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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达影城（５月23日）

坏蛋联盟 13:20 14:20 15:15 16:15 17:10 18:10
19:10 20:10 21:05 22:05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13:05 14:05 15:10 16:10
17:15 18:15 19:20 20:20 21:25 22:25
我要我们在一起 13:30 14:30 15:30 16:30 17:30
18:30 19:30 20:30 21:30
唐顿庄园2 15:05 17:20 19:35 21:50
密室逃生2 22:30 订票热线：28106878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开奖 （开奖日期：2022年５月22日）

福彩
双色球 第2022057期 12 15 20 26 30 33 16
3D 第2022132期 5 7 2

体彩
排列3 第22132期 7 8 2
排列5 第22132期 7 8 2 1 6
7星彩 第22057期 8 5 6 6 8 9 0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
明 通讯员/夏四亮）5月21日上午11时，
随着铁路部门施工天窗点的下达，新华
桥最后一片箱梁开始架设作业。45分钟
后，随着箱梁的成功落位，新华桥重建部
分的三跨总计36片箱梁，全部架设到位。

中铁二十五局三公司新华桥拆除重
建项目负责人李江波介绍，根据原定计
划，新华桥最后一跨的箱梁架设，以每天
1片的进度，工期倒排至5月24日。但通

过与铁路部门多方沟通协调之后，加快
了箱梁架设的进度，每天架设 2 片，因此
比预定工期提前4天。

接下来，新华桥拆除重建工程将全
面进入桥面铺装施工，以及护栏、灯杆等
附属设施建设阶段，新华桥连接线、智轨
站台、通信迁改等配套工程正按计划推
进。

“确保新华桥在6月20日建成通车，
我们非常有信心。”李江波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管丽）5
月 20 日，荷塘区交通事故快速理赔服务中心启用，可“一
站式”完成报警、定责、保险报案以及定损赔付等工作。

该快处快赔中心位于荷塘区新华东路1253号爱车之
家服务站，设有办公室、警务室、接待大厅等功能区。通过
交警部门与保险行业密切合作，可以实现交通事故保险行
业与交管部门业务集中联办，完成日常工作协调调度、交
通事故责任争议划分、服务客户完成理赔业务办理等工
作。在这里，由保险公司直接处理大部分责任明确的简易
财损道路交通事故，由派驻民警对疑难及有争议的交通事
故进行责任认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崔林）保护生态环境，有严管重罚
的雷霆手段，同样有润物无声的雨露阳
光。3 月底，我市出台《株洲市生态环境
局关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项措
施》，其中明确对非主观恶意且后果轻微
的生态环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在行政
处罚中可轻罚、免罚。

究竟哪些行为属于环境轻微违法行
为？如何适用行政处罚轻罚及免罚标
准？5月19日，《株洲市生态环境涉企轻
微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轻罚、免罚实施意
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
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确。

记者梳理发现，《意见》前四条，分别以
“不予行政处罚”“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和
“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为区分，共计明确
17种适用行政处罚轻罚、免罚程序的行为。

例如“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责令停止建设后一个工作日内停止建设并
立即启动整改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
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建设单
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初次违法，责令备案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备案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从
轻或减轻处罚。

此外，我市还建立了“公开道歉承诺
减轻处罚制度”，明确“违法行为人在行
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
主动向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公开道歉
申请并在市级主流媒体或生态环境部门
指定网站上公开道歉，作出环保守法承
诺的，可以从轻处罚”。但“公开道歉承
诺之日起三年内再次出现环境违法行
为，不得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涉
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实行轻罚、免罚，“违
法行为轻微”“非主观恶意”“初次违法”

“主动消除危害”等是重要前提。
“我们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

则，采取批评教育、监督帮扶、指导约谈等
措施，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工作，目的在于
促进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依法合规
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说，对于主观恶意、屡教不改、后果
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一律严惩不贷。

新华桥箱梁全部架设到位
项目负责人：确保新华桥在6月20日建成通车，我们非常有信心

▲新华桥36片箱梁全部架设到位。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翰 摄

这些涉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
可轻罚、免罚

中高考学生身份证可加急办理

快处快赔中心再添一家

驼奶被称为沙漠中的液体软
白金，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饮用。
驼奶粉营养丰富，含钙高分子结
构小，更有利于肠胃吸收。性味
甘醇，无黏胶感，大补益气，除了
含多肽.维生素C以外，骆驼奶还

含大量人体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铁和维生
素B。营养成分和价值非常高。

为响应关爱中老年人朋友身体健康的号
召，现厂家联合太平洋保险承保推出漠北驼铃
多肽驼乳配方奶粉。高含量，益健康，有保障，
深受广大中老年朋友喜爱，特启动以诚信赢市
场，以品质换健康的全民体验，口口相传活动！

特别提醒：
1.年龄满55岁的中老年人朋友都可以免费领
取正品体验装多肽驼乳配方奶粉一罐，奶源
内蒙；每个家庭限领一份，谢绝重复领取。
2.所有经销商，门店渠道不得借机囤货，一经
发现取消经销资格。
3.厂家直供，仅限2000份，活动结束即恢复零
售价。
4.另打进电话前 100名的朋友可以额外领取
老年防滑按摩健步鞋一双作为宣传奖励，鞋
子质保一年，如有开胶，断底，可免费换新。

一款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的多肽配方驼奶
厂家周年庆钜惠，正品体验装致电领取啦

领取电话：400-8228-819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刘娜）5
月21日，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即日起至6月20日，推出
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服务举措。

2022年度中考、高考即将开始，根据省公安厅统一部
署，全市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遗失、损坏或到期的，可持
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
籍证明原件）、学生证（或准考证、学籍证明、学校证明、中
考高考报名表），就近到全市公安机关的居民身份证受理
点，申请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并办理邮政速递手续。另
外，考生在我省公安机关办理过登记指纹居民身份证且证
件遗失或损坏的，还可以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
众号，网上申请补换领居民身份证。

公安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在 5 个工作日内制出证件，
并交邮政速递部门寄送给急需用证的考生，或由考生自行
到办证点领取。对于考前遗失证件，需紧急补办的，请拨
打绿色通道服务热线：长沙户籍考生为0731-86331096，
非长沙户籍考生为0731-9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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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玻璃报》：
留存多彩记忆，折射工业荣光

策划/邱峰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军

⑥⑥
“一张厂报重新读，满腔热血起波

澜。”曾担任《株洲玻璃报》总编辑的
易建国说，接受采访前他特地翻阅了
收藏的厂报，记忆历历在目，令他心
潮澎湃。

1977 年，易建国从玻璃厂的技校
毕业，进入玻璃纤维拉丝车间当钳
工。由于擅长写文章，几经历练，1984
年，他被调去厂报编辑部。

“刚去就遇到讨论：厂报第一期是
写创刊，还是复刊？结果是将第一期
称为复刊号。”易建国说，听老职工回
忆，早在 1958 年，即株洲玻璃厂建厂
的次年，厂里就有了名叫《职工生活》
的刊物，但出刊日期和版面不固定，出
了一段时间又停了。

当初为何停刊？
记者翻阅《株洲市志》发现，1960

年，株洲玻璃厂生产平板玻璃 44.8 万
重量箱（计算平板玻璃用料及成本的
计量单位），可由于工程不配套，当年
12 月停产，并实施填平补齐与技改项
目近300项，到1965年才恢复生产。

而复刊的上世纪 80 年代，正是玻
璃厂技术提升与效益走向红火的阶
段。复刊后，厂报改名《株玻工人》，起
初是旬报，每 10 天出一期，后来改为

周报。
对易建国来说，那也是他找到热

爱的事业并逐渐发光发热的时期。从
厂报编辑到副主编、主编，他通过厂报
平台不断成长，也收获不少通向更大
平台的机会。“只是因为对厂报有了感
情，志趣所在，舍不得离开。”他说。

厂报复刊的那年，罗珺进入株洲
玻璃厂实习。作为“文艺女青年”，厂
矿车间的工作，难免令人苦闷。进入
分厂办公室后，她一边负责日常文字
通讯，一边开始了文学练笔。

罗珺的第一篇作品——微型小说
《向二十岁敬礼》，就发表在 1985 年
10 月 19 日的厂报第 4 版副刊“水晶
宫”上。

后来，株洲玻璃厂衰落，被旗滨集
团收购。易建国等职工经历降薪、裁
员等阵痛，先后离开玻璃厂，翻开人生
另一个篇章。

罗珺也于 1998 年离开厂里，和家
人南下广州。但几经辗转，那份发表
她第一篇作品的厂报，那个收藏“水晶
宫”设计图样的家庭相册，始终带在身
边，成为他们作为株洲玻璃人烙印的
一部分。

玻璃脆弱，容易破
碎。可它也通透，阳光
与色彩一经它折射，顿
时摇曳生姿，绚烂多彩。

在株洲，株洲玻璃
厂已成历史，曾经热火
朝天的生产场景已然散
落尘埃，只余下生活区
里的斑驳光影。

翻开一份《株洲玻璃
报》，被时光折叠的故事
再次展开：“一五”期间，
株洲玻璃厂作为苏联援
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之
一落地崛起；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玻璃产量一度位
居全国第三，是经济效益
最好的市属企业；厂矿生
活区，学校、医院及电影
院等一应俱全，“小社会”
里的生活有声有色……

犹如一面镜子，《株
洲玻璃报》保存着株玻
人的记忆与骄傲，也折
射出株洲作为老工业基
地的荣光。

激扬文字，反映真
善美也针砭时弊

固定日期版面后，《株洲
玻璃报》常设4个版面，头版是
要闻，2 版是理论党建，3 版是
生产信息，4版是副刊。

相比其他厂报，立足厂里
却不乏社会效应的长篇通讯，
或许是《株洲玻璃报》的一大
特色。易建国说，他写过的

《车祸之后》《爱的协奏曲》等，
事情与厂里相关，但社会影响
却不止于厂里。

比如《车祸之后》，写于上
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是一位副
厂长去岳阳出差，途中遭遇车
祸去世的事。易建国采访幸
存者后，还原了副厂长被送医
前仍在担心车上人的安危，车
祸现场附近的老百姓以及过
路车辆接力救援的感人故事。

书写真善美，也直指社会
痛点。

煤炭是株洲玻璃厂重要
的生产原料，上世纪九十年
代，煤炭资源不缺，但运力总
是紧缺，找车皮甚至要拼关
系、送礼打点，影响到了窑炉
的烧制。易建国深入调查后，
写了《黑色的咏叹》一文，揭露
背后的黑色利益链条，呼吁相
关部门重视并加以改革。

在分厂的罗珺也记得，她
写过一篇《大战煤矸石》，反映
全厂上下齐心，站在传送带旁
边挑出煤矸石的情景。“印象
太深了，完全是自己先被打
动，然后有感而发写的报道。”
罗珺回忆。

但易建国记忆最深的，还
是《迟来的玻璃“皇后”》这篇
报道。

1994 年 5 月，投资 3.1 亿
元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在株洲
玻璃厂正式投产，迅速提升了
厂里的效益。可易建国采访
后发现，多年前玻璃厂就进行
了“浮法玻璃中间试验”，试验
性生产了6毫米厚及3毫米厚
浮法玻璃。1981年，浮法玻璃
生产技术获国家创造发明二
等奖，株洲玻璃厂也是获奖单
位之一。

技术的突破在玻璃厂，为
何量产的生产线却迟来那么
多年？或许是躺在功劳簿上
的不思进取，或许是经营理念
滞后等，原因不得而知。

只是翻阅《株洲市志》你
会发现，浮法玻璃生产线投产
后的第三年，也即 1996 年，由
于诸多因素影响，市场萎缩，
株洲玻璃厂陷入困境并连年
亏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由盛转衰的转折来得如
此突然，如玻璃坠地，瞬间断
裂，惊愕之后，是无尽的惋惜
与深思。

著名书法家李铎题报头，企业盈利曾
居全市首位

除了《职工生活》《株玻工人》，株洲玻璃厂的厂报
还有个名字：《株洲玻璃报》。

改名背后也有故事。
由于谐音的关系，总有人拿“株玻工人”调侃开玩

笑，易建国担任总编辑后，也想换个更合适的报名。经
厂里同意，1988年左右编辑部向7000余名职工及家属
发起征集。最终，朴实而贴切的“株洲玻璃报”脱颖而
出。

名字有了，找谁来题写呢？
1989年，全国企业报联展在北京举行，株洲玻璃厂

也派代表携厂报参与，并从上千家企业中脱颖而出获
联展二等奖。当时，易建国也是赴京的厂代表之一，听
说著名书法家李铎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于是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请他为家乡的厂报题字。

听说易建国的来意，李铎欣然题写“株洲玻璃报”，
还送了字给这个老乡。

得到李铎题字后，厂报正式改名《株洲玻璃报》，同
时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比如拣字排版。在那个年代，
一旦发现错别字或标点符号错误，就要挑出差错重新
排版印刷，颇耗人力与成本。易建国担任总编辑后，实
行“编校合一”，编辑负责的版面自己校对，出现差错则
按情况处以1元到5元的罚款。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株洲玻璃厂
的辉煌时期，《株洲玻璃报》也相应步入盛年。

那段日子，株洲玻璃厂屡出创新成果，效益也是蒸
蒸日上：1986年，平板玻璃年实际产量居全国玻璃行业
第3位；1992年，与武汉科技测绘大学联合开发SSA双
视功能玻璃，填补国内玻璃生产一项空白；1993年，销
售收入3.2亿元，利润3518万元，成为市属企业中的盈
利首户。

对职工来说，《株洲玻璃报》记录了厂里鲜活的生
产生活场景，是大家每周的期盼。罗珺回忆，厂报每期
发放到班组，发放稍迟工人都会询问。“对我们职工来
说，厂报是最贴近内心、反映心声的报纸，大家都很看
重、爱惜。”她说，自己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段为厂报撰写
通讯报道的文字历练，日后下海经营文化公司，为客户
创作各类文案、策划方案以及书稿编辑等，才能胸有成
竹、得心应手。

一份厂报，交织着工厂与个人的故事

▲易建国收藏的《株洲玻璃报》。记者/李军 摄

▲罗珺收藏的副刊刊头设计图样。记者/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