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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人员还走访了嵩山路街道香山社区、
马家河街道高塘社区，两个社区卫生状况明显
改善，摩托车乱摆乱放情况整改效果较好。但
两个社区便民窗口的智能便民设备均未按要
求开启，宣传栏要么不规范，要么时效性差。
先期检查中，高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名称
标识不规范的问题未整改。

督查人员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对问题及时
整改到位，开展自查自纠，查漏补缺，在细节上
下功夫。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芦淞区江南世家小区因环境脏
乱差，上周曾被创文督查曝光。5 月 14 日，龙
泉街道立行立改，组织机关干部、志愿者 100
余人到小区开展集中整治。

江南世家属于老旧小区，共有 2000 多名
居民，由于物业费收缴率较低，小区的环境卫
生属于“老大难”问题。

14日上午，一场“大扫除”在小区展开，“牛
皮癣”彻底清除，私搭乱建全面清理，小区整体
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其他问题的整改工作也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紫金华府小区：
商户当街屠宰屡教不改

4月22日、5月11日，《株洲日报》《株洲晚报》
分别刊登了天元区紫金华府小区某商户当街宰杀
活禽处理水产且拒不改正的报道。12 日，有市民
拨打晚报新闻热线28829110反映，当街屠宰现象
依然存在。

针对该商户屡教不改的态度，13日上午，栗雨
街道城管中队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将该商户店外
的物品全部清理干净，并对紫金华府小区沿街门
面下发“门前三包”责任状。城管中队湘湾片区负
责人王启贤表示，接下来，城管中队会加强巡查，
一经发现再有占道经营行为，将予以暂扣物品。

竹山小区：
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现象未整改

竹山小区是安置房小区，创文实地测评中曾
因卫生问题扣分。督查组月初检查时发现小区卫
生状况较差，占道经营、堆放杂物、私装地锁、车辆
违停等问题突出。此次回访，相关问题整改情况
不理想。

小区入口右侧的僵尸车仍停放在原处，车辆
周围堆放杂物；人行道被游商占据，绿化带内有鱼
鳞、动物内脏、包装袋等垃圾；11栋、12栋私设的地
锁未拆除；空中线缆杂乱无章，飞线充电现象随处
可见；居民楼一楼私搭乱建现象普遍，楼道内堆放
了不少杂物。

督查人员对相关责任人的工作态度进行了批
评，要求5个工作日整改到位。

香山社区、高塘社区：
宣传栏不规范、时效性差

立行立改
江南世家告别脏乱差

相关新闻

整改不到位 天元区一些小区仍存乱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里面气味很重，路过要憋气。”
5 月 11 日，有市民反映，有条健身步
道从分袂亭下方穿过，形同隧道，里
面存在随地大小便现象，卫生状况堪
忧。

记者现场核实发现，分袂亭附近
的湘江边，分布有一条游道和一条健
身步道。随着汛期湘江水位上涨，游
道已被江水淹没。从分袂亭下方穿
过的健身步道，成为散步市民的重要
通道。步道一侧还有很大的空间，如
同一个大厅，分布有多根立柱。有男子躲在立柱
后面小便。

大厅内没有照明设施，臭味重，多处立柱和墙
壁上写有“严禁大小便”的提示。步道边有一堆建
筑垃圾未清理，有老鼠出没。

在江边散步的胡先生称，其实附近就有建宁驿
站，希望过往行人不要在分袂亭下方的大厅随地
大小便，不要给环卫工添负担。建议管理部门在
此处增设照明设施和监控设施，为行人通行提供
便利，加强安全防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廖智勇）市创文办督查组
在前期走访检查过程中，发现
天元区不少居民小区尤其是老
旧小区存在占道经营、飞线充
电、乱堆杂物等现象。督查人
员将问题现场交办，要求相关
单位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5
月13日，督查组回访发现，不少
之前查出的问题仍未整改。

▲竹山小区占道经营现象依然存在。 记者/廖智勇 摄

这条方便健身的步道 成了“方便之道”

▲分袂亭下方通道，有人在此处大小便。 记者/刘平 摄

88场文艺演出
双休日进社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温琳）热情欢快的舞蹈、形式新颖的
旗袍秀、精彩纷呈的歌舞剧、喜闻乐
见的相声……5 月 14 日，在荷塘区
茶园小区，株洲市“文艺轻骑兵 创
文进社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走进88个社区送文艺演出

该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牵
头，市文旅广体局、市文联联合举
办，围绕“为百姓干事、让百姓知晓、
请百姓参与”为目标，以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整改工作为主线，以提高市
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重点，充
分利用“周周乐”群众文化品牌，丰
富创文宣传形式，提升文明素质教
育效果，引导市民群众做文明创建
的传播者、践行者、推动者。

活动将在创文整改期间走进88
个社区，利用双休日送文艺演出，同
时开展向不文明行为宣战的宣誓仪
式。每场演出有六七个节目，时长
不超过 1 小时，由市戏剧传承中心、
星级文艺团队、文艺家协会、社区共
同演出，包括歌舞、相声、小品、快
板、乐器演奏、书画表演、剪纸等。

节目内容向不文明行为宣战

相声《做人要文明》、花鼓戏联
唱《补锅》、歌舞剧《星星的告白》、旗
袍秀《绿色时尚》……在茶园小区，
一个个形式新颖、内容精彩的节目
轮番登场，用紧跟时代、贴近群众、
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赢得台
下阵阵掌声。

记者注意到，“文艺轻骑兵 创
文进社区”系列活动的节目内容，以
正面宣传城市环境面貌、市民文明
素质、群众积极参与创文以及抨击
不文明行为为主，涉及垃圾分类、文
明出行、文明驾驶、文明上网、文明
排队、依法文明饲养宠物、节约粮
食、节约资源、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邻里礼让互助、关注未成年人成长
等，抨击高空抛物、小区违规搭建、
油烟噪音扰民、占用公共用地种菜
等不文明现象，向不文明行为宣战。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群
众在观看接地气的文艺节目过程
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自觉培养
良好生活习惯，自觉遵守文明行为
规范，理解和支持文明创建工作，从
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市民争创热情和
激情，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整改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和精神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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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导报》69载栉风沐雨
见证株洲航空产业的奋斗诗篇

策划/邱峰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李晨 章玉洁

湖南省厂矿企业报登记证“第1号”

《工人导报》是1952年筹备，1953
年1月创刊，报名是当时的厂长定的，
报头则是原331厂（现称“中国航发南
方公司”）里的书法老师所写。

据时任《工人导报》总编辑的任基
安老先生回忆，《工人导报》不仅是株
洲第一家厂报，也是省里的第一家，因
为在湖南省厂矿企业报登记证上，《工
人导报》是“第1号”。《工人导报》出版
以后，反响很好，许多厂矿派人前来学
习取经，并随后在株洲的多个企业中
兴起了一股办厂报的热潮。

331厂是军工企业，它的命运从诞
生之日起便注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
连，《工人导报》创办初期时刻关注国
际形势和国防安全，相应转载与原创
的报道不计其数。

1954年的8月，331厂成功研制出
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实现了“从
无到有”的跨越，毛泽东主席还写嘉勉
信祝贺。在当时的报纸重要版面，刊

登了职工就此创作了漫画，标题名为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希望》。

尽管是职工们最喜欢的刊物，但
由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困
难，《工人导报》于 1961 年 12 月 29 日
停刊。1964 年，为加强工厂思想政治
工作，工厂党委决定，于 5 月 1 日恢复
办报，当时331厂又称“国营湘江机器
厂”，于是报纸更名为《湘江报》。

由于特定时期的需要，《工人导
报》几经更名。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四个现代化
建设如火如荼，1982 年 7 月 1 日起，

《工人导报》恢复为4开4版的周刊，每
期印刷2200份，免费发至班组。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是《工人导
报》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报纸告别传
统铅印，采用激光照排技术。《工人导
报》又创造了一个省内“第一”——湖
南省第一份采用激光照排技术的企业
报。

厂报是他们成长的摇篮

黎福清今年 85 岁，青年时从株洲
航校毕业，被分在 331 厂当工人。年
轻时，黎福清喜欢文学，喜欢读书，下
班之后经常跑331 厂图书馆打发单身
的青春岁月。他告诉记者，《工人导
报》于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亦师
亦友，更是帮助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

“领路人”。
1957年，黎福清写了一首小诗《下

班路上》投寄到《工人导报》，没想到不
久就发表了，编辑部还给他发了一元
钱的稿费。这是黎福清发表的处女
作，望着自己的作品变成了铅字，他心
中的一颗“种子”悄悄发芽。从此以
后，黎福清的写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积极给各级报刊投稿。在331 厂
工作两年之后，他以工人作家的身份
调至市里的宣传文化部门。

黎福清喜欢集报，他收藏了株洲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厂报几十种。
在他收藏的一份 1983 年 5 月 18 日出
版的《工人导报》上，头版头条的消息
引人注目：“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正
式成立”，这在当时是件喜事，因而这
份《工人导报》报头套红，表达航空人
的祝贺与殷切期盼。

张吉春今年 75 岁，曾在《工人导
报》上发表稿件（图片）近百篇。时至
今日，张吉春还保存着《工人导报》给
自己颁发的“连续十年优秀通讯员”证
书。

张吉春说，改革开放以后，正值株
洲工业企业经营红火的时候，《工人导
报》一般是早晨发报，工人师傅都会抢
着看。工厂有重大攻关项目时，还要吃
一些小灶——出加刊、办增刊、推专刊。

在青葱岁月里，张吉春保留了工
厂那种“拼命三郎”的血性，每天冲到
基层第一线，捕捉到好新闻。让张吉
春印象最深的，是《工人导报》曾在头
版刊登一组南方大道竣工的组图。“一
整版都是我拍的照片，那时企业和职
工都很看重厂报，车间工人要是能在
厂报上发表文章或照片，再得几元稿
费，是非常牛的事情。”张吉春说。

报纸的地位十分重要，331厂也非
常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与培养，据悉，

《工人导报》立足依靠员工办报纸，很
多员工通过厂报崭露头角，最终脱颖
而出，由生产一线调入管理部室乃至
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还输送到社会，交
流到政府机关等。

荣光还将继续

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调整国民经
济方针，军工产品产量萎缩，这时的

“南方人”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瞄准
摩托车开展了二次创业，让“南方红”
开到了大江南北。

从当时《工人导报》报道中可以得
知，90年代初，南方125系列摩托车发
动机月产量已突破 10000 台，1991
年，南方摩托被选定为北京亚运会开
幕式的开道车和表演车，说当时的南
方摩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点儿
也不为过。

2003 年，按照国家主管部门“内
部资料性出版物不得使用XX报”的相
关规定，6月3日起，《工人导报》更名
为《南方动力》。2009 年 1 月 9 日起，

《南方动力》更名为《中航动力》，并改
为4开四版的彩印周刊，从此，这张老

厂报开始了“彩色时代”。
为更好地适应公司发展战略和企

业文化建设的需要，满足基层单位新
闻宣传的需求，2009 年 6 月 5 日，《中
航动力》“长大了”，由4开扩版为对开
的周刊，报头题字采用电脑字库中的
毛体草书，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航动力》。
从公司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

航空发动机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央企劳模、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能
手，在“南方人”71年的发展历程中，厂
报之于厂，固然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
却又不仅仅是记录者。在将来，企业
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但只要报纸还
在，报人的责任担当就会在，“331”故
事就会永远讲下去。

作为全国有名的工业城市，株洲市芦淞区的董家塅，
是很多株洲人印象里的大厂矿生活区，从供电供水供热，
到医院学校食堂，再到报纸闭路电视，厂区内一应俱全，
数年间，这里运行着完整的社会体系。

有人曾说过，若想全面了解一个老厂，看厂史不如读
厂报。因为在这个由纸与墨构成的舞台上，它承载的不
光是历史，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从《工人导报》《湘
江报》《红湘江》《红湘江简讯》《湘江简讯》《南方动力》到
如今的《中航动力》，这份企业报忠实刻录了中国航发南
方公司发展的历史足印，也见证了几代“南方人”风雨同
舟的历程。

⑤⑤

▲2009年6月5日的《中航动力》。
记者/杨凌凌 翻拍

▲2001年9月18日的《工人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