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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
讯员/廖建翔 龙春林） 11月 23日，醴陵市
白兔潭镇吉鼎砂厂，两辆涉嫌严重超载的
货车冲关后“逃”到这里，企图逃脱执法人
员追查。不料，最终还是栽在一路追踪过来
的执法人员手中。

这是醴陵市“铁腕”治超的一个缩影。
从今年 11 月 10 日至明年 2 月 28 日，该市按
照“依法治超、科学治超、联动治超、铁腕治
超”的工作思路，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确保
公路完好畅通，减少交通事故，保护公路建
设养护成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严守超限货运车辆进出关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已组织 6 次

突击行动，检查车辆近百台。”该市白兔潭
镇人大副主席李斌介绍，镇里东邻江西省

上栗县长萍乡，过境货车多，镇安监站、交
管站和国土部门等组成联合执法组，加强
路面流动治超。“还设立了有奖举报电话，
发动村干部和沿途群众参与，严厉打击违
法超载、超限运输车辆。”他说。

醴陵市毗邻能源大省江西，过境货车
多。今年前 10 个月，该市共处罚超限车辆
658台。

“划分了 4大片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各镇组织人员在 10条进出醴陵的道路设卡
布控，严守超限货运车辆进出关。”该市治
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辖区设有 2个固定治
超站点，分别是有龙源超限检测点和东城
大道治超站，实行 24小时执法，对超过限值
10%以上的货运车辆，一律扣押至立三卸载
场依法从严处罚。

百日攻坚期间，该市交通、公安、交警

等部门通力合作，按“四班三倒”模式，对辖
区范围内公路开展流动治超，其中国省道
和城区主干道是巡查重点。

24 小时监管，按标准装载
和接收货物

“每一辆出去的货车，都要先过磅称
重，不超重才能上路，最多一天可卸载超载
石料 80吨。”醴陵市金叶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石料开采销售企业，年产量超过 100
万吨，其副总经理李运国介绍，过去货车司
机想着多赚钱，要求超载，称“反正出了门
就不要你管”。公司先后召集司机开了 6 次
会，传达上级精神，改变了大家的认识。

记者在该公司看到，等待装车的货运
车辆，均为前四后八自卸车或 60 厘米标厢
栏板半挂车。“以前可不是这样，有的半挂

车栏板加高到 1.8米，现在都改过来了。”李
运国说。

治超，重在源头治理。该市将年产量超
过 5 万吨的货物源头装载企业，主要为建
材、矿产生产企业，列入治理公路超限超载
运输的重点源头，统一纳入治超信息平台
进行 24小时监管，重量多少、是否超限超载
等关键信息一览无余。同时，该平台还会自
动为每一台车抓拍照片存档，一旦存在违
法、违规现象，将第一时间发出警告，拒绝
车辆进出。

“对发现无故掉线、超标准装载或接收
货物等行为，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源头
企业将面临罚款及扣分，甚至停产停业的
处罚。”该市治超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
月还会对各重点源头装载企业不少于 4 次
走访，确保按标准装载和接收货物。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刘 毅 通 讯 员/张 璇 晏 汝
良）“过去养殖污水直排，明兰
河里的水浑浊，还散发着臭味。
现 在 水 清 了 ，走 在 河 边 很 舒
坦。”日前，醴陵市李畋镇石溪
村村民吴小艳看着家门口的河
里水草流动，发出如是感慨。

明兰河的蝶变，是醴陵市
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治污整改的
成果缩影。而这样整治，则是

“洞庭清波”专项行动的内容。
今年，醴陵市纪委监委积极筹
划，拓展深化“洞庭清波”专项
行动，为守护好一江绿水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

该市纪委监委建立“洞庭
清波”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制度，
抽调专人组成专班，各镇（街）
纪（工）委牵头成立相应的工作
组，上下联动，协调配合，形成

合力。同时，直面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组交办问题信访件中存在
的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制定整
改方案，通过向各相关部门单
位下达“整改清单”、向各派驻
纪检监察组和镇（街）纪（工）委
下达“监督清单”的方式，及时
了解整改进展。

此外，该市纪委监委探索
建立“村巡查、镇处置、市执法”
三级监管机制，全市“一盘棋”，
凝聚整改合力，成立市级生环
委架构机制，提升监管覆盖面
和监管效能。今年 6 月以来，会
同环保、农业、住建等单位成立
两个督查组，采用明察暗访、现
场督查等方式，加压督查，严肃
执纪问责。截至目前，已对存在
整改不力、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的 6人进行批评教育，4人进行
通报批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
者/刘毅） 日前，醴陵烈士纪
念设施 (墓)总地图上线，用科
技赋能烈士纪念设施管理。通
过该地图，可以快速找到醴陵
籍烈士墓和安葬在醴陵境内的
非醴陵籍烈士墓地具体位置。

记者通过电脑浏览器输入
网 址 https://www.llslsly.com，
进入“醴陵烈士墓总地图”页
面，发现共有 347 条信息。各烈
士之墓用红点标注，点击可看
到该墓的实景图和所在的具体
位置，下方还有“去学习烈士事
迹”“云祭扫烈士”“导航到这
里”三项功能。

“网友或者烈属进入地图，
可通过烈士姓名等信息进行搜
索，找到自己需要了解的烈士
墓地信息，用手机登录还可以
直接导航到实地进行纪念活
动。”该市烈士陵园管理所相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现有数据测

算，醴陵或可标注出具体位置
的烈士纪念设施 1500 座左右，
但分布地域广、信息掌握分散，
这项工作将持续推进，同时不
断完善烈士的相关信息，包括
事迹、媒体报道、照片等。

有了该地图，醴陵市各镇
（街道）、村（社区）能清晰掌握
所在地有多少烈士纪念设施
（墓地）、具体位置等信息，方便
相关单位更好履行对烈士纪念
设施的管护责任，同时也为基
层党组织提供了本地可进行党
日活动地点的信息。

记者了解到，还可通过醴
陵烈士陵园公众号，点击“陵园
服务”功能进入“醴陵烈士墓总
地图”。对于安葬在外地的醴陵
籍烈士，其家属或者志愿者，可向
醴陵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或者醴
陵市烈士陵园管理所申请采集
数据权限，就地进行实地数据采
集，共同完善醴陵籍烈士资料。

“醴陵陶瓷工匠”
培训学员1800多名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讯员/
邱红 史晴） 株洲首批五个特色劳务品牌日前发
布，“醴陵陶瓷工匠”榜上有名。目前，“醴陵陶瓷工
匠”已开发陶瓷机械、陶瓷销售等多门标准化课
程，累计培训学员 1800多名。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醴陵陶瓷工
匠”的两家建设单位之一。“今年一线员工技能培
训达到了 1000 多人次，包括师带徒培训、技能提
升培训和新聘员工培训。”该公司培训部负责人介
绍，还通过技能比武方式，鼓励员工主动报名参加
培训。“经比武和评定达到相应等级后，公司给予
技能津贴，计划用 5 年时间，实现技能员工占比 7
成以上。”他说。

另一家建设单位为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张腾军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到今年 10 月，已有 700 人次参加技能提升培
训。“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技能明显得到提
升。”他说。

被认定为株洲市特色劳务品牌可获得相应补
贴，人社部门会对建设单位及特色职业培训协同
项目进行重点培育。近年来，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以“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产业发展”为目
标，以覆盖全陶瓷产业链的技能培训为抓手，以校
企共建共培为依托，加大了对“醴陵陶瓷工匠”的
劳务品牌宣传推广，全方位打造特色劳务名片。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讯员/廖建
翔 龙春林） 11 月 23 日，醴陵市板杉镇夏坪桥村
S327 线（东城大道）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检测站，一辆
江西牌照的货车经辅道驶入检测站，缓缓停在称重通
道，不到 10 秒钟，前方显示屏即显示货车及超载信
息，工作人员上前查验相关证件后，引导其进入卸货
区，消除违法行为。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检测站被划分为过磅区、卸货
区、办公区等功能区，在其前方 2公里路边处，设置有
超限超载检测站提示牌和货运车辆不进站闯禁抓拍提
示牌，提醒货车司机不主动进站检测将要接受处罚。

“11 月 18 日启用，日均检测货车约 400 辆，其中
江西的过境车辆较多，高峰期在晚上 10 时到次日凌
晨 5 时。”该检测站站长杨泽龙介绍，货车上磅称重、
轴型识别，全过程最长不超过 10 秒钟。从目前情况
看，大部分司机主动接受检测，超重的车辆不多且量
少，仅在 11月 19日晚，检测到一辆货车超重 21%。

记者了解到，当超限超载车辆进入检测区时，室内
显示屏和信息数据平台就会报警，设置在驾驶员前方的
LED显示屏也会同步显示超限超载车辆车牌号、超限超
载吨位、超载率等信息，提醒驾驶员接受处理。目前，对
于超重 10%以下的车辆，引导就地卸载超载货物再复
磅，超重 10%则要求前往立三卸载场进行依法处理。

东城大道是从醴陵到株洲城区最便捷的一条免
费道路。杨泽龙表示，检测站投入运行，将缓解株洲城
区的治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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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烈士纪念设施（墓）
总地图上线

百日攻坚 对超限超载说不

东城大道超限超载检测站运行

货车过磅显示超重，工作人员上前依法处置。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摄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陈爱勇） 日前，
记者从茶陵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
获悉，该中心创作的湘剧《云阳壮
歌》入选了第七届湖南艺术节新创
大型舞台剧目展演入选名单，全省
仅 3个县级剧团创作节目入选。

湘剧《云阳壮歌》是中共茶陵
县委、茶陵县人民政府倾力打造的
大型现代湘剧。该剧是茶陵县湘剧
保护传承中心根据歌剧本《玉姑》
创作改编而成，入选为 2019 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是茶陵地

方性湘剧作品的代表。《云阳壮歌》
以激情充沛的艺术体现，入木三
分的人物刻画，再现了一个当年
发生在茶陵云阳村的革命故事，
充分展示了茶陵人民为新中国的
解放事业忍辱负重、前赴后继的
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坚韧、坚贞的
人格品质。

据介绍，第七届湖南艺术节新
创大型舞台剧目展演入选名单，根
据第七届湖南艺术节整体安排，经
各相关单位剧目申报、专家评审确
定，共有 29台剧目入选。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黎
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11月 24日，
湖南炎陵星龙村镇银行正式开业。

开业仪式上，株洲市银保监局
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开业批复、颁发
了《金融许可证》，人民银行茶陵县
支行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加入人民
银 行 金 融 服 务 与 管 理 体 系 的 批
复》，湖南炎陵星龙村镇银行与部
分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该银行是由湖南星沙农村商
业银行作为主发起人，炎陵县人民
政府出资入股，征集部分企业法人
及社会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的区
域性地方独立法人银行，经营范围
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等。该县有关负责人
认为，该银行的成立，将更好地为
炎陵区域内“三农”、社区居民和中
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湖南炎陵星龙村镇银行开业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
陈驰 通讯员/吕建良 尹亚岚）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攸县高新区亚
美茶油二期产业园内，走进湖南天
华油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
华油茶公司）生产车间，只见茶果
加工及仓储中心生产线上，一台智
能茶果烘干剥壳一体机正在运转，
工作人员熟练地将一袋袋新鲜油
茶果倾倒在上料区，经过提升装置
进入茶果分级筛，再进入剥壳设
备，这样茶籽壳轻松剥落。剥落的
壳和茶籽跟随传送带落到震动清
理筛与齿棍精选机进行分离。整个
过程，工作人员只需操作机器，但
生产效率和品质大大提升。

今 年 ，天 华 油 茶 公 司 投 资
1000 余万元，引进油茶果初级加
工和烘干设备，建有 2400 平方米

的仓储厂房，可容纳 1000 吨的茶
籽仓储。据了解，传统的茶籽烘干，
主要依赖热能以及劳工熟练度，烘
干过程中热量损失大，人力成本也
高。一台智能一体机每天可消化
30 吨的茶果，产能较之前提升了
10倍。

攸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攸县是
油茶种植大县，年产茶油 1.3万吨，
油茶产业产值达 17 亿元。天华油
茶公司是攸县油茶产业的龙头企
业，今年引进的油茶果机械化加工
设备，有利于带动攸县油茶加工业
转型升级。日前，攸县油茶采摘逐
步扫尾，进入油茶果加工阶段，除
加工本企业采摘的 3000 吨油茶
外，天华油茶公司还主动向周边的
农户提供委托加工服务，助力攸县
油茶产业丰收丰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郭璋） 11 月 18 日，渌口区
古岳峰镇腰塘村，一大片像甘蔗林模样
的巨菌草已经成熟，收割机正在收割作
业。被吸入的巨菌草，经破碎后传送到
收集栏，然后转运至仓库进行打包。

在另外一片田里，60 岁的村民陈
和平正在搬运着刚刚收割的巨菌草种
苗。“我们这里缺水，好多农作物不适合
种植，巨菌草适用环境能力强，在这里
生长良好，管理也轻松。”腰塘村村民陈
和平介绍，今年他家 10 多亩地流转给
村里的合作社种植巨菌草。他平时在合
作社务工，月收入 3000元左右。

巨菌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生长快，产量高，一年可以收获三至四

茬。巨菌草作为优质饲草供应给养殖
场，从养殖场收集的粪污沼液经过沉
淀、发酵、兑水等工艺处理，又变成有
机肥满足牧草基地需求，形成“牧草种
植—养殖场—粪污沼液处理—有机肥
—牧草种植”的绿色种养循环发展产
业链。

“我们今年从福建农林大学引进的
巨菌草品种，试种了 400亩，收到 500吨
订单，还有 2000 亩的草种订单，预计收
入有 100 万元。”古岳峰镇乡村振兴办
专干郭佳介绍，明年村里计划扩种到
1000 亩，目前收到新订单 2000 吨，“希
望通过种植巨菌草，形成一个产业链，
打造产业增收示范点，让更多村民受
益。”郭佳说。收割巨菌草。郭璋 摄

腰塘村试种巨菌草喜获丰收

《云阳壮歌》入选第七届
省艺术节展演名单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庞媛 尹安

11 月 24 日上午 8 时许，在茶陵县人
民医院住院部 5楼会议室里，一场针对岳
阳患者的专家会诊正在紧张进行，3 位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下称湘雅医院）的专家
与 7位茶陵县人民医院的医生热烈讨论，
商量最佳治疗方案。

这样高规格的专家会诊，如今在茶陵
县人民医院很常见。3 月 18 日，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与茶陵县人民医院“牵手”组建
医联体，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湘赣边革
命老区。自 5月开始，到如今，湘雅医院共
派出了 3批专家进驻茶陵县人民医院。

7 个月来，这些湘雅专家给茶陵患者
带来了什么福音？又是如何将优质医疗服
务辐射到周边县，助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
范区建设？

专家进驻 老区人民看病更便捷
11 月 12 日，家住下东街道的谭女士

突然昏迷，她的儿女和老伴急得不知所
措。由于谭女士有癫痫病史，很可能是神
经内科疾病引发昏迷。因担心县城医疗水

平有限，她儿子提议送母亲去长沙湘雅医
院救治。

“不用去长沙了，在县人民医院就能
请湘雅专家看病。”临近出门，她的女儿突
然说道。原来，她女儿想起，前几天听说第
三批湘雅专家已进驻茶陵县，其中就有神
经内科专家。

随即，一家人将谭女士送往茶陵县人
民医院，经过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冯洁
两天的紧急救治，谭女士成功苏醒，脱离
了危险。

“去湘雅路途远，成本高，能让老区人
民不出远门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就是
我们来茶陵的目的。”事后，冯洁感慨道。

随着湘雅专家的进驻，茶陵乃至周边
县市居民来茶陵县人民医院求医看病的
患者与日俱增。仅 10月份，茶陵县人民医
院门急诊量就达到 30291 人次，同比增长
74.41%，其中来自攸县、炎陵以及江西莲
花、永新等地里患者越来越多。看病不用
去长沙，在茶陵也能享受湘雅的优质医疗
服务，正逐渐成为湘赣边区患者的共识。

多重培训 打造诊疗规范化标杆县
11 月 25 日，湘雅医院第三批进驻茶

陵医疗队队长、普外科专家贾泽明，组织
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他通过一个个进驻茶
陵后的出诊案例，详细讲解了普外科疾病
诊疗规范。

“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是县域医院的
短板。”贾泽明说，如何有效提升县域医疗
水平，是建设医联体的根本所在。这次医
联体合作期限为 5年，要在某个医疗领域
培养出高精尖人才，5 年时间恐怕不够，
所以湘雅医院的专家们将重心放在提升
医疗规范化水平上，力争将茶陵打造成湘
赣边区域诊疗规范化标杆县。

经过近 7 个月探索，湘雅专家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培养、交流机制。门诊时，
县人民医院医生和湘雅专家一同出诊，
现场教学；手术中，湘雅专家进行实操指
导；每周四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不定时组
织专家会诊，共同研讨疑难病例的治疗
手段。

提升的不仅是县人民医院，今年 7月
份，湘雅专家深入秩堂卫生院、县城社区
进行爱心义诊和培训活动；茶陵还召集县
妇幼保健医院、县中医院医生多次与湘雅
专家开展交流学习，有效提升了茶陵整体
医疗水平。

资源共享 建设湘赣边区
域健康中心

“不仅要方便老区人民求医，更要借助
医联体建设提升湘赣边区的整体医疗水
平！”3月 18日，茶陵县委书记邓元连在建设
医联体签约仪式上寄予了这样的期望。

9 月 11 日，茶陵举行了“湘雅泌尿外
科专科联盟”授牌仪式，后组织了一场“学
术研讨沙龙”，来自醴陵、攸县、炎陵等地
的多家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参与活动。

“收获很大，特别是湘雅专家做手术
时的技巧，给我很大启发。”醴陵市中医院
一位泌尿外科医生感慨道。

茶陵县人民医院院长邓周云告诉记
者，今后该医院将借助湘雅医院医联体重
点打造 2至 3个县域内及周边地区具有一
定行业领先优势的特色专科，打造品牌效
应，惠及更多的湘赣边区居民。还将通过
积极搭建信息化互联平台，探索“互联
网+医疗健康”模式，畅通双向转诊渠道
等手段，推进跨区域医疗卫生资源共享，
建设湘赣边区域健康中心，有效引导省级
优质医疗资源向湘赣边资源薄弱地区辐
射延伸。

组建医联体 惠及湘赣边
看湘雅医院专家进驻茶陵产生的“普惠效应”

智能一体机助力攸县油茶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