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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4家，
在第三批专精特新国家“小巨人”
企业名单中，
株洲有29家企业入围，
总数增至38家。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新篇 年中观察系列报道之
经济指标篇

全球首台12兆瓦半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下线，首列出口欧洲的双层动车组
下线，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核心动力装备成功研制……一个个“高精尖”产品的诞
生，彰显了株洲的产业实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全市GDP增速居全省第一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居全省第一

位……我市深入践行“三高四新”战略，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株洲速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上半年，全市签约项目244个，
总投资额870.4亿元，
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有144个，
占主导地位。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
我市市场主体出现逆增长，
新增登记市场主体2.38万家，
同比增长17.2%。

目前，株洲共有11家上市公司，
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截至6月30日，
我市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
1800亿元。

上半年，株洲地区生产总值达
1604.5亿元，
同比增长13.1%，
全省经济增速第一。

第二产业同比增长15.7%，

拉动经济增长7.1个百分点，
成为“最大功臣”。

规模工业“极速向前”，
增长18.5%，稳居全省第二，
并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从更长的时间坐标来对比，
较2019年上半年增长19.5%，
更客观地展示出株洲经济发展
的超强韧性。

上半年 GDP、工业增加值、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
分别为7.4%、9.2%、9.1%，

较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

在全市35个大类行业中，
31个行业实现增长。
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增速高达42%和35.7%。

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19.4%，
两年平均增长1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长25.7%，
两年平均增长16.6%，
居全省第一位。

从 2018 年以来，我市研发
投入强度稳居全省第一
位。今年，株洲围绕打造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实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计划、科技成果转
化计划等“七大计划”，注
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上半年，我市高科技含量
产品产量倍增，
平板电脑产量增长1.5倍，

电子计算机整机
增长139.5%，

工业机器人
增长155.6%。

138 家中小企业实现技术
创新“破零倍增”，
其中“破零”企业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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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
（唐·王维《送邢桂州》）定时涨落的
海水、江水，称之为潮。《辞海》解释

“潮汐”：“由于月亮和太阳对地球各
处引力不同所引起的水位周期性的
涨落现象。”海潮、江潮、湖潮，因所
处地域不同，它们的涨与落，各有定
好的时间，这种自然现象称为潮信。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
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唐·李益

《江南曲》）诗中所写：丈夫经商，行
踪不定，总是耽误妻子约定的相聚
时间；而潮水是按时涨落的，因此

“弄潮儿”也会守信前来，要是嫁给
这种人就好了。

落潮的寂寞、涨潮的壮观、潮流
的奔腾，都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
力。加之配景的奇瑰，朝晖夕照，月
魄星光，征帆去棹，楼台亭榭，岸草

堤树，便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
画图。“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
寂寞回。”（唐·刘禹锡《石头城》）“江
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唐·宋之
问《题大庾岭北驿》）“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唐·杜甫《旅夜书
怀》）“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城风雨看
潮生。”（宋·苏舜钦《淮中泊犊头》）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
在。”（宋·苏轼《游金山寺》）

相传农历的八月十八日，为潮神
的诞辰日。国人在这一天，以观潮
为乐事，故此日又叫观潮节。看潮
最佳处，为浙江的钱塘江，故古诗
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宋
代诗人陈师道《十七日观潮》，他虽
提早一日亲临，但涨潮景象已很有
气势：“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
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
沉急浪中。”人们不但可以观潮，还
能观赏到弄潮儿的精彩表演：“常忆

观潮，满郭人争江上

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
中。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
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
寒。”

在诗歌作品中，钱塘潮又称浙江
潮，因是我国之重要人文与自然景
观，便常作为思念家国的指代。我
的一位友人，因公务长居国外，常写
诗叙说思念之情，有两句我最为欣
赏：“异国风光难迷眼，梦中常听浙
江潮。”

近代诗人苏曼殊，1909 年驻留
日本，有诗抒怀：“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
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的好友刘三，有《初到杭
州》一诗：“一枝斑管一灵箫，幽怨何
曾尽六朝。别以河山增胆量，盛年
来看浙江潮。”其实三四句是反话正
说：盛年来看浙江潮，江山壮丽可增
人胆量与气慨。

清代词人曹溶，在《满江红·钱
塘观潮》中，写到潮头的威势、声响、
颜色，以及自己的感受，特别为潮神

伍子胥（灵胥）浓重地抹了一笔。全
词为：“浪涌蓬莱，高飞撼、宋家宫
阙。谁荡激？灵胥一怒，惹冠冲
发。点点征帆都歇了。海门急鼓声
初发。似万群、风马骤银鞍，争超
越。江妃笑，堆成雪；鲛人舞，圆如
月。正危楼湍转，晚来愁绝。城上
吴山遮不住，乱涛穿到严滩歇。是
英雄、未死报仇心，秋时节！”词中写
雪浪排空，誉为伍子胥被惹怒，以致
白发冲冠。还写到大潮一直涌至汉
代严光的隐居钓鱼处——严滩（即
子陵滩）方停歇下来。观潮的“现在
时”，与历史的“过去时”，交相辉映，
令人震撼！ （原创首发）

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左宗棠
入赘湘潭周家。周家大院有个别致
的名字——桂在堂，它三进五开，光
天井，细数下来，就有四十八口，家道
颇为殷实。左宗棠与夫人周诒端齐
年，同为二十一岁。岳母王太夫人王
慈云安心守寡，文化水平很高，她既
能给家人讲解《诗经》《楚辞》，又能吟
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具有识别
鱼目蚌珠的慧眼，认定左宗棠绝非久
处蒿莱的凡庸之辈。周诒端温婉贤
淑，知书达礼，左宗棠对她非常满
意。同治九年（1870），周夫人溘然辞
世，左公在家书中信笔摘出她的四大
优点——“言动有法度，治家有条理，
教儿女慈而能严，待仆媪明而有恩”，
要儿女视之为家范，情见乎辞，敬亦
见乎辞。

在清朝，男子入赘（俗称“倒插
门”）绝非值得津津乐道的美事，若
非家境贫寒，经济薄弱，不可能出此
下策。男方要摆脱羞耻心，消除自
卑感，不被别人看扁瞧低，就必须自
立门户。左宗棠初到莲城，下马伊
始就领教了乡民们的花式嘲弄，一
首顺口溜算作见面礼：“桂在堂，讨
个郎，呷掉一仓谷，睡烂一张床。”好

端端的上门女婿却被视为赖在岳家
吃白食的懒汉，足见乡民们的成见
和偏见有多深。左宗棠的气场极
大，自尊心特强，顶得住外界的压
力，如果说他的诗句“九年寄眷住湘
潭，庑下栖迟赘客惭”只算点到为
止，他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则
完全袒露心迹：“余居妇家，耻不能
自食，乞外姑西头屋别爨以居。比
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每岁
课徒自给，非过腊不归。夫人与妾
张茹粗食淡，操劳过于村媪。”左宗
棠羞于吃闲饭，做甩手掌柜，他决定
自食其力，自养其家。绝意科举之
后，他出门做塾师，直到年底才能返
回桂在堂。周夫人常有小恙缠身，
张氏妾终日操持家务，比村妇还要
辛苦。说到张氏妾，也是由周夫人
作主纳娶的，原本是她绝对信得过
的丫头，身体好，性格柔和，手脚特
别勤快。周夫人体质弱，能得张氏
妾全力帮衬，家中诸务便能够打点
得熨熨帖帖。有人不理解左宗棠做
上门女婿何以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早早地纳妾，事实就是如此。

左宗棠教书育人应算子承父
业。道光二十年，他赋诗《二十九岁

自题小像》，共计八首，第一首即描
写坐馆授徒的心境，失落之感、无奈
之情贯溢于字里行间：“犹作儿童句
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之为利
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蚕已过
眠应作茧，鹊虽绕树未依枝。回头
廿九年间事，零落而今又一时。”左
公诗才沉雄，文才挺秀，可惜日后出
将入相，这支妙笔长年为奏牍、书札
所夺，存世的诗文不多。

左宗棠的妻子周诒端温润贤德，
“常时敛衽危坐读书史，香炉茗碗，意
态翛然。每与谈史，遇有未审，夫人
随取架上某函某卷视余，十得八九”，
可见她阅读面宽，记忆力好。周夫人
不乏咏絮之才，《饰性斋遗稿》收录了
她的古体诗八首、近体诗一百三十一
首。她的诗作言近旨远，以女性罕备
的明达见长，请看这首七绝：“清时贤
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
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乱世铁
血交飞，人命危浅，左宗棠自号“湘上
农人”，多年退隐乡间，不肯出仕，周
夫人并无微词，但她了解夫君的抱负
和才能，因此借七律《秋夜偶书寄外》
表明了更高的期许：“书生报国心长
在，未应渔樵了此生。”贤妻如同益

友，如同诤友，如同谅友，这是左宗棠
的福气。周夫人（正室）共生一儿（孝
威）三女（孝瑜、孝琪、孝瑸）；张夫人

（侧室）共生一女（孝琳）三儿（孝宽、
孝勋、孝同）。周夫人与张氏妾无复
旧日主仆之尊卑，她们以姐妹相称，
相亲相敬，同心同德，合力鞠育四儿
四女。左宗棠安享齐人之福，家庭氛
围其乐融融，做塾师自食其力，生活
不成问题。虽然入赘的经历曾在他
的心理空间投射过耻辱的阴影，但这
种状况属于世俗社会的成见陋识所
加，并非岳家所施。左宗棠对贤内助
周诒端的爱意和敬意源于患难，发自
内心，他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情
深意切地写道：“妇人适人，由穷苦而
充裕，患难而安荣，虽贤知鲜不移其
志。若夫人黾勉同心，初终一致，已
非寻常所能，矧其心之所存尚有进于
此者！衰老余年，不遑启处，失兹良
助，内顾堪虞，而谓能已于悲乎？”周
夫人于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二日
病逝，享年五十九岁，她弃世后，左公
一直未再续弦，也未将张氏妾扶正，
在当时的官场，一品大臣甘愿做个

“光头和尚”，这种情形实为罕见。
（原载《今晚报》）

左宗棠入赘周家
——野史杂俎之二

王开林

——诗词常用意象之四
聂鑫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