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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驰
通讯员/彭亮霞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攸县酒埠
江镇大芹村，村民邓道英一直悉心照顾着
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九旬老妇李曼姬。
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年。她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书写了一段和谐友爱的乡里佳话。

虽无血缘关系，却胜似亲生女儿
“我把新木柴给添上去了，你自己不

要搬动，别受伤了。”1月 10日上午，穿过
前院，邓道英来到邻居李曼姬家中，打理
好柴房，又帮她修剪指甲。

李曼姬今年 94 岁，口齿还算清晰，
但听力远不如以前。

进入寒冬后，邓道英经常搀扶李曼
姬到火炉旁烤火取暖，边给老人梳理银
发，边陪着聊家常。

“这些年，一直是她在照顾。”李曼姬
说，邓道英也快 70 岁了，扫地、洗碗、洗
澡、洗衣服等，样样帮做，无微不至。要是
没有邓道英，她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虽不是母女，但在李曼姬心里，隔壁
的她，胜似亲女儿。

为照顾隔壁的“娘”，三十
年从未出远门

全依靠邻居，李曼姬的后人去哪了？
村里人说，老人的儿子，30 多年前死于
意外，儿媳也相继过世。两个孙辈，孙子
常年在外务工，孙女已经嫁人，难以经常
陪伴左右。

自从主动承担照顾李曼姬的生活起
居后，这三十年来，邓道英几乎没有出过
远门，从不在外过夜。

每每说起此事，面对村里人的夸赞，
邓道英只是摆摆手。她说，早年她种了 30
多亩地，李曼姬经常帮她采收，不嫌麻烦，
如今李曼姬年纪大了，理应照顾老人。

2020年 10月，李曼姬不小心摔了一
跤，腿脚不便，需要人照顾。邓道英不顾

家中农活繁忙，依然抽空照顾李曼姬，帮
助老人寻医用药，虽然耽搁了不少时间，
但邓道英并不在乎。

“她待我如女儿，我也待她如母亲一
样。这么多年，石头都能捂热了，何况我
们从未分离。”邓道英说，她读书不多，但
知道孝是传统美德，希望后辈们能记住。

人有情，爱无私。邓道英三十年如一
日照顾李曼姬老人的故事，在当地无人
不晓。酒埠江镇大芹村支书袁金荣说，全
村 500 多位老人中，邓道英孝敬老人的
行为起了模范表率作用，激励着年轻人
加入到村里的敬老活动中，让这个小村
落，变得更加温馨。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黎
世伟 通讯员/许天元 李俊涛） 1 月
14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
节目中心《国家记忆》栏目组一行，来
到炎陵县何孟雄故居，进行了为期两
天的采访拍摄工作。

据导演陈磊介绍，栏目组在完成
长沙县缪伯英有关的拍摄后，来到炎
陵县采访何孟雄后人，拍摄何孟雄故
居等，所拍摄的内容为纪录片《绝笔》
（第二季）中的一部分，计划以何孟雄
和缪伯英这对“红色夫妻”的书信为
主线，讲述他们为革命浴血牺牲的感
人故事。按照计划，该片将于 4 月左
右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中 文 国 际 频 道

（CCTV-4）《国家记忆》栏目中播出。
何孟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北方工人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
命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共北京地
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武汉市
委组织部长等职。其妻缪伯英是中国
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的先驱者，因为两人姓名中有一

“英”一“雄”，又被称为“英雄夫妻”。
何孟雄故居位于炎陵县中村瑶

族乡龙潭村，始建于晚清时期，系江
南民宅，当地俗称“何家大屋”，现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 年，省文化
旅游厅主导何孟雄故居升级改造项
目，现已全面完工。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
毅 通讯员/张斌） 1 月 17 日晚，醴
陵经开区机关党校灯火通明，100 多
名园区干部职工聚精会神，聆听市委
宣传部一级调研员乔英镭的专题辅
导报告。这是园区“干部能力提升年”
活动大讲坛的第一讲，此后每月将固
定举行。

乔英镭以《如何提升党政干部政
治能力》为题，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政
治能力的内外动因、基本要求以及路
径方法三个方面，深入阐述了政治能
力的丰富内涵、提升要求、重大意义
等。授课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引人入

胜，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兼具。
现场，干部职工们一边认真听

讲，一边做笔记。大家表示，通过学
习，更加坚定了立场之基，补足了精
神之钙，把稳了思想之舵，加满了前
进之油，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投入到工作中去。

今年，醴陵经开区将开展名师大
讲坛、读书分享会、园企沙龙、干部下
企业跟班等形式多样、主题突出的系
列学习活动，营造想学习、爱学习的
良好的氛围，全面提升干部职工自身
素养、内涵、能力和水平，加快创建

“五好”园区。

醴陵经开区
“干部能力提升年”大讲坛开讲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邹
怡敏 通讯员/晏珍妮） 1 月 13 日，
渌口区委组织部召开疫情防控特派
员选派工作动员培训会，32 名特派
员接受疫情防控培训后，立即奔赴各
乡镇开展疫情防控督查督导、问题反
馈、协助指导工作。

当前，国内外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我市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为推动
基层进一步拧紧疫情防控“发条”，渌
口区专门组建了这支疫情防控特派
员队伍。这支队伍由区委从区直单位
中选出 32名政治素质高、工作责任心

强、熟悉防疫工作的干部担任。他们
进驻各乡镇（街道），督促指导基层一
线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特派员将发挥好战斗
员、指导员、信息员和宣传员作用，结
合疫情防控实际，督促落实工作责
任，传导工作压力。做好乡镇（街道）防
疫工作问题、建议的收集和反馈，坚持
党建引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小区、
楼栋等基层单位“神经末梢”作用，落
实“四方”责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诊断、早隔离，在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
（通讯员/戴诗颖） 春节来
临之际，为了让山区留守儿
童过上一个欢乐愉快的节
日，1月 11日，市图书馆联合
炎陵县图书馆在该县下村乡
学校开展“关爱留守儿童，送
书进校园”活动。

现场开展了我最喜爱童
书阅读推广、送书进校园、党
史知识答题、送法进校园、让
孩子健康成长等活动，帮助
同学们增加知识储备，扩大
阅读面，培养阅读兴趣和爱

国情怀。
当天，市图书馆还向炎

陵县图书馆捐赠了价值 2 万
元的书包、图书和“中国红”
围巾等新年礼物，这些礼物
后被送到下村乡 40 名留守
儿童手中。

据了解，这次送出的书籍
均来自位居全国有影响力的
儿童书榜——“2021我最喜爱
的童书”30强，这是 2021年 30
省市加盟，联合数百所学校，
号召数十万学生，评选出有益
孩子们成长增智的书籍。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
（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龙利
霞）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
越浓”。近日，茶陵县文联联
合县书法家协会到舲舫乡政
府开展送春联文化惠民活
动，活动为基层群众送来了
温暖祝福，为乡村振兴增添
了一抹新春的色彩。

当天上午，舲舫乡政府
大院里热闹非凡，书法家们
聚精会神地挥洒笔墨，书法
风格各有千秋，笔走龙蛇间，
一张张笔酣墨饱、寓意吉祥

的春联和“福”字跃然纸上，
围观群众无不感叹书法艺
术的精妙、优美，叫好声络
绎不绝。现场，村民们一边
欣赏着书法艺术，一边挑选
心仪的春联，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春节临近，我们希望通
过这一次活动弘扬传统文
化、营造欢乐喜庆温馨和谐
的节日气氛，真正将党的温
暖传递给群众，激活乡村振
兴活力。”舲舫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胡静介说。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邹怡敏 通讯
员/邓楚欣 文祎杰） 1 月 12 日，渌口区龙门镇
通三级路（太长线改造）工程项目一期施工现场，
摊铺机正将热态的沥青混合料均匀地铺到基层
上，压路机来回压实，工人们围绕着机器处理碎
料、填补细节。

该项目由县道 X048线和 X031线组成，西起
淦田镇铜锣村，东至龙门镇李家村，全长 30.37公
里。该项目按三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 7.5 米、
路面宽 6.5米，路面面层结构为 10厘米厚沥青混
凝土，是渌口区第一条按三级公路标准设计的乡
镇公路。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人车通行困难，现
在各岔口都接续到位，出行更方便了。”龙门镇村
民吴建桥说。

“该项目既是一项民生工程，又是 3A 景区的
配套工程。项目分两期进行，目前一期主体工程
已经完工，正在进行附属设施建设。”渌口区交通

事务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定介绍，一期建设涉
及龙形、太湖、永湖、果田、狮凤五个村。二期项目
预计年后启动，力争 11月全线竣工。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肖蓉 通讯员/李
放鸣） 隆冬时节，攸县宁家坪镇的米谷湖上，一座
崭新的江陂镶嵌在两岸间。这是该镇投资 150余万
元打造的新地标“米谷湖新陂”，近日通过上级主管
部门正式验收。其启用解决了当地的农业灌溉难题。

始建于清代的米谷湖江陂是该镇西乡坪阳
庙地域中心的“总咽喉”，集纳沙江上游三大支流
于一湖，关乎当地农业收成而取名“米谷湖”。米

谷湖江陂坝体狭窄，水闸全靠人工启动，因年久
失修，渐失原有功能。洪水一来，冲毁江岸，淹没
农田；旱时又难以蓄水灌溉。

该镇关注群众这一急难愁盼问题，米谷湖新
陂工程于 2020 年冬开始动工，经过一年建设，一
座设置双闸蓄排、双渠引水、双层过道、电动启动
的现代化大陂坝建成，陂坝底宽 9 米、顶宽 2.5
米、坝高 3.5米、坝长 38米、人行桥长 40米。

“英雄夫妻”故事将载入《国家记忆》

32名特派员
激活渌口防疫“神经末梢”

“编外女儿”悉心照顾老妇三十载

真情关爱山区留守儿童

茶陵：书法家下乡送春联
图为改造的龙门镇太长线。通讯员/供图

宁家坪镇米谷湖新陂工程通过验收

龙门镇太长线改造一期主体工程完工

株洲工改独创名词
知多少？

1.“拿地即开工”。创新推出技术性审查
与行政审批相分离审批模式，对规划方案、
施工图设计审查实行“技术性预审”，与土地
供给环节并联进行，在交地同时，发放“用地
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三证，
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

“拿地即开工”项目，基本在 1 周内完成
所有报建审批手续，截至目前，已实现“拿地
即开工”项目 139 个。株洲市罗莎食品加工
基地从土地摘牌到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等 4份证书，仅用时 4天。

2.“竣工即办证”。建立项目“提前服务
联席会”制度，实施联合竣工验收，将工程竣
工涉及人防、地震、气象、园林、城管、规划、
国土、房产等多个部门的单项验收改为由住
建部门牵头的联合踏勘，将原本竣工验收阶
段到房屋不动产首次登记所需的 26 个工作
日缩减至 5 个工作日以内。由住建、行政审
批、资规等相关部门上门服务，现场组织开
展联合验收、五方责任主体竣工验收及备
案、不动产登记等审批会议，同时发出联合
验收证明、竣工验收备案书、不动产登记证。
天桥起重、中国铁建重工道岔分公司、意华
交通装备等多个项目已实现“竣工即办证”。

3.“线性工程分段审批”。对市政道路、
桥梁等线性工程，按照“成熟一段，报建一
段”的原则，对项目分段办理用地规划许可、
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有效
解决长期以来市政工程项目办证难、耗时长
等问题。株洲八桥、新华桥、凿石路、政通路
等多个项目，因征地拆迁等问题，按常规审
批往往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开工，通过分段审
批做到早开工早建成早使用。

解剖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看株洲如何打造工程建设领域最优营商环境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吴楚 通讯员/朱建轩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是
行业人士，都无法准确说清工程建设要
跑多少审批。这一领域多年来是改革热
点、痛点及难点。

向改革要发展，向改革要效率。
2015年，市住建局在全省率先全面启动
工程建设领域审批改革（下称工改），从
“深水区”入手，啃“硬骨头”，再造流程。

随后至今，株洲工改作出多种创举，
一时间外地纷纷来株“取经”。2020年，
湖南省工改现场会在株召开，株洲作典
型发言，一时间“株洲工改经验”为全省
关注。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改革？到底
做了哪些突破？

创新高度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面对沉疴痼疾，改革，必须“刀刃向内”。工程
建设审批事关项目落地，事关市场活力与经济社
会发展，回首历年株洲工改举措，除了力度，更有
高度。

急企业之所急。过去，多部门分散验收工程
项目，标准不一、资料多、耗时长，企业有苦难言。
2015 年，株洲工改首个创新，便是在全省率先推
出联合审查、联合验收。

破除行业垄断。2017 年，在全省率先推行竣
工阶段“多测合一”改革，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测
绘、成果共享、依法监管”的原则，对规划、地籍、
房产、绿地、放线等测量工作实行一次委托、一次
测量，打破行业垄断。

全力为企业减负。2018 年，在多方调研基础
上，株洲顶着巨大压力，在全省率先取消社会投
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开展多图联审。

保障百姓居住获得感。2019 年，实行“交房即
交证”，让百姓住房“住权产权同步”。

让改革激发发展动能。2020 年，实施“拿地即
开工”，实现园区工业项目“极速审批”，“两招三
办”将改革实践与企业服务实现深度融合，护航

“拿地即开工”改革全面开花结果。
营造“最优环境”没有完成时。2021 年探索实

行“竣工即办证”，半个工作日内同时完成联合验
收、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备案，同时发放《不动产
证书》，实现“竣工即办证”，为全省乃至全国打造
园区版“一件事一次办”贡献了“株洲样本”；“线
性工程分段审批”，突破长期困扰市政道路项目
审批瓶颈。

拓展广度 纵深推进整合聚合

如果说，高度是改革“初心使命”的话，广度，则
是保障效果的途径。事实上，这也是株洲工改的最大
特色，即，将改革贯穿全流程，实现流程再造。

过去，房屋建筑多头测绘、部门各自为政，效率
低下且极易滋生腐败，长期让企业头疼不已。解决这
一难题，株洲全流程扩展“多测合一”。

即建立“多测合一”服务单位名录，项目竣工验
收阶段由业主单位选择一家测绘单位开展规划、用
地、房产、绿地、消防、人防及地下管线的测量工作，
为项目验收一次性提供相应的测绘成果和数据。

去年，“多测合一”再次提质扩面，将工程建设项
目实施范围从市本级扩展至全市各县市区，将实施
领域从竣工验收阶段扩展到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
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等前三个建设阶段，涵盖工程
建设项目全流程所有测绘事项，将原 13个测绘事项
整合成 4个综合测绘事项，测绘时间、测绘费用分别
下降 40%。

同时启动全过程优化“联合验收”。由市住建局
牵头，组织国土、规划、消防、人防、气象、档案等相关
部门联合验收。实行“一窗受理，集中审查，集中踏
勘，一个会议通过，一个公章办结”“五位一体”的验
收模式，耗时由原来的 4-5个月缩减至 8个工作日。

去年，株洲对产业项目实行“日批制”，减材料、
减时限、减环节，通过上门业务指导、告知承诺、延时
审批服务等方式，提供全流程主动服务，2个工作日
内完成联合验收。数据显示，去年完成联合验收项目
122个，实现“日批制”项目达 78个。麦格米特基地项
目、轨道交通城产业园厂房等多个产业项目，进件、
审查、踏勘、出件 2日内完成。

此外，全范围优化“交房即交证”。取消不动产登
记房屋交易审查，将交易备案、税款核定、不动产登
记等环节 18项申报资料精简为 11项。在项目竣工验
收备案时，对竣工结算实行后置完成。在联合验收
时，档案资料不齐全的采用承诺方式，允许房地产开
发企业在承诺时限内补齐资料即可。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已有 19 个楼盘项目完成
“交房即交证”，共计 5 万余户在交房环节拿到不动
产权证书。

流程过多自然导致大量事项办理及材
料准备，这也是令企业头疼。纵观株洲工改，

“精简”始终是主旋律。
减事项，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88 项减至

47项，取消社会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等审
批服务事项 41 项，精减近 50%，调整合并审
批程序 10项。

减材料，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申请
材料由 800余项减为 200项，精简 70%以上。

减时限，社会投资工业项目审批时间由
180多天，缩减至 15天以内，提速 90%以上。

减费用，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务，
2021 年，完成审查项目 321 个，为企业节省
费用 1033.7万元。

要让审批跑得快，要做事项的减法，也
要做服务的加法。在株洲工改中，推动线上
审批市、区、县三级全覆盖，将全市 332 家审
批服务单位、1100余家企业统一纳入工改系
统网上审批，打破“数据孤岛”，实时信息共
享，实现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一
网通办”，无纸化、零见面、零跑腿审批。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20年及去年 8月疫情
期间，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出门”，企业直接
将申报文件上传平台，审批部门在平台上实现
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信息共享、审批
节点控制及监督。审批完成后，企业自行打印
电子证照，为企业提供最大便利，享更优服务，
截止至目前已网上完成审批项目 10112项。

跑出速度 凝心聚力精简提效

2020 年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现场会在株洲召开。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