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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杨凌凌 通讯
员/罗金鹏） 12 月 9 日，省发改委召开特色工业
小镇建设规划专家评审会，对 2021年新增的 3个
省特色工业小镇规划进行审查，芦淞区航空小镇
建设规划接受答辩评审。

评审会围绕芦淞区航空小镇产业发展现状、
规划发展目标、产业发展思路、空间布局规划、重
大项目支撑、景观风貌规划、实施计划等维度进行
答辩评审，专家组现场提问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据评审会现场反馈，与会专家认为，芦淞区航
空小镇建设规划指导思想正确，目标定位明晰，突

出航空特色，对打造产城融合特色小镇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一致同意通过芦淞区航空小
镇的建设规划。

本次规划，航空小镇北至株醴路（规划）、机场
大道东段；南至航南路（规划）；东至航展路（规划）、
凤凰大道（规划）；西至芦淞通用机场，面积5平方公
里，其中核心区范围约1.08平方公里（约1625.31亩）。

另悉，我市除了芦淞区航空小镇外，还有醴陵
市五彩陶瓷小镇、芦淞区白关服饰小镇、炎陵县中
村瑶族乡黄桃小镇、云龙示范区云田镇花木小镇、
炎陵县鹿原镇文旅小镇等获得省级认定。

芦淞区航空小镇建设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策划/谢中良 尹二荣
执行/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尹二荣
刘毅 通讯员/廖建翔

茅台、五粮液、习酒……这些高端
白酒耳熟能详，许多人知道产自哪里，
但其酒瓶来自何方，却鲜有人知。

要说答案，肯定少不了醴陵市孙
家湾镇孙家湾村。因为这里汇聚了“银
和”“新世纪”等一批陶瓷酒瓶行业龙
头企业，每年销往全国各地的各类酒
容器超 8000 万件，被誉为“中国酒容
器之乡”。

孙家湾村共有 20 家企业，年工业
总产值 6 亿元，不仅本村劳动力全员
就业，还产生虹吸效应，为湘赣边区村
民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村里 6
成以上家庭购置了小汽车；去年人均
纯收入超 3万元，远高于同期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堪称“醴陵明珠”。

一只只色彩斑斓的酒瓶，承载了
3900 多名村民的富裕生活，源源不断
地溢出绵绵醇香。

找好定位
发展特色产业

从省级贫困村到远近闻名的工业
村，这样的转变，村民们都说归功于上
任村党总支书记叶志钢，他提出了“工

业兴村、产业致富”的思路，找准
了路子。

“2005 年，三个村合并成新
的孙家湾村，当时一穷二白。办过

企业的叶志钢书记提出要用好紧挨
106 国道的交通优势，招商引资，改变
落后局面。”孙家湾村党委书记叶海涛
说，当时正逢陶瓷酒瓶行业蓬勃发展
之际，一批企业急于新建厂房扩大生
产，但进园区门槛较高，村里拿出了低
廉的土地价格和保姆式服务。

“筹资千万元硬化村组道路，改电
通水通气，帮企业跑部门办手续……”
说起村里的创业史，叶海涛如数家珍。

2006 年，孙家湾村首家大型陶瓷
企业——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下
简称“银和”）投产，随后，村里因势利
导，引进企业，培育产业。如今，这里共
有企业 20 家，其中产值过亿元的有 2
家，实现了由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
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粥多僧少”
劳动力都有岗位

选泥、做坯、修坯，在“银和”的生
产车间里，村民周云新每天重复着同
样的劳动。从 2008年开始，他“洗脚上
岸”，进厂成了一名工人，生活从此发
生了可喜的变化。去年，他花 90 多万
元，购置宅基地建了新房，三代同堂，
美好生活看得见摸得着。

“村里的企业，可提供就业岗位
4000多个，但全村的劳动力加起来，还

不到 2000 人，还要去临近的镇村招
人。”叶海涛自豪地说，“只要有劳动能
力，就能在村里找到工作。”

因为一只酒瓶，孙家湾人过上了
令人艳羡的生活。村民谭可方说，“前
厂后家”，孩子就在身边，下了班还能
种菜喂养家禽，极大降低了生活成本。

近年来，企业反映用工紧张。孙家
湾村积极协调，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到
邻近的镇以及萍乡市湘东区、芦溪县
等地去招工，缓解企业用工难题。

工资支出
最高占比超四成

“在乡里每个月能够拿到 7000 多
块钱，很知足了，日子也好过。”周四海
是醴陵市国友陶瓷厂的一名泥浆师
傅，其妻和母亲，都在该厂上班，一家
三口每月收入近 2万元。

市 面 上 常 见 的 酒 鬼 系 列 酒 ，其
酒 瓶 大 多 数 来 自 这 儿 。该 厂 法 人 代
表曹文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正明）
12月 12日，市委书记曹慧泉会见来株调研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博世科环保创始人王
双飞一行。

市领导杨英杰、王卫安，湖南泛航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崎峰参加
会见。

王双飞是株洲人，是环保领域专家。泛
航智能公司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双飞、曲
九辉领衔创立，位于芦淞区，是国内首家专
业从事超音速流体装备研发、制造、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应用于环
保水处理、冶金电力等领域，节能降耗效果
明显。目前，该公司正加快推进泛航智能制
造项目建设，预计明年 6月投产。

曹慧泉对王双飞一行表示欢迎。他说，

近年来，株洲依托雄厚产业基础和技术创
新优势，做强做优轨道交通、航空动力等主
导产业，构建了良好的产业生态。“双碳”目
标背景下，节能降耗成为重中之重，节能产
业大有可为。希望泛航智能立足株洲、放眼
全国，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找准市场
切入点，拓展超音速离心鼓风机等产品应
用领域，不断做大做强。芦淞区及市直相关
部门要成立工作专班，在科研项目申报、应
用场景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切
实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

王双飞说，在绿色低碳发展和国产替代
趋势下，国产风机、真空泵行业前景广阔。泛
航智能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加快项目推进
速度，力争早日投产达效，占领更大市场份
额，努力为株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曹慧泉会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双飞一行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罗欣）
12月 12日，市委书记曹慧泉，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陈恢清与北汽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裁黄文炳一行座谈交流。

市领导杨英杰、王卫安参加座谈。
北汽株洲分公司是北汽股份自主品牌

第一个外埠基地，也是北汽股份自主品牌
产能最大的整车制造基地。未来，北汽股份
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的技术路线持续推
进升级发展，陆续推出“魔方”等新产品，努
力把株洲基地打造为公司核心生产及出口
基地。

曹慧泉对黄文炳一行来株表示欢迎。
他说，当前，株洲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围绕重振制造业雄风，加快构建“3+3+2”现
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

株洲。汽车产业是株洲现代产业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助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高地的重要支撑。北汽株洲分公司是
我市汽车制造的“龙头”企业，在技术、管理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发展可期。希望
双方立足已有合作基础，建立常态化沟通
交流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共同争取各
方支持，推动实现共赢发展。株洲将全力支
持北汽股份在株发展，助力北汽株洲基地
不断做优做强。

黄文炳表示，北汽株洲基地是北汽与
株洲多年战略合作的重大成果。未来，北汽
股份将坚持自主品牌发展战略，持续向株
洲基地投放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助力株
洲加速培育制造名城。希望双方进一步增
进互信，携手推进深度合作；希望市委、市
政府一如既往给予支持。

曹慧泉陈恢清与北汽股份
黄文炳一行座谈交流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通讯员 卢诗
婕） 12 月 10 日，2020—2021 年度全国企
业文化优秀成果评选结果出炉，我市千
金集团榜上有名，荣获全国企业文化优
秀成果一等奖，系湖南唯一获此殊荣的
制药企业。

此次评选由中国企业联合会组织，
2020 年 11 月开始推荐申报，经过初审、复
审和终审等环节，最终评选得出。该奖项
两年评选一次，是国务院审批认可的国家

级奖项。
千金集团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以

情义为纽带，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对企业文
化进行了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
共两爱”文化（共营、共享、共长，千金爱员
工，员工爱千金），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思想保障，为集团“二次创业”注入了不
竭动力。十年来，千金集团不懈推进“三共
两爱”文化建设，把公司打造成了“快乐千
金、富裕千金、和谐千金、品牌千金”。

一只酒瓶，溢出绵绵醇香
——探访产业致富的醴陵孙家湾村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最为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也是几千年来广大民众的根本诉求。但在以往的历史中，共同富裕的理想一直没有
实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共同富裕才能逐步成为现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均明确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近期，本报记者深入株洲乡村，实地采访。这些乡村或党建领福、或产业致富、或民生惠福、或改革促福、或美丽
共富……探寻共同富裕的路径虽然不同，但都在努力谱写乡村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今日起，本报推出“走在共同富裕的大路上·乡村篇”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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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集团获全国企业文化优秀成果一等奖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首席记者/胡文洁

盛况空前、好戏连台，精彩超乎
预期、成果超乎预期……刚刚过去的
数天，我们共同奔赴了一场属于“制
造名城”的高光盛会。

12 月 8 日至 11日，2021中国国际
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在
株洲举行。其间，举行了世界轨道交
通湘江论坛等十多项配套活动，吸引
来自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余家
企业参加，近 6 万人次线下观展、41
万余人次线上参与。

12月 12日，由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 2021 轨博会成果发布会上传来消
息：下一届，2023 轨博会继续“定档”
株洲。

株洲，以这样一种科技感满满、

国际范十足的方式，实至名归地占据
了妥妥的“C位”。

这一场奔赴，豪情满怀。
从行驶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上的“复兴号”高铁动车组到新近开
通的中老铁路。

从墨西哥蒙特雷地铁轻轨到德
国、奥地利、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动车组。

来自株洲的轨道交通产品正闪
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
的一张金色名片。

这一场奔赴，联通未来。
2021轨博会圆满落幕，它证明了

株洲的产业实力，也证明了株洲的产
业地位。

但是，“火车头精神”引领下的株
洲人明白：在株洲，像轨道交通这样
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产业，远不止
一个。株洲的产业发展，当有“高峡出
平湖，当惊世界殊”的想象空间。

知株侠明白，发挥产业优势，在
新时代新起点上发愤图强、重振雄
风，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
洲，才是我们最终需要也必将奔赴的

星辰大海。

从“万国机车”到“国家名片”
作为非省会城市，举办如此高规

格的世界级国际展会，全国少有。株洲
的底气何在？效果缘何出乎意料的好？

很多人说，株洲为举办轨博会，
等了 2 年。但更有人说，株洲已经足
足等待了近 7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株洲只是湘江
边上一个不足 7000 人的小镇。正是
因为国家“一五”“二五”时期在这里
布局了一系列产业，株洲得以发展到
今天，城区人口超过 170万。

株洲有理由骄傲。据统计，1949
年，行驶在中国大地上的 4069 台铁
路机车分别来自 9个国家，共有多达
198种型号。而现在，在以中车株机、中
车株洲所等为代表的企业数十年的努
力下，中国轨道交通已经领跑世界，成
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国家名片”。

株洲有理由自豪。与上届相比，
本届轨博会参展企业增加 400余家、
展位面积增加近 5000 平方米、观展

人次增加了约 1倍，同时实现了国际
资源引入的突破，16个国家和地区的
使领馆官员、商协会代表组团参会。

这么多使领馆官员、企业家以及
观众克服疫情影响，如约奔赴株洲，
充分证明了株洲轨道交通“藏不住”
的实力。数据显示，2020年，湖南省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总体规模达到
1500亿元，其中自主创新程度最高、核
心竞争力最优、影响力最大的株洲千
亿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贡献甚巨。

可以说，世界轨道交通看中国，
中国轨道交通看株洲。株洲轨道交通
产业，总能让人惊喜连连、不虚此行。

从“全城热恋”到“全球热恋”
给我一个舞台，还你万千机会。
4天时间里，轨博会好似一个“竞

技场”，参展各方都拿出了“绝活”。
一马当先的，仍是株洲企业。出

席开幕式的嘉宾赴会时乘坐的株洲
智轨，开幕式上中车株机发布的全球
首列全景观光山地旅游列车……创
新高科技加持，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
正明） 为期 4天的 2021中国国际轨
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于 12
月 11 日在株洲落幕。12 日，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陈恢清，省贸促会党组书记、
会长贺坚出席并分别发布本届轨博
会主要成果和下届轨博会有关情况。

省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伍登
国，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王庭
恺出席并答记者问。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本届轨博会
盛况空前、好戏连台，精彩超乎预期、
成果超乎预期，取得圆满成功。轨博

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展方式，
首次使用“5G+VR”信息技术办展，吸
引美国、德国等 16个国家和地区的使
领馆官员、商协会代表组团参会，800
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参会，6 万余人
次线下观展，参会企业数量、线下观
展人数较上届均增加了约一倍。首创
的“1+6+10”模式搭建了集展览展示、
贸易洽谈、项目合作、成果发布为一
体的国际国内顶尖轨道交通行业交
流及合作平台，发布轨道交通和装备
制 造 产 业 招 商 项 目 70 个 ，总 投 资
1216.3 亿元，阿诺株洲新材料产业园
等 23 个项目现场签约。全国各地 67
家媒体参与报道，刊播各类宣传报道

4000 余条，累计浏览量超过 1 亿人
次，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

陈恢清表示，本届轨博会是一届
国际化的开放盛会、专业化的行业盛
会、高端化的制造盛会、市场化的交
流盛会、大众化的共享盛会，规格层
次“高”、精彩活动“多”、展示产品

“新”、合作成果“实”、社会影响“大”。
市委、市政府将在全面总结本届轨
博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精心筹办
好下一届轨博会，努力打造世界轨
道交通产业中“德国柏林与中国株
洲”并驾齐驱的国际一流专业博览
会。感谢广大媒体朋友的广泛关注和
精彩报道，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

株洲、宣传株洲，支持株洲轨道交通
产业发展壮大。

贺坚充分肯定本届轨博会成效，
代表组委会秘书处宣布，2023中国国
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
将于 2023 年 11月在株洲举办。他说，
组委会将始终坚持国际化、专业化、
市场化、信息化办展方向，始终坚持
高端办会、精致办展的要求，统筹推
进下届轨博会前期筹备工作，重点在
打造产业国际合作新样板、数字化科
技化融合新平台、三级联办多方合作
新范式上发力，努力将 2023 轨博会
打造成为促进产业合作与发展的样
板和典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张
媛） 12月 12日，在黄河南路建宁驿站
二楼的唐果之家蜗牛花坊开门营业。
这是株洲市第一家心智障碍者开的花
坊。在现场，店员忙碌、顾客很多，他们
此起彼伏的笑声温暖了整个冬天。

“心灵之声，领取一束向日葵；纷
繁，领取一束洋甘菊。”……俊俊在桌
子边熟练地记录每一位前来领花客
人的名字，并一笔一划在备注里写下
自己的名字；天天和玥玥则站在店门
口，一起招呼顾客；朗朗接到鲜花派
发任务后，跟妈妈确认送货地址和联
系人电话后，便捧着桔梗花和洋甘菊
出门了。

看似很轻松的工作，对于这些心
智障碍者来说并不简单。在开业之
前，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如何
与人交谈，如何记录营收，如何搜索
送货地址……这些全部需要有人手
把手教。

“现在孩子们都成年了，我们越来越
老，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需要自立，需要
融入社会。”俊俊妈妈看着店里孩子们忙碌
的身影感慨道，“租场地，找货源，上岗培训
……每一项都难，但每一项都得到了社会
的帮助。”最初的想法，是 2019年的一次社
区活动上，一些心智障碍者的家长们提出
的。后来经过多次讨论，今年 10 月份大家
才拍板定下来。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共青团
天元区委、株洲市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的支持。唐果之家心智障碍者的家长们经
过两个月的准备，这家花店终于开门迎客。

共青团天元区委提供建宁驿站二楼
“株洲青年之家”的场地；爱心花店老板指
导花店挑选当下最热门的品种，并传授养
花知识；株洲市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

愿者和家长们充当店长，负责培训店员，
“他们会经常忘记自己在花店的职责，需要
时常提醒，但慢慢地都会变好的，他们都很
尽责。”一名参与的志愿者说。

为了减少成本，蜗牛花坊主要采取线
上团购的方法经营。他们的微信群刚建立
第一天就吸引了 100多位顾客，每隔 2天开
团一次，每次有 7-8 个单品。平时，花店只
有一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店内养护花朵，或
者接待顾客。只有团购日，蜗牛花坊内才会
来很多店员。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俊俊妈妈说：“要
想花开四季，花店首先要生存下去，需要盈
利，虽然有那么多爱心单位、团体和个人的
帮助，但家长和孩子们迟早都需要靠自己
的力量经营好花店。”

蜗牛花坊里花开四季
我市第一家心智障碍者创业花坊开业

玥玥(左一)和天天（中间）与客人合影留念。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张媛 摄

2021轨博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举行

轨博会成果满满 70个项目总投资1216.3亿元
陈恢清贺坚出席并发布有关情况；第三届轨博会将于2023年在株洲举办

盛况空前 好戏连台 超乎预期

2021轨博会：阔步制造名城的坚实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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