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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株洲经开区言松华
周文晋两位百岁老人
梁小萍（江苏盐城）

忆里春风去又回，老多情性向人开。
同堂五代俱言美，跟党百年齐走来。
地绕祥云家有幸，时逢化雨世无埃。
精神矍铄长谈笑，近水遥山入酒杯。

放歌经开区，唱响最强音
湖南株洲“潇湘云龙杯”中华诗词全国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湖南株洲，地当吴头楚尾，是一座“火
车拉来的城市”，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
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是老祖宗神
农褔地、老革命根据地、老工业基地和以
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型城
市，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 4月，
云龙示范区成立。2017年 10月，株洲经
开区在云龙示范区的基础上挂牌运行。如
今，云龙已走过十二年辉煌历程。

如今，株洲经开区正加快建设长株潭
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打造国家产教融合示
范区、创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十四五”
期间，株洲经开区将主动对接国家、省、市
发展战略，把握长株潭城市群、湖南自贸
区（长沙片区）发展机遇，着力培育产业新
业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
产业集聚发展，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着力
打造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新高地。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宣传展示株
洲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株洲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与湖南省诗词
协会、株洲市诗词协会联合举办“潇湘云
龙杯”中华诗词全国大赛，以优秀的诗篇
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放歌经开区，唱响
最强音，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
贡献中华诗词的力量。

本次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立即
引起全国中华诗词界的关注，得到全国各
地诗人和诗词爱好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
响应，纷纷踊跃投稿，大赛组委会共收到
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诗词作
者的 2100首诗词。经大赛评审组认真评
审，评选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4名，三等
奖 8 名，优秀奖 49 名。现将获奖作品刊
登，以飨读者。

（王继雄 宋律 胡立军）

鹧鸪天·株洲云龙水上乐园
谢 丹（广东中山）

夏日风情问几何？云龙水上乐园多。三千雪浪翻银汉，十万兰舟
弄碧波。
朝击棹，暮扬歌，悠游岁月易消磨。谁图七彩株洲景？黄发垂髫共
咏哦。

云峰湖
王播春（安徽安庆）

潇湘枝上碧，叶脉卷云峰。
养得天蚕在，今朝待化龙。

株洲经开区采风遇雨
苏向阳（湖南株洲）

雨洗乾坤豁朗开，祥晖万象去尘埃。
而今只待云龙起，从此飞天震九垓。

咏株洲经开区
黄 青（湖南株洲）

百里荷塘花映日，于斯筑梦展新图。
层楼直上三千尺，插地何无一万禺。

云龙生态农家
钟广秋（湖南株洲）

漫步云龙景象妍，乡情客舍好新鲜。
千层宛转山前路，万顷葱茏陌上田。
绿树丛中迷蝶影，芬芳园里韵清泉。
小桥流水村边过，令我开怀入咏笺。

赞株洲经开区
谭保德（湖南株洲）

华强修福地，苗木正繁荣。
楼厦三城接，舟车四海迎。
拓黉门胜境，育现代精英。
几度雄关越，扬鞭再远征。

满庭芳·春日花木之乡云田游赏
邱碧琪（湖南株洲）

桃靥羞红，柳腰垂翠，枝头莺语清圆。欲行还住，鸥鹭点河湾。花
树春生百里，村陌处，曲径相连。倩谁画，白墙青瓦，疑入宋唐间。
陶然浑欲醉，歌声阵阵，鼓乐喧喧。竞留取，今朝乐景清欢。好客
醇情村老，招浅酌，闲话尊前。凭君问，两型妙策，慷慨着先鞭。

行香子·偶过云龙花农女家
宋才逢（湖南株洲）

晨也开花。夜也开花。满庭芳，清爽篱笆。开门见面，娇若云霞。便
培樱根，修兰草，理梅杈。
山也可嘉。水也可嘉。鹤冲天，风雨奇葩。飘出小院，仙步沙沙。是
身边香，心边艳，梦边她。

西江月·我在云龙等你
刘宝明（天津宝坻区）

花木围成美丽，两型谱就神奇。八方俊彦掌
春犁，种出株洲惊喜。
方特蓄存童话，华灯点亮晨曦。田园都市焕
生机，我在云龙等你。

今日云龙
邓金龙（湖南株洲）

风起云飞拂楚岑，河开龙母动高吟。
广栽梧竹栖丹凤，紧倚长潭捧绿心。
湖漾星光天觉小，谷涵泉脉瀑藏深。
韶年不负佳山水，一揽青葱抱素襟。

古风·吟株洲经开区
（中华通韵）
胡炳成（广西北海）

君不见中部引擎长株潭，驾龙御凤入云端。
君不见株洲云龙沐灵雨，吞云吐雾上九天。
湘江北去滔千古，髦彦菁英尽踵武。
春风浩荡拂两岸，宏局新开十四五。
奋马蹄，扬长鞭。
铺巨锦，写诗篇。
踏遍青山勤砥砺，盛世迎来双百年。
双百年呼株洲舞，两型社会擂金鼓。
绿水青山看不厌，云龙经济势如虎。
招商引资笔如椽，绘地摩天江海吐。
文化下榻科技床，一梦穿越到华强。
翻身烂柯何须异，足踏方特到八荒。
列子巡行恃风御，今人一键到大唐。
大唐郡庠一何朽，后看千年惊诧久。
教育兴开科技城，龙头低碳并肩走。
鸿钧之化始于物，博物馆群展蓊郁。
花鸟虫鱼各有禅，一光一影参洞天。
工农士商儒释道，一脉湘江袅云烟。
烟笼小镇染欧洲，卧花拈月逍遥游。
难得浮生半日闲，星宫九液问庄周。
庄周未识数码面，中关村里看不倦。
电子科技上重霄，岂以齐物论禹甸？
禹甸经济天下先，处处盛开经济园。
万紫千红汇总部，龙母河边放紫鸢。
噫吁壮哉！
导航依北斗，潇湘唱尧天。
党旗随风舞，蔽芾满山川。
乘两型之羽翼，腾四海而九旋。
沐滋时之甘雨，出亭亭之清莲。
株洲筑牢金三角，云龙摇橹开大船。
喜看宏图一体化，湘江滚滚帆高悬。

“七一”访株洲云田
李声满（湖南浏阳）

百里画廊接，今朝诗兴赊。
楼台相掩映，水木自清华。
承露因天近，挥锄及日斜。
我来斟寿酒，无处不飞花。

游云田花木之乡
购得盆景数株付物流
蔡文帛（福建晋江）

此地满城花，清游感物华。
扶疏听鸟语，偃蹇看龙拿。
撷秀探材薮，束囊传驿车。
潇湘春一片，即日到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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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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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颁奖大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何勇 摄

部分三等奖获得者上台领奖。何勇 摄

市政协副主席、市文联主席周煦
惠（右）为一等奖获得者邓金龙颁奖。

何勇 摄

省诗词协会副会长罗建平（右）为
二等奖获得者李声满颁奖。何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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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对“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作出相关部
署，指出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建设
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构筑美好数字生活
新图景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全力
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奋斗目标。
幸福株洲，加快建设数字智慧株洲建设不
可或缺。数字乡村建设，其势已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
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
全过程。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赋能数字
乡村建设，数字人才是关键。数字人才是指
具备信息通信技术专业技能和补充技能的
人才，他们是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发展的“主力军”。

人才的产生离不开教育。如何培养
学生适应数字化时代，培育创造型人才，
成为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迫切问题。如
今，我国现有的教育水平及结构与数字
经 济 对 于 劳 动 力 教 育 水 平 的 需 求 不 匹
配，人才培养需要供给侧改革。创新是株
洲的基因密码，株洲更应创新高职院校

数字人才培养模式，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培养数字人才，专业要创新。为产业发展建
专业，专业一定要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一
是人才培养要同产业相结合，企业和高校
整合优质资源，建立新兴产业的数字化人
才联合培养机制，重点培养顶尖数字化科
技创新人才，促进数字人才的培养。二是打
造开放共享的数字经济协同育人平台，鼓
励高职院校联合数字经济领域龙头企业、
行业协会，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学院或大数
据产业基地，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综合实践
能力。三是组建行业精英、高校专家为主体
数字经济师资队伍，共同参与数字经济课
程开发、实习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等工作，实现高职院校数字创新人才培养
与企业发展所需创新人才的无缝对接。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
培养数字人才，内容要创新。为技术发展
改内容，高校教学内容应符合技术发展的
规律。日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数
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指出，2020 年
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 1100万。根据调

研的情况，我市乡村数字人才缺乏，同样
存在人才培育和引进难问题。如今，各院
校面临人才培养的共性难题逐渐显露出
来，如课程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院
校缺乏优质数字化教学内容资源，教师缺
乏数字化实践经验，数字化实践项目数量
少等。一是不断优化专业设置，更好服务
经济结构调整。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出
新型业态的快速生长和经济结构的深度
调整，必然倒逼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不断
优化调整，要统筹协调职业院校专业布
局，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进步，
把数字技术融入传统专业，促进传统专业
建设提质升级。二是及时对接新兴业态，
快速捕捉产业发展信息，精准对接产业发
展需求，增设新的专业门类，促进新兴业
态健康成长；根据未来产业发展走向，根
据人们对高质量教育、医疗、养老等美好
生活向往，开设增设相关专业。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
寒于水。”培养数字人才，方法要创新。为能
力提升找方法，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一是发
展数字化教育。可以通过跨界和远程，拓宽

学习思路，名师们可通过远程教育给偏远
地区的青年人更多教育和启发；通过书本
教育和远程教育相结合，启发更多边远地
区青年人的思维；坚持教育和人才的兴趣
相结合，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提高青年对
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兴趣；强调年轻人的创
新，通过教育引导，发挥其在科学技术领域
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思想积极性与想象力。
二是线上线下双线互动，推动数字经济在
线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通过“互联网+”

“智能+”等数字化教学模式，建设一批数字
化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突破时空限制，与知
名大学深入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建立“云
大学”机制，提升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高质
量发展；联合国内外知名数字经济企业、高
校和科研院所，举办数字经济“云”论坛、

“云”研讨，洞察数字经济最前沿的研究等。
株洲职业教育资源丰富，要致力打

造“职教名城、工匠摇篮”，创新高职院校
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培育一批批“湖湘工
匠”，让工匠精神闪耀株洲，为“制造名
城”夯实浓厚氛围和坚实保障。

（作者单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由 著 名 烈 士 宛 希 先 编 写 的
《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一书，是
在革命根据地发现的我党最早的
组织建设文件，为指导党的组织
建设起到理论与实践引领作用。

一、《共产党组织根本原
则》的首创性研究

首 次 丰 富 了 党 章 中 关 于“ 党
员”的行为标准条件。在此书第一
部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中，
宛希先用 2000 余字的篇幅，通过

“按期到会”“按月缴费”“做党的
工作”三个部分，详细阐述了具备
哪些条件的人才能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具体行动细节上明确了党
员的义务，制定了党员的基本行
为标准，在同时期党的组织建设
理论研究文献中，是最早丰富中
共六大党章中关于“党员”的行为
标准条件的论述。

首 次 拓 展 了 党 章 中 关 于“ 支
部任务”的制度的制定。在此书第
二 部 分“ 支 部 是 党 的 基 本 组 织 ”
中，宛希先创新性地提出“支部是
督促同志的机关”“支部是群众的
核心”和“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耳
目”，拓展了党章中关于“支部任
务”的制定。

首次明确和丰富了党章中关
于“非党组织”的范畴。在此书第五
部分“党是一切非党组织的指导机
关”中，宛希先结合当时革命的实
践，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与作
用，丰富了党章中关于“非党组织”
的范畴，就是除了党章中规定的

“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以及文化
组织等”之外，还包括“反动派的团
体如自治调查委员会、剿匪委员
会、挨户团国民革命军”等“一切不
是共产党的团体”，由此萌生了党
内统战策反工作思想的萌芽。

二、《共产党组织根本原
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必须严控高质量发展党员的
准入条件。1928 年，在井冈山革命
斗争进入全盛期后，在党员发展
过程中忽视了党员标准、放松了
质量要求，大量投机分子混入党
内，当革命受挫时，大量投机分子

又纷纷叛党。宛希先适时在《共产
党组织根本原则》中用最重要的
篇幅详细阐述了成为共产党员的
基本条件。在长期执政的环境下，
严把入口、加强教育，防止投机分
子混入党内，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全面重视思想建党。宛希先鉴
于当时的斗争形势，无法进行集中
的课堂学习，最好的方式是编写一
本小册子发给党员，以此来开展党
员的宣传教育。依靠思想建党、理
论强党，中国共产党越走越强，成
为百年大党。走向第二个百年的中
国共产党，仍然要把思想建设作为
党的基础性建设，永葆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生机活力。思想建设作为党
的铸魂工程，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引
领性、贯通性、支配性的作用，是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
党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奥秘所在。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事在四
方，要在中央。当前，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经历并还
将在未来不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广大党员干部唯有深刻认识

“两个维护”的深刻政治内涵、理论
支撑、重大意义及其内在关联，切
实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在各种重
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
眼”，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全面提升组织力。宛希先在此
书第二部分中提出“支部是党的基本
组织”，从 8个方面分述了党支部的
作用和重要性，对新时代加强组织建
设提供了历史理论参考。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提升基层党组
织组织力，要把严密组织体系作为前
提基础，要把激发党支部活力作为有
力抓手，要把加强党员管理作为内在
要求，不断凝聚正能量，确保党员队
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

宛希先《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
首创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新探

谭立洲
为“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贡献律师力量

刘文清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为株洲未来五年
发展描绘了“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
福株洲”的新蓝图，发出奋力谱写现代化
新株洲壮美篇章的号召。律师不仅致力
于服务经济发展，而且是建设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我市广大律师贯
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必将大
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要在“全力培
育制造名城 、建设幸福株洲”伟大事业
中，贡献律师力量。

当改革发展的“促进者”。律师必须积
极投身改革，围绕党委政府重大战略部署，
通过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推动党委政府
和企业决策者，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
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对实践条件尚不成熟、
需要先行先试的，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既不能随意突破法律红线，也不能以现行
法律没有依据为由迟滞改革。一方面，律师
参与法治政府的战略实施，为党委政府重
大决策提供法律专业支持，促进政府依法
行政。另一方面，律师履行企业法律顾问的

职责，为企业重大决策、重要事务提出法律
意见，防范法律风险，提高企业依法管理、
依法经营水平。

当疑难杂症的“诊治者”。律师组成
法律服务团队，积极参与温暖企业、产业
项目建设等活动，为企业无偿提供常态
化的“法治体检”。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
行法律会诊，提出合规应对措施和合理
化建议，帮助制定防范法律风险方案，健
全法律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矛盾纠纷化
解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防范法律风
险，推动依法治企。重点聚焦轨道交通、
航空动力、先进硬质材料等优势产业，电
子信息、新能源、高分子新材料等战略产
业，陶瓷、服饰、烟花爆竹等传统产业，提
供优质、高效、免费的法律服务。

当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是律师的法定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是律师执业首要的、核心的任务，也是律师
从业的基础。当企业、企业职工和群众的合法

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律师要鼓励并帮助他
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竭尽所能维护其合法
权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合
法途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自身职
责使命，体现自身价值，同时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当矛盾纠纷的“调和者”。律师作为专
业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协助
办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在律师事务所
设立“律师调解室”之外，还要在联合接访
中心、公检法机关、看守所、工会妇联残联
等地设立律师值班室，配合相关部门，及
时化解民商事纠纷，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
成本，推动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尤
其是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时，律师要
积极介入，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及时有效
化解纠纷，避免矛盾激化升级。

当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律师不仅
有义务为创新社会管理发挥积极作用，
更要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为社会公

益事业作贡献，展示律师行业的整体精
神风貌。责无旁贷地为抗击疫情、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勇当志愿者，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上法律咨询，积极
捐款捐物扶困济贫；参与“律所联商（协）
会”活动，结对服务民营企业，担任村（社
区）法律顾问，服务社区居民；深入社区、
学校、企业、工地开展法治宣传，接受法
律咨询，解答法律问题。

当幸福生活的“守护者”。律师深入乡
镇（街道）、村（社区），提供法律咨询，开展
法治宣传，服务基层依法治理。承办法律
援助案件，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为农
民工讨薪或企业纠纷开辟“绿色通道”。通
过微信微博、法律讲座等方式普法，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让
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高
效、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增强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市司法局副局长、市律师行
业党委书记）

创新高职院校数字人才培养模式 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王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