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周蒿 通讯员/谭洪会）“这栋
房屋拆除后，城南商圈西角这个
项目就真正实现了征拆清零，可
以净地出让了。项目自启动到
现在已经十个年头了，真的不容
易。”11月23日下午2点，茶陵下
东街道党工委书记谭吉红指着
正在拆除倒地的最后一栋房屋
对记者说。这是茶陵县实施“项
目攻坚百日大会战”行动的一个
缩影。

茶陵县城南商圈西角项目位
于茶陵县城南西角、G72 茶陵西
收费站出口旁，是茶陵县城市建
设重点项目，项目内的龙华城是
市重点产业项目，对于提升茶陵
县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项目涉及征地97亩，需拆迁
房屋 10 栋。由于地处茶陵核心
地段，地理位置优越，再加上被征
地村组矛盾错综复杂，群众诉求
很高，项目征拆推进异常艰难。

自项目初次启动至今，时间跨度
达十年之久。

2021年8月，该项目列入“项
目攻坚百日大会战”行动重点攻
坚项目。历经3个多月的合力攻
坚终于实现了征拆清零，解决了
茶陵城市建设发展城南的“十年
之围”。

自 8 月实施“项目攻坚百日
大会战”行动以来，茶陵县已征拆
清零各类项目 17 个，拆迁房屋
168栋（户）。

当天是运输工人对芦淞大桥
下大件垃圾进行清运的第二天，
现场还有一部分废弃家具未清
运。

“有部分垃圾要挑出来。”来
自大件垃圾利用中心的清运人员

介绍，23日已用货车运走5车，剩
下的大件垃圾预计还要装运 3
车；在收集点的废弃家具中夹杂
有一些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甚至
有油漆桶。

装运人员提醒，大件垃圾收

集点设立后，市民可将家中废弃
的桌、椅、沙发、床、柜等大件垃圾
送至收集点，但别将其他垃圾也
送来，会给清运工作带来不便。

《芦淞大桥下废弃家具堆成了山》后续

巨型“神兽”把废弃家具吃了
吐出的全是宝贝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位于芦淞大桥下的贺
家土街道大件垃圾收集点，
有大量废弃家具长时间堆
积，引起市民担忧，市垃圾
处置监督管理处得知情况
后迅速进行处理（详见本报
11月24日A07版）。

11 月 24 日，记者走访
发现，芦淞大桥下的废弃家
具全部运送到位于石峰大
桥下的株洲市大件垃圾资
源化利用中心（以下简称大
件垃圾利用中心），将被无
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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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货物运输车
这些时段不得上高速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姚禹）11月23日，省
高警局株洲支队发布通告称，3个重
点时段禁止大件货物运输车辆进入
株洲辖区各高速公路收费站。

3个重点时段分别是法定节假日
前 12 小时和法定节假日期间；重大
任务、恶劣天气等情况实行交通管制
期间；每年5月至9月的19时至次日
5时，10月至次年4月的18时至次日
6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颜奇志）近日，国家
标准《供水管网水锤监测系统通用技
术要求》编制组成立大会在株洲举
行，天元区企业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阀门”）旗下
子公司株洲珠华智慧水务科技有限
公司作为第一主编单位，启动该标准
的编制工作。

30 年深耕水锤防护，南方阀门
水锤防护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排
名国内第一。世界前6大水电站，南
方阀门参建了4家。

打破国外对水锤监测系统的“卡
脖子”技术，南方阀门从 2014 年起，
就开始从传统水锤防护产品向管网
安全智能化监控转型。去年起，该项
技术已在全国推广应用。

与国外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水锤
监测系统不同的是，南方阀门水锤监
测系统借助东方水谷实验室，结合水
利机理模型，可进行有效的水锤溯
源，优化建议水锤防护配置或泵阀控
制策略，达到水锤防护的目的，降低
供水管网漏损率和新增爆管频率。

该标准是国内首个对水锤监测
系统产品进行立项的国家标准。水
锤监测标准的制定，将有效固定技术
优势，破解水锤这一国际工程技术难
题的“黑匣子”，助推行业发展。

此外，该企业还主导、参与制定
了国家标准 5 项、行业标准 23 项，1
项国际标准正在接洽中。国家、国际
标准同步推进，南方阀门逐渐掌握国
际水利市场话语权，全球竞争优势不
断凸显。

▲大件垃圾处理设备。记者/刘平 摄

▶用大件垃圾生产而成的生物质燃烧颗粒。
记者/刘平 摄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乘虚而入”

湖南广汇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大件垃圾
利用中心是全省首个引进整套
先进大件垃圾处理设备及资源
化设备的市级大件垃圾处理中
心。大件垃圾破碎系统采用了
全封闭设计，自动上料、大功率
电机破碎、自动化输出、磁选、
除尘，其中采用的脉冲除尘设
备，除尘效率在 85%以上，保证
现场环境整洁；资源化造粒系统
配 备 了 削 片 机 、粉 碎 机 、造 粒

机、布袋除尘等设备，每小时可
生产物质颗粒 2 至 3 吨；车间主
要设备密封处理，配备消防、紧
急救援、除尘降噪设施，能有效
降低作业噪音、粉尘污染，保障
生产安全。

大件垃圾首先在原料区进行
人工拆解，对海绵、布料、皮革、金
属、木材等进行拆分。木材通过
链板机或皮带机先后送进撕碎
机、切片机、粉碎机，粉碎过程中，
残余的金属将通过磁选被拦截。

粉碎的木屑通过造粒机可制成燃
烧颗粒。燃烧颗粒可替代燃煤，
用于发电、烧锅炉等。

工作人员介绍，一件废弃家
具拆解后，海绵、金属、木材等可
进行回收利用，资源化利用率在
90%以上。

据了解，大件垃圾收集点布
点工作正在开展。大件垃圾利用
中心预计年处理大件垃圾10800
吨，年生产生物质燃烧颗粒2000
余吨。

一件废弃家具，90%以上被资源化利用

“十年之围”解了！
茶陵县城南商圈西角项目征拆清零

南方阀门
又要主导国标了

瓦子坪学校位于醴陵市官庄
镇瓦子坪村，那是全镇最偏僻的
地区，距离城区约 60 公里。群山
环抱、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年
轻人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是儿
童和老人，还有一批被遗忘的生
产生活用具。

1980 年，刘荣福来到这里教
书，直到去年6月退休。他扎根乡
村40年，曾获“全国模范教师”“湖
南省最可爱乡村教师”等荣誉称
号。

“山里的孩子，见识少，课余
生活简单，把当地有限的资源整
合起来，用于对孩子们的教育。”
刘荣福说，这些有历史痕迹的农

具和生活用品正在慢慢消失，逐
渐被播种机、收割机和现代化的
生活用具取代，以后的孩子无法
知道它们的存在，不会明白其中
蕴含的农业智慧和劳作艰辛，他
希望将老一辈人经历过的传统农
耕活动告诉孩子们，珍惜当下的
幸福生活，努力学习，走出大山，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退休前，能为孩子们留下一
笔‘精神财富’，很欣慰。”刘荣福
开心地说。

“曾经有老板愿意花几万元，
想把这些老物件买走，但被我拒
绝了。”刘荣福的儿子刘琼告诉记
者，父亲答应过那些村民，“那些

老物件或待在博物馆，或完璧归
赵。”

这两年，瓦子坪学校学生锐
减，去年有46名孩子，其中小学生
33名，今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24、
11。因交通不便，前来参观的外
地师生不多。记者了解到，若该
校撤并后，镇里的学校表示将会
为这些老物件提供新场所。“当
然，也可以搬到城里去。若能再
利用实物、照片、模型、视频等形
式，既展现农耕器具，又再现生产
场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历史
变迁，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官庄
镇一名机关干部说。

在农耕博物馆里，有一辆风
车引人注目，上面用毛笔写的大
字依然清晰可见：民国拾陆年五
月中院吉立，大坪口村欧阳智诚
造。

“这是革命先贤程潜将军的
舅舅家置办的风车，在晒谷场上，
靠摇动手把，带动里面的风叶，就
可以吹去稻谷里的草屑瘪粒等杂
质，相对比较省力，至今已有94年
历史，依然可以使用。”该校负责
人告诉记者，程潜将军的舅舅家，
就在钟家湾组。

在该博物馆内，一台十分陈
旧的木制纺线车，堪称“镇馆之

宝”。刘荣福介绍，这是在一户老
奶奶家中找到的，由两个大小不
同的圆形组成，右边大的圆柱主
要是通过转动以带动左边的小圆
体的施转。在生产力落后的年
代，农村人穿的衣裳，基本上是自
己纺线、织布。“这台纺线车至少
有150年历史了，还只能把棉花条
变为棉线，要做成棉布，还要另外
的工具。”刘荣福说。

“你看这石磨，非常笨重，小
朋友既搬不动，也推不动。那时
候不是谁家都有。”刘荣福触景生
情，称小时候要吃点新鲜的东西，
还要去邻家借石磨。“要吃豆腐，

就得把豆子磨成粉，想吃米粑粑
也要把大米磨成浆，通过它就可
以在匮乏的物质生活年代，多点
吃的新花样。”他说。

“这个叫斛，是过去计量粮食
用的，有100多年历史了。”刘荣福
指着一个看似木桶的老物件介绍
说，以前村里称稻谷不用秤，都用
这种量具。

还有滚子、刨子、煤油灯等
等，都用其斑驳的印记，留存着那
个时代的气息，仿佛看到了农耕
时代农民的艰苦劳作。

重拾记忆 激励前行

一个乡村小学的农耕博物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耧、耙、纺车、牛轭、石磨……走进瓦子坪学校的农耕博物馆，200多件耕作、生活等方面的用具摆在展室内。这些
老物件带着历史的沧桑，仿佛诉说着从前的一切。

走进博物馆，满满的农耕记忆。

历史气息浓郁，每个物件背后都隐藏着故事

不愿被卖走，只想激励农村孩子努力学习

物件种类繁多，展示了久
远的农耕文化

“老师，这个大黑箱子是什么？”“老
师，那个弯弯的木头呢？墙上挂着的是

‘蝙蝠侠斗篷’吗”……
“同学们，这个是风箱，那个是套牛

的车轭，墙上的是下雨天穿的蓑衣。你
们看，还有斗笠、犁耙……这些都是你们
祖辈们小时候经常用到的东西，现在不
容易见着咯！”

这样的对话场景，刘荣福记忆犹
新。“外地来参观的孩子，或本校新入学
的学生，参观时脸上总是洋溢着懵懂无
知，写满了好奇。”他说。

刘荣福曾是该校校长，这些老物件，
都是他一件一件收集过来的，放在一间
面积约 60 平方米的活动室里，组成了一
所农耕博物馆。

墙壁上，还悬挂着“一件生产工具，
就是一个劳动故事”“耕读传家久 读书
济世长”等宣传字画。“提醒我们不能浪
费粮食，要努力读书，以后让农民伯伯不
那么辛苦。”该校学生钟彩蝶说，自己虽
然在乡村小学，但这里有城里学校没有
的农耕博物馆，感到很自豪。

已经生锈的凿子、用石头做的石磨、
用棕毛缝制而成的蓑衣、近百年历史的
风车……走进其中，这些老物件，让人不
由回想起过去的时光，成为打开记忆的
钥匙。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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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贤程潜将军的舅舅家置办的风车，距今已有94年历史。刘毅 摄 ▲博物馆里摆放的老物件。刘毅 摄

▲学生们在参观农耕博物馆。
刘毅 摄

多方打听走访，6个月收集
200多老物件

一个竹子编织而成的油桶，铺上皮
纸，就成了简单实用的生活用具。刘荣
福如获至宝，可 70 多岁的娭毑却满眼不
舍。

“要不您卖给我吧。”刘荣福用商量
的口吻说道。

“新中国成立前，它就在我们家了。
那时候没有塑料桶，就是靠它，挑着家里
生产的茶油到长沙贩卖，换取生活物
资。”老人说。

刘荣福立马来了精神。“我帮您保管
到学校的农耕博物馆里，贴上文字介绍，
让子孙后代们了解过去生活的不易。”他
对老人说。最终，老人无偿捐赠了。

这是 2019 年夏天，刘荣福到村民家
中淘老物件的情景。那年3月，还是学校
校长的刘荣福，利用休息时间，骑着摩托
车在村里四处转悠，多方打听谁家里还
保存着以前的生产生活器具。

瓦子坪村很大，由 5 个行政村合并，
路窄弯多，刘荣福整整花费了半年时间，
才把这些老物件收集到一起，让博物馆
有了现在的模样。他乐此不疲，有时，为
了收集一件器具，他骑车十多公里，再步
行几公里到达农户家中。

“除了打听，就是寻找那些土房子，
因为新建了房子，一般老器具都会丢
弃。”刘荣福有自己的“淘宝秘诀”，他告
诉记者，当地村民很淳朴，“我说给点钱，
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因为留着也发挥不
了作用，贡献出来对孩子们能起到教育
作用，觉得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