长了很多青
苔，非常滑，经常有学生在这里摔倒。

由于此路段是附近居民出行的主
要路段，污水散发出来的臭味引得居
民很不满，多次向社区及相关部门投
诉，但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记者随后将此事反映给了荷塘区
桂花街道办事处，街道城管办主任金
灿了解情况后表示，将联合社区先形
成一个报告给荷塘区物业服务中心，
请求他们进行指导帮带。同时会和社
区及物业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争取早
日解决问题。

茶陵原电力公司
改造项目征拆清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 通讯员/谭洪会）“这一户签好协
议后，茶陵原电力公司改造项目就真
正实现征拆清零了”，8 月 30 日深夜
11点，随着最后一户拆迁户签订协议
并摁下手印，云阳街道办事处主任刘
祥云放下了紧绷已久的心。

茶陵原电力公司改造项目位于交
通街和公园路交界处，2020年启动征
拆，属于当年未清零项目。项目涉及拆
迁户36户，总建筑面积为34406.884平
方米，需拆迁居民情况复杂，涉及面
广，拆迁期望值高，推进难度很大。

为促进项目清零，云阳街道干部
远赴长沙、株洲市区等地找拆迁户协
商拆迁就达10余次，多位拆迁户被他
们不辞辛苦来回奔波而感动，最后签
订了拆迁协议。

这是茶陵掀起“抓项目、推征拆、
促发展”热潮的缩影。8月初，该县启
动“项目攻坚百日大会战”，全力推行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种
方案、一间作战室”的工作模式，每个
项目都有一名县级领导牵头负责，每
日碰头，针对难点问题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确保问题解决不过夜。同时，坚
持日通报、周调度的原则，重大事项随
时调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
问题，并加强督查。

坚持阳光拆迁，规范征拆程序。该
县征地服务中心严格按照补偿安置标
准，全程参与项目征拆指导，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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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通
过“三供一业”改造，石峰区清水塘
街道井墈社区二区的老旧居民楼，
加建了美观的厕所，楼内住户实现

“一户一厕”，一大民生问题将得到

有效解决。
部分厕所窗户存在“缝隙过

大”等现象，反映出施工细节方面还
有可完善的地方，对居民的意见建
议，施工人员应倾听，在施工方面，

严把质量关，确保工程的高质量。
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参建各

方应该用“心”做好每个环节，因
为，只有用“心”，民生工程才能更
得民心。

社区小建材五金店，几乎是每个
小区的标配，也是出现“三无”产品的
高风险点。执法人员提醒，“三无”产
品质量无法保障，为生命财产埋下安
全隐患。消费者在购买五金电器产
品时，一定要查看是否有厂名厂址、生
产日期和合格证等标志标识。消费
者一旦发现“三无 ”产 品 ，可 拨 打
12315举报。

消费提醒

新装的窗户会“漏风”咋回事？
井墈社区居民担心工程质量有问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窗户关上后，就会露出一条很宽的缝
隙，这样的工程质量到时能顺利通过验收吗？”9月1日，石峰区清水塘街道井墈
社区二区个别住户对该小区改造工程新增厕所的窗户质量感到担忧。

▲个别厕所安装的窗户存在“缝隙大”
现象。 记者/刘平 摄

▲井墈社区二区居民楼加建厕所，实现“一户一厕”。 记者/刘平 摄

老旧小区改造实现“一户一厕”

井墈社区二区有12栋老旧居
民楼，去年起，老旧居民楼加建厕
所。

“好多初次见到它们的市民，
以为是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当
地居民说，井墈社区二区居民楼为
三层高，多栋楼前，均加建有4栋3
层高的厕所，外墙为红色，外观与

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相似。在楼
前加建的4栋厕所中，位于中间的
2栋，每层建有厕所2间。

二区20栋104室住户粟先生
介绍，二区20栋建于上世纪50年
代末，每层楼住有10户，每层分布
有厕所4间；一些住户在家加建了
厕所；一些住户共用一个厕所。长

期以来，粟先生及其家人要和103
室、105室的住户共用位于103室
前的一个小厕所。

“老旧小区改造实现了‘一户
一厕’。”粟先生称，通过改造，每层
新增了厕所6间，在原有厕所的基
础上，每层的厕所数量达到10间。

间隙太宽，多个厕所窗户“漏风”

“到了冷天，窗户会进风。”走
访中，有20栋、21栋、22栋的业主
反映，厕所窗户做工不够精致，窗
户关上后，窗扇与窗框之间有较宽
的间隙。

在 21 栋 103 室前的厕所，窗
户关闭后，窗扇与窗框之间透出一
道光。居民反映，此前缝隙更宽，

经安装人员调整后，间隙过宽问题
仍没解决，窗扇和窗框上留下多个
钻孔。

经测量，个别窗户留下的间隙
宽窄不一。有窗户的同一条缝隙，
上部宽6毫米，下部宽3毫米。

还有居民指出，新安装的窗户
普遍出现窗扇厚度与窗框预留厚

度不一致的问题。
清水塘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项目属于“三供一业”改
造内容；得知居民反映的情况后，
已将问题反馈给“三供一业”项目
部；项目部将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进
行核实，如果发现存在问题，将督
促施工方进行整改。

记者手记

改造用“心”，民生工程才能更得民心

兴台薯尖菜销售复苏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言博成）8月29日，渌
口区朱亭镇兴台村新益种养殖合作社
的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薯尖菜长势旺
盛，农户们正忙着采摘，随着疫情散
去，该村薯尖菜又迎来销售旺季。

薯尖菜营养丰富，味道鲜甜，是近
年来比较流行的绿叶蔬菜。兴台村土
壤肥力中等、土质疏松，正适合种植，
近年来，该村将薯尖菜卖到长沙等地，
颇受市场欢迎。

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村里大量
的薯尖菜积压在地里，“多亏了区农业
农村部门，为我们提供农残检测等服
务，并牵线搭桥，帮助我们建立步步
高、红星大市场等大型批发市场和商
超平台的销售渠道。”合作社负责人颜
新国介绍，现在正是薯尖菜的生长高
峰期，日产达 2000 公斤，采摘可以持
续到 10 月。“我们每天凌晨 3 时左右
开始采摘，用冷链保鲜运输，当天上午
就能到达市民的饭桌。现在薯尖菜市
场价是 30 元一筐，大约 4 元一公斤，
销售情况不错。”颜新国说。

先锋村：黑木耳拓宽增收路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陈驰）8月26日，位于攸县莲塘坳镇先
锋村的株洲青盛种养专业合作社菌包
生产车间内，当地村民正在加紧制作
黑木耳菌棒。从配料、拌料、制菌棒到
高温灭菌，这条日产2.5万袋菌包的生
产线，每天可吸收20个劳动力务工。

“7 月开始在车间上班，按件计
酬，一个月有3000多元工资。”村民刘
曼娇说。今年 5 月，乡村振兴驻先锋
村工作队和先锋村支村两委，通过多
方考察，引进株洲青盛种养专业合作
社，种植黑木耳和灵芝。目前，合作社
建有菌包生产线 1 条，高温消毒室 5
间、菌包培养大棚 16 个，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统一菌包、统一
技术、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
带动当地村民增收。目前，合作社有
长期劳动工人68个，平时主要做一些
摇肥料、摘木耳或者培植工作。

“1 亩田里放 7000 到 8000 个菌
棒，一个菌棒可以产生二两干木耳。”
合作社负责人欧平告诉记者，去年，干
木耳市场回收价为28元一斤，一个菌
棒能产生5至6元的经济收入，除去人
工、水电等，一亩田可以产生 8000 到
10000元的经济收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言博成）8 月 31
日，走进位于渌口区南洲镇横江
村的福岭木业木材加工车间，一
排排整齐的木料堆积成山，机器
运行的声音此起彼伏，切木、排
板、压板、贴面……工人们在各自

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2017 年，横江村通过招商引

资，引进了株洲福岭木业有限公
司（下称福岭木业），福岭木业主
要经营各类板材加工、家具制造、
五金电子产品销售等业务，生产
的胶合板销往福建、湖北、江西等

地。福岭木业的到来，给横江及
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工人
以妇女老人居多，有不少人从建
厂起就在这里工作，视厂如家。

李卫忠曾是横江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他告诉记者，早些年外
出务工，每次来回的车旅费就是
一笔大开销，工作干劲不大。家
门口有了工厂后，他就回来上班
了，“每月有四千到五千元的稳定
收入，不仅改善了生活，还摘掉了
贫困帽。”已脱贫的李卫忠说。目
前，福岭木业有130余名员工，其
中已脱贫劳动力30人。

福岭木业负责人陈春花介
绍，板材加工自动化程度低，不要
求工人有多高的文化，也不需要
工人掌握多复杂的技能，只要勤
快能干就行。“车间共设有 80 余
个岗位，可同时接纳200人就业，
工人年人均工资达6万余元。”陈
春花介绍，福岭木业将健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带动
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何涛 郭璋 张
仪 刘旺）夏赏花，秋摘果，眼下正
是莲蓬丰收的季节。8 月 30 日，
渌口区朱亭镇高福村湘莲种植基
地，荷花亭亭玉立，湘莲硕果累
累。晨曦初露，种植户程文礼就
下到荷田采摘莲蓬。

“这个是太空 36 号，它的蓬
大、籽饱满，预计亩产 100 多公
斤，卖到2000多元。”程文礼从事
湘莲种植 6 年多，经验丰富。他
告诉记者，莲蓬分几种，有用于加
工的白莲和壳莲，最嫩的是现场
就能吃的水果莲。

莲蓬装满一车，便被运送到
工厂进行加工。湖南海智农林开
发有限公司在朱亭镇设了3个湘
莲加工厂，工厂内，工人们正忙碌
着，饱满的莲肉从莲子剥壳一体
机里滑出，白花花一片，惹人喜
爱。3 台机器同时作业，一天可

以产出新鲜白莲 1000 多公斤。
经过去皮、去莲心、烘干等环节，
制作出来的莲子干既便于保存又
营养美味。

“我们在朱亭、淦田、古岳峰
流转土地 4000 余亩，投资 800
万 元 打 造 湘 莲 种 植 产 业 化 基
地。”湖南海智农林开发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侯宝定介绍，“湘莲
全身都是宝，产业发展空间很
大，可以采藕尖，可以做荷叶茶、
八宝莲子粥等。”

龙船镇河包村种植了湘莲、
太空莲 36 号共 500 多亩，今年，
该村仅靠销售白莲干就有 10 多
万元集体收入。“在乡村振兴驻村
工作队帮助下，我们正在建设冷
库，用于储存，保证莲子的新鲜
度。”村干部李晓慧介绍。

南洲镇南山村今年也新种了
200多亩湘莲。“以前这片农田是
抛荒田。”南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新

华介绍，村上牵头引进湘莲种植
户，村民把田承包出去，赚得了租
金，通过采莲，又增加了务工收
入，“现在南山村及周边每天有
20 多名闲置劳动力在荷塘采摘
莲蓬，预计直接经济收入近 8 万
元。”刘新华说。

近年来，渌口区鼓励和支持
各类经营主体以适度规模流转和
租赁土地等方式，开展种植结构
调整，在 3 年内实施每亩 800 元
基本奖补的同时，还实施特色奖
补、示范奖补、新型经营主体奖
补、加工销售奖补等，共新建成湘
莲种植基地2万亩。“湘莲种植成
了渌口区又一特色产业，随着种
植规模的逐步扩大，我们正着力
发展加工业，延伸产业链，通过举
办荷花节等方式发展乡村旅游，
促进区域内农民增收。”渌口区农
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田卫红介绍。

渌口：2万亩湘莲基地喜获丰收

横江村：用好一块“木料”，造富一方百姓

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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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正在加工莲子。 通讯员供图

▲工人在木材加工车间拼接木料。 通讯员供图

▲农户将薯尖菜装车。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