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满头是血
民警紧急送其就医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李星）3 月 19 日，荷
塘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启动接处警运
行机制改革首日，民警将一名满头是
血的老人及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当日中午 12 时许，有群众报警
称，水竹佳苑附近有一名老人躺在铁
路边，头部大量出血，情况非常紧急。

接到报警后，巡警大队三中队三
医院岗亭值班民警宾增与同事火速
赶到现场。老人伤势严重，额头伤口
呈喷射状出血，面部满是鲜血。老人
意识有点模糊，无法清楚地说出自己
的名字和住址，只能发出难受的呻
吟。民警一边安抚老人，一边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等不及救护车前来，民警就将受
伤老人扶上警车，送往医院。直到将
老人交付到急救的医护人员手中，民
警才返回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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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业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长久以来对我

司第四代住房未来社区项目的信任和

支持！

目前第四代住房未来社区1#、2#、

3#、5#、6#、7#楼已达到《商品房买卖合

同》约定的交付（入住）条件，我司定于

2022年4月29日起正式交付给各位业

主使用。

我司已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将《入

伙通知书》邮寄至各位业主，并在通知

书内告知业主办理交付手续的时间、地

点及所需资料；届时，请各位业主按照

该通知书内容携带齐备的相关资料前

来办理收房交接手续，我司竭诚恭迎您

的莅临。

恭祝各位业主乔迁大吉、幸福安康！

特此公告！

咨 询 电 话 ：0731- 2233 2266/

2233 2277

湖南第四代住房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1日

株洲第四代住房未来社区交付公告

男子酒后开车被查
竟辩称“家有急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姚禹 龚驰骏）爱子
心切可以理解，酒驾上了高速公路则
不可取。3月18日，省高警局株洲支
队通过视频图文等方式，发布一起二
次酒驾的典型案例。

3月15日晚上9时许，该支队荷
塘大队民警在莲株高速公路白关收
费站开展违法整治行动。一辆小车
快速从高速公路上驶出收费站通道，
被执勤民警拦停检查。小车驾驶员
陈某打开车窗，一股酒气扑鼻而来，
民警要求其下车接受检查。

“等一下可以不？我老婆在医院
里，我真的很急！”陈某激动地说，他
现在没有驾驶证，晚饭时在朋友家喝
了不到一瓶啤酒。接到妻子电话称
孩子生病需要住院，他心急如焚就开
车通过高速公路回株洲市区，前去会
合。

“你再有紧急的事情，也开不了
车。喝了酒肯定不能开车。”民警对
陈某进行酒精检测，发现其体内血液
酒精含量为44毫克/毫升，属于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经查，陈某曾在
2020 年因酒驾被查处，这是第二次
酒驾了。

陈某因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 2000 元，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以 15 日以
下行政拘留。

女店主担心注册商标被撤销
公证让她吃下“定心丸”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刘明 匡翔 刘丹妮）“‘小棉袄’是我们全
家的生活来源，如果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啊？”日前，张女士向市国信公
证处求助，她使用 5 年多的注册商标面临被撤销。
于是，公证员开足马力，在两天时间内找齐证据材料，
为她出具公证书。

据了解，有了这本公证书，张女士使用的
注册商标就能保住不被撤销了。

使用多年的注册商标将被撤销？

张女士是“小棉袄”（文内均为
虚拟商标名）商标的注册人，在我市
某服装市场经营一家服装店，店名
和店内所售服饰均使用“小棉袄”商
标。因经营得当，五年多的时间，

“小棉袄”已在服装市场有一定知名
度，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期，张女
士突然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寄来
的《关于提供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
通知》。

原来，广州一家公司依据我国
《商标法》第49条的规定，以连续三
年未使用注册商标为由，于2021 年
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撤销张
女士“小棉袄”商标在第 25 类“成
品衣”等全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

册，如需保留商标，张
女士需要在规定的期
限内提供近三年的使
用证据材料。

接到 通知后，张
女士很是不解，广州
这家公司为何要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
出 要 撤 销 自
己 申 请 的 商
标呢？因缺乏
相 关 知 识 ，她
急 得 无 从 下
手，难道“小棉
袄 ”就 要 拱 手
让人了吗？

仅用两天时间办好了公证

于是，张女士来到市国信公证
处求助，“两天后就是提交证据材
料的截止日期了，‘小棉袄’是我们
全家的生活来源，如果没有了，我
该怎么办啊？”

由于时间非常紧迫，在接到申
请后，该公证处公证员立即为张女
士开通绿色通道，加快调查取证的

速度，当日下午便与助理一同赶到
服装市场开展工作。

在商铺内，公证员首先查看了
店名、店内服装的吊牌标识、包装
袋等物品，确认所有物品的标识名
称均为“小棉袄”，助理对查看过程
进行全程拍摄。随后，公证员现场
调查市场负责人和提供给商铺使

用吊牌等辅料的业务员，并随机抽
查了该商铺近三年的销售单，单据
上详细记录了商铺销售“小棉袄”
商标品牌服装的情况。

取证工作结束后，公证员又赶
在第二日出具了公证书，让张女士
吃下“定心丸”。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陈双容）当恋爱邂
逅诈骗，一个身陷囹圄，一个人财两
空。3 月 18 日，经开公安分局学林
派出所披露一起诈骗案，再次提醒
女性群众不要被“高富帅”迷了眼。

事情还得从2月15日说起。刘
女士报警称，她被交往了 4 个月的

“男友”诈骗12万余元。2021年10
月，她与谭某因工作原因结识，对方
将自己包装成很有实力的公司高
管，在全省各地都有工程，堪称单身
又多金的“钻石王老五”。为了把谭
某拉成重点客户，刘女士经常联系

谭某见面。一来二去，刘女士很快
接受了他，并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随着感情升温，谭某先后以支
付工程材料款、工程业务招待费、交
通事故赔偿、母亲外婆生病、买飞机
票等理由，从“女友”刘女士处借钱，
并许诺在归还本金时支付相应的利
息。刘女士对此言听计从，不但奉
上自己的积蓄，还通过贷款帮他解
决“燃眉之急”。

然而到了约定的还款日期，谭
某总是以种种借口推脱，最后玩起
了失联。刘女士只好向学林派出所
报警。

民警迅速开展调查，根据受害
人描述，初步锁定了谭某的活动轨
迹。在云龙大道某小区租房里，民
警将准备逃离株洲的谭某抓获归
案。

经审讯，谭某对诈骗事实供认
不讳。原来，谭某不是单身男，也不
是“高富帅”，他不但已婚生子，还欠
了100万元外债。从刘女士处诈骗
得到的12万余元现金，已被挥霍一
空。

目前，谭某已被公安机关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已婚男装“高富帅”女子被骗12万元

制图/胡兴鑫

孕育的“小产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旺

每到春天，乡间的蒿子肆意生长，微风
拂过，散发着阵阵清香。把新鲜的蒿子做
成蒿子粑粑，是株洲人享受春天的“仪式
感”，蒿子粑粑外焦里软、油而不腻的口感，
是萦绕心头的美味记忆，也是在外游子的
思乡寄托。在渌口，有个小伙子把这口“家
乡味”做成了小产业，不仅在本土小有名
气，还通过网络平台将蒿子粑粑卖到全国
各地，带动了周边乡亲增收。

乡村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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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去年发放300余万元

放弃“百道菜”，钟情“蒿子粑粑”

“我的目标是蒿子粑粑打入全
国各地湘菜馆”

蒿子粑粑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十分讲究。
“就从选蒿子来说吧，太老太嫩都不行，

老了纤维感过重，太嫩了香味不够，最适合的
是颜色为深绿色，用手一掐就断的。”黄博介
绍，蒿子收集后，先浸泡 15 分钟至 30 分钟，
让泥沙自然沉底，再用水冲洗。洗净后，用开
水煮，煮至变色后迅速捞出过凉水，这一步叫
杀青，用来去除蒿子的涩味。

蒿子存放也很重要。“杀青绞碎后的蒿子
还有热量，不能立马放入冷冻室，必须等到完
全凉下来，否则会发黄变质。”黄博在这个细
节上吃过亏。

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吃蒿子粑粑的习惯，
为了做出最佳口感，黄博买了50多种带有蒿
子粑粑标签的产品试吃，研究其长处。黄博
认为，要做本土传统的蒿子粑粑，采取炸或煎
的方式制作，带有焦香。他反复研究蒿子、糯
米、粘米的配置比例，“蒿草含量足才会香，但
太多就难成型。”黄博说，这中间的平衡点，他
足足研究了一年时间。

记者在采访时，一位本土美食“抖音”博
主上门来谈合作，“现在大概有几十个类似的
美食博主、试吃博主找我拿货，他们通过直播
带货把蒿子粑粑卖到了全国各地。”黄博介
绍，他卖的蒿子粑粑是真空包装，顾客只要加
热一下就能吃。他开设了抖音账号，现在抖
音小店上的差评率为零，顾客复购率达30%。

2021 年，工厂实现销售额近 200 万元，
也吸纳了 10 多位村民务工。“我的目标是蒿
子粑粑打入全国各地的湘菜馆。”黄博笑着
说。

远看田有色，近闻花草香。3月15日，春光明媚，醴陵市孙家湾镇观前村迷迭香产业化基
地，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一簇簇高迷迭香长势喜人，放眼望去犹如一片绿色海洋。

“5月可以采收，一亩田一年能收鲜叶3000公斤，收益可观。”指着迎风摇摆的迷迭香，该村
党委书记王礼资高兴地说，种植面积达1500亩，是南方地区目前规模最大的连片迷迭香基地。

休耕，改种迷迭香

计划，建设中国南部最美“十里香廊”

3月14日下午，记者走进渌口
区松西子社区茶元组的湖南博秧
品自然食品加工厂，工人正在忙
碌，有人用流水漂洗蒿子，有人将
浸泡好的糯米倒入石磨……来到
制作间，只见3台大型煎饼机同时
工作，一开盖，香味扑面而来，蒿子
粑粑的一面已经煎好，泛着油光，
工人们拿着锅铲快速地一个个翻
面。

工厂负责人黄博笑眯眯地介
绍，2月至4月是销售旺季，清明前
后更是旺季中的旺季，工厂加班加
点赶订单。

1987 年出生的黄博，却有 17

年“厨龄”，和朋友合伙开过餐饮
店，收入也算可观，“随着时间的推
移，感觉自己的事业好像到了‘天
花板’。”创业的想法在黄博脑海里
越来越强烈，在外打拼多年的他发
现，只要是湘菜馆，蒿子粑粑几乎
是餐桌必备，但采用正宗本地做法
的却不多，市场需求量大。

这是个机会！黄博找到了事
业发展新方向，2018年，他将家里
二层小楼改造成加工坊，“上百道
菜都做过了，难道还做不好一个蒿
子粑粑？”黄博信心十足，他带着成
品去“扫街”，一个一个门店推销，
送给对方品尝。有时，他一天跑了

30家门店，却没一家要货的，就找
朋友“吐槽”寻求安慰，“细节决定
成败。”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饭店上菜快，一次要下锅五六
十个，而黄博做的蒿子粑粑容易粘
连，不易分离。黄博听取建议，多
次尝试改进配方，最终解决了这个
问题。渐渐的，黄博的蒿子粑粑做
出了名气，不仅为株洲本土知名饭
店供货，也卖到长沙。

随着业务的扩大，原材料需求
量也增加了，附近许多老人把采摘
的新鲜蒿子送过来，有的甚至是从
朱亭过来的，工厂一天至少要收
1000公斤。

“在家门口务工，一天能
赚100多元，吃住在家里，不
比去外面打工差。”村民张丙
香高兴不已，“干完活，手上
还有香味。”

“发动农户参与到迷迭
香基地种植中来，带动 300
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王礼
资表示，一批年龄偏大且无

一技之长、无法外出打工的
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收入。

“仅去年，就解决了村里
240 名剩余劳动力就业问
题，发放村民工资 300 余万
元。”赵天明说。

种植迷迭香，富民也富
村。通过土地流转，加之村
级自种 100 亩，去年实现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30 余 万
元。

“基地在家门口，就业
在村里头，大家有事做，打
牌的都少了，村民在思想和
行动上有很大改变。”王礼
资说，“简单来说，村里有个
什 么 事 ，大 家 都 会 积 极 响
应。”

迷迭香是一种新型天然
香料植物，一次栽植可多年
收采。从迷迭香的花和叶子
中能提取具有优良抗氧化性
的抗氧化剂，广泛应用于化
妆 品 、食 品 以 及 药 品 等 领
域。另外，迷迭香花卉也具
有良好的观赏价值。

前些年，观前村农田缺
水，要休耕，村里提出改种耐

旱经济作物，既不让耕地抛
荒，又帮助村民增收。

2019年11月，观前村以
集体经济收入作为启动资
金，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即醴陵市观前绿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引进湖南布
谷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
同打造迷迭香产业化基地。
当地村民流转土地给基地，

在基地打工，也可以自己种
植，由公司统一收购。

2020 年，迷迭香开始在
观前村大面积栽种。“次年就
采收，一年两收，以后连续 6
年至7年都有收成。”湖南布
谷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赵天明介绍。

目前，该基地加紧建设生产加工车间，拉长迷迭香产业链，
现已完成部分配套厂房建设。

记者了解到，孙家湾镇计划在观前村设立“醴陵迷迭香博
览园”，围绕该基地建设一条中国南部最美的迷迭香“十里香
廊”，将闲置民房改装成民宿，打造休闲观光旅游产业，挖掘产
业附加值，增加村民和村集体收入。

该镇党委负责人表示，镇里工业较强，迷迭香产业化基地
的引入，加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计划5年内种植规模达1
万亩，做强迷迭香全产业链，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农业助推旅游
业的产业生态闭环，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综合实力。”他说。

▲黄博将做好的蒿子粑粑送往包装间。
记者/邹怡敏 摄

▲游客在迷迭香产业化基地观赏。
记者/刘毅 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刘娜 廖建翔 陆杏聪

拉长的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