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千亿产业集群、规模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进

出口总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市企业数量实现倍增。

今后五年重点任务是

2022年主要预期目标是

1、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

2、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在全省排位均前进一位。

3、上市企业、亿元税收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投产项目县
市区全覆盖。

1

地区生
产 总 值 增

长 7.5%
以上。

2

规模工
业 增 加 值

增长 8.5%
以上。

3

固定资
产 投 资 增

长 8% 以
上。

4

地 方 一
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8%
以上。

5

社 会 消
费品零售总

额 增 长 8%
以上。

6

居民消
费价格涨

幅 3%以
内。

7

居民收

入 增 长高
于经济增
长。

8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低于全省平
均水平。

9

完 成 国
家和省下达

的节能减排
任务。

10

抓好十大产业项
目：北斗产业园、功率

半导体核心产业链与时代
电气技改、航空动力重大专

项、三一产业基地、长株潭先进硬
质材料园、风光资源开发与产业

链、大唐华银株电扩容升级、唐
人神生猪产业链、北汽产品

升级、中车时代新材高
分子材料制造基地。

11

抓好十大技术攻
关项目:高速永磁电

机系统、航空精密铸造、
新一代轨道交通转向架、先

进高分子材料、难加工切削刀具、
国产计算机多路服务器、IG-

ZO靶材、交流特高压瓷
套、大功率氢燃料发动

机、晶圆再生利用。

12

抓好十大基础设
施项目：株洲智慧绿

色能源互联网、轨道交通
城城市更新、株洲火车站改

扩建、清水塘产业新城开发、株洲
城区主干路网提质改造、九郎山

职教科技城提质升级、株洲城
区雨污分流、抽水蓄能、京

港澳及沪昆高速扩容
（东线）、茶常高速。

13

抓好十大民生实事：新增
城镇就业5.2万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1.2万人；新增公办义
务教育学位1.5万个、资助家庭困难

学生6万人；启动市疾控中心新建项目和
市重大公共卫生医学救治中心建设；实现城

乡居民“两病”门诊用药保障20万人以上；完成市
民免费艺体培训3.6万人次；发放城镇住房困

难家庭住房租赁补贴3200户；完成老年
人居家适老化改造1000户；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80个；建设“幸福屋场”
100个；新建“四好”农村公路

300公里。
制图/胡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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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这些目标令人期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勇

●报告点击：
推动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落实“三年行动

计划”，加快推进“十大工程”，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坚持“一县一特”“一乡一

品”，实施“六大强农”升级行动，打造环中心城区休闲
农业观光带和湘赣边区休闲农业产业带，推进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建设。加快重点城镇建设，推进扩权强
镇，培育一批经济强镇。

促进乡村宜居宜业。深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推
动“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管理全覆盖，加快乡村连片开
发、组团发展。

关键词5 乡村振兴

●报告点击
优化规划定位。依法依规调区扩区，推进株洲高

新区、经开区等园区优化整合。着眼园区主特产业、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出台产业定位目录。

夯实创新平台。支持园区企业建设技术创新平
台、产业投资平台，组建株洲市科技创新联盟。

创新体制机制。深化园区管理亩均效益评价、投
融资、财政管理、绩效薪酬、人事等体制机制改革，推
动园区管理向“泛投资机构”转型。推动要素向园区
集聚、项目向园区集结、产业向园区集中。

完善园区生产生活配套，建立符合园区特色的产
城融合模式，促进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和园区“三生融合”

“三态协同”，力争园区技工贸总收入突破5000亿元。

关键词4“五好”园区

●报告点击：
加快规划有效对接。突出做好长株潭国土空间、

多层次轨道交通、绿心中央公园等重要专项规划对接。
加快产业协同协作。推进中国移动数据中心二

期等项目建设，共建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动力
为主的世界级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长株潭高速外环
线和株洲高速环线建设，打通东环北路、华强路、云峰
大道、田心大道等市际通道，构建长株潭城市群“半小
时经济圈”。

加快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三市电子证照共
享互认、跨区域一体办理。协同推进三市优质教育、
医疗资源“同城共享”。

关键词3 长株潭一体化

●报告点击：
扩大有效投资。统筹推进600个市级重大项目建

设，完成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
加快消费升级。抓好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城市

试点。加快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行动，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

促进要素增效。大力实施“三高四新”财源建设
“116”工程，发布亩均效益企业“英雄榜”，实现税收收
入增幅、占比“双提升”。

推动生态提质。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落实“双碳”要求，创建绿色出行示范城市。

关键词2 高质量发展

●报告点击：
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新增“四上”企业600

家、规模工业企业 200 家以上、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20家以上、上市企业3家以上。

加快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新增国省科技计划立
项120个以上，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1000家。

加快打造改革开放高地。实现120家以上企业“破
零倍增”，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300亿元。新引进“三类
500强”项目20个以上。

关键词1“三个高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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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

杜甫写“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
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试
过后才发现，真是好。春韭菜不拘
怎么做，略点薄盐就鲜软多汁。配
杂粮米饭，不够软但有嚼劲，很香。
配暖酒特别好。暖酒和韭菜都有种
让人嘴里“丝丝”嘘一口气的香，吃
口米饭压一下。这种氛围下，聊什
么都很暖和。杜甫真是有生活。

宋玉写“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
黄粱些。大苦咸酸，辛干行些。肥
牛之犍，臑若芳些。”那会儿的调味
料比较难找，我按着这意思，用番茄
熬汁，配了点豆瓣酱，牛腩飞水之后
熬了一下午，意外地挺好吃；汤汁浓
厚，用来浇刚熟冒香发软的杂粮饭，

真好。宋玉也很有生活啊。
苏轼写“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

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
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
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
管。”我以前做猪肉，法子换了许多
种；后来就一直按苏轼的来了：既偷
懒，又好吃。不加酒，不加姜，只是
一口气加足水，大火滚了之后，慢火
焖，中间除了去血水，什么都不操
作。到火候足时，加老抽和糖，大火
收汁。醇厚香浓，比加其他的料味
道要舒服得多。所以苏轼也很有生
活啊。

白居易写“绿蚁新醅酒，红泥小

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个体验过的都知道，都不用红泥
小火炉，雪天有点火用来呵手，火上
有点酒暖后的热香；等酒热，香越来
越浓，倒两杯，就着雪，喝一口。第
一口暖酒下去时那一下脊背发热指
尖发麻的美好。所以白居易也很有
生活啊。

大诗人都是感受家。好诗好情
境，未必要千难万险、碧落黄泉地找，特
意掰扯些大词来耍横。真大诗人要找
好境好语，俯拾皆是，自然美妙，而且我
们千年之下，都能感受到。

时光越千年，人类感受却是永恒
的。

（@某个张佳玮）

微言

圈子

冬泳圈：“冻”并快乐着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12 月 26 日，株洲迎来自
2008 年以来最大降雪，当日
室外最低温度为零下 2 摄氏
度，200 多名冬泳爱好者不惧
严寒飞雪，换上装备，在天元
大桥东头畅游湘江，其中年龄
最大的有80多岁。

这次活动由株洲市冬泳协
会举办，已连续举办七年，旨在
传递全民健康的生活理念。

大诗人都是感受家

习惯：每天打卡游泳

12 月 28 日下午 2 时，水
温11.6摄氏度，岸上气温为2
摄氏度。

在天元大桥东头一处空
地上，黄兰芳深吸一口气，伸
双臂，搓手心，拍打身体，活动
双腿，待收缩的毛孔有所舒
张，身子开始发热，他系上救
生浮球，缓慢入水。

因为每天坚持游泳，“冷”
和“麻”的感觉尚不强烈，但四
肢仍然必须不停运动，思维专
注于当下的每一个动作，每一
次呼吸。一直到游完 300 米
上岸来，更能感受这项“自虐”
般小众运动带来的回报：整个
身体格外舒畅轻快。

其实，每个冬泳爱好者下水
前的动作都不一样。有的气沉
丹田大吼几声，有的先捧一把冷
水淋到身上，有的用脚搅几下
水，感觉身体被全面激活，才滑
进水中，绝无夏日跳水般潇洒。

搏击湘江，你追我赶，比
拼技艺。上岸后，他们迅速擦
干身体，换上衣服，再慢跑一
段，让身体回温。

“说不冷是假的，我们是凭
借一种毅力，坚持下水游泳。”
冬泳爱好者思梦姐说，“刚下水
有点冷，但是游了一段距离后，
就感觉身上热乎起来。”

十多分钟后，冬泳爱好者
志远游完了全程。他说自己
一直喜欢冬泳，几乎每天都会
来湘江边游一会儿，每次游8
至10分钟左右。

黄 兰 芳 算 是 比 较 早 接 触 冬 泳 的
人。2001 年，他跟朋友“下水”，当时还
只能在水里待一分钟。慢慢地，他可以
在水里游一分钟，再增加至两分钟、三
分钟、五分钟，现在，他能畅游湘江。

虽然株洲没有正式的冬泳基地，但
冬泳爱好者队伍发展很快。2012年，黄
兰芳发起组建了市冬泳协会，从最初的
几个人，发展到现在有200多人。

“这群冬泳爱好者大部分年龄在40、
50 岁左右，最大的有 82 岁。”黄兰芳介
绍，最开始，他们有些是“旱鸭子”，几乎
没下过水，也有些人“运动细胞”为零。

活泼开朗的思梦姐，曾经左手、腿
意外受伤。2016年学游泳，然后开始冬
泳，2017 年，52 岁的她从四桥游到三
桥，全程7公里，游了近5个小时。

冬泳爱好者润华总说，自己是冬泳

的最受益者。曾经患有病毒性骨髓炎，
身体爆瘦，仅79 斤。“拥抱湘江，通过坚
持冬泳，我从79斤长胖到97斤，身体也
变好了。”她激动地说。

73岁的李明道总是乐呵呵的，冬泳
圈里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每天早
上 5 点钟坚持冬泳，这个习惯保持了十
多年，他说，“因为长期坚持冬泳，身体
一直比较健康，很少患病。”

吴安其坚持打卡游泳，已连续游了
500多天，一是锻炼身体，二是锻炼意志
力。

对于冬泳爱好者来说，坚持游泳给
生活带来许多乐趣和收获：摸索游泳技
术的提升之道，察觉自身体能的加强，在
繁重的工作之余身心得到减压，身体素
质得到明显改善，生活也更规律了，意志
力也更坚强。

事实上，冬泳也有很多讲究。
黄兰芳介绍，要想在冬天下水，准

备的过程也要提早几个月，最好在秋天
甚至夏天就开始下水，以调整身体状态
和游泳技术，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冬天入水时身体不受影响。

还有，冬泳也要科学地游。“通常水
温多少度，就游多少分钟。”黄兰芳说，

“要想享受冬泳乐趣，首先要保证安全
第一。”

在普及、推广冬泳的同时，市冬泳
协会从 2017 年起，还与株洲日报社小
记者俱乐部合作，开展“游泳知识进校
园活动”，旨在通过普及游泳知识，学习
防溺水安全常识，培养学生们的兴趣爱
好，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提高孩子们的运动水平以及避险、
自救能力，促进广大青少年的健康发
展。

改变：身体素质明显改善，生活也更规律了

公益：进校园宣传防溺水知识

▲12月26日，雪中畅游湘江的部分冬泳爱好者。刘芳 摄

内容简介：
作为巷道爆破工，陈年喜

深潜于大地 5000 米深处，用
炸药和风镐轰开山体，凿出
金、银、铜、铁、镍。

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是
王二、德成、小渣子等同样低
微的命运。后来有的人在爆
炸中跑成一蓬血雾，有的被气
浪削成了两半，只有他相对幸
运，只留下颈椎错位，尘肺病，
还有一只失聪的右耳。

翻开《活着就是冲天一
喊》，这些悲怆炽烈的生命逐
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艰辛的
劳绩，无常的生死，每一个故
事，都像陈年喜在矿山深处敲
下的石头一般坚硬，炫黑。

圈子招募令

“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
是不够的, 他还应该拥有诗
意的世界。”

人生实苦，汲汲于三餐温
饱、养儿育女，幸得还有那些
无涉赚钱养家的爱好拯救我
们日渐庸碌的日常，如果，这
些爱好还有共同的圈子好友
一同参与的话，我相信，那便
是王小波所说的那一个“诗意
的世界”。

这里是《株洲晚报》全新
打造的“圈子”栏目，如果你身
边也有这样的“圈子”的话，请
与 18673399801( 刘 记 者) 联
系，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我
们一起努力抵抗这庸碌无聊
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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