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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言博成） 6

月23日，位于渌口经开区的株洲西创·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正式开工。建成后，产业园预计招商引资入住企业20家，达

产后年产值超6亿元，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1000人以上。

西创·智能制造产业园位于湘渌大道与昭陵路交汇

处，一期开发建设用地 82亩，共配置 14栋厂房，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园区围绕渌口区“一主一特”产业布局，打造

以新材料、装备制造为特色的专业产业园区，对城区经济

社会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将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株洲西创·智能制造
产业园开工

日前，株洲市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合会会员代表等人来到醴陵班

龙服饰广场，开展党建交流活动。党

员示范岗、党建文化长廊……大家

实地参观党建元素浓郁的店铺，一

边走一边听，称赞“班龙服饰党建氛

围浓厚，充满活力，是高质量党建引

领非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

例”。该广场党支部书记赵石毛还分

享了其“党建引领，创新发展”的亲

身体会，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事例，一

张张带着温度的图片，一个多小时

的宣讲，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今年 6 月 29 日，醴陵班龙服

饰广场党支部被授予“株洲市两

新领域标杆党组织”荣誉牌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王晋 摄

株洲新阶联赴“班龙”学党建

外来物种入侵，打破生态平衡，其防治重要性不言

而喻。

本月初，我市启动了外来物种入侵普查工作，全市

农业系统抽调 50名技术骨干，深入田间地头排查外来入

侵物种种类、面积和发生程度，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外来

入侵物种的科学防控提供数据和平台支撑。

“判断外来物种是否有害，本身是有滞后性的。”湖

南农业大学教授周倩在培训会上介绍，外来入侵物种的

危害一般具有潜伏性，很容易被人们忽视，这需要建立

检测预警机制，及时掌握外来物种的消长状态，为开展

科学防控提供基础。

事实上，防治外来有害入侵物种一直是我省农业生

产中的一件大事，省相关部门不仅公布了数批外来入侵

物种名单，还就其形态特征、地理分布、控制方法进行了

详细的整理和分析。

对日渐泛滥的外来有害入侵物种，株洲各地也采取

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在炎陵县，“铲除福寿螺，保农业丰

收”大行动，每年在田间地头上演；在醴陵市，铲除加拿

大一枝黄花，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渌口区，当地农业

部门整理出一套福寿螺防治技巧：在河边或沟边拦网，

阻止福寿螺进入稻田；水稻幼苗期时，采取茶枯防治、生

石灰防治和药剂防治；推广水旱轮作“稻-油”或“稻-鸭”

共生模式，开展生物防治。

但是，外来有害入侵物种的防治，仅靠一个地区或

单个部门的力量，十分有限。在外来物种风险评估、预

警、引进、消除、控制、生态恢复、赔偿责任等方面，我国

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刚性规定，导致了外来物种的引

进门槛很低。

“外来生物监管涉及农业、林业、卫生、环保、海关、

检疫等多个部门，哪一个环节监管缺位都会引发严重后

果。”肖恩德建议，防治外来物种入侵需要建立“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要利用技术手段完善“早发现、早预警、早

应对”的监测预警网络，紧盯重点区域、关注重点时段，

突出重点物种，采用“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化技术与手

段进行监测和检测。

另一方面，要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阻断外来入侵

物种蔓延“通道”。“比如，要强化物流环节抽查检测，避

免外来检疫性病虫害通过网购、集装箱等现代物流体系

蔓延。”肖恩德说。

对普通百姓而言，外来入侵物种其实离我们的现实

生活不远，很多人缺乏对外来入侵物种危害的知晓。这就

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相关科普知识宣传，让更多人自觉

参与到防治行动中来，做到不购买、邮寄境外活体动植

物，不携带国外动植物及其标本、种子入境，不随意丢弃

来自境外的食物和果核，不随意放生原产境外的动物等。

“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进行封控检测，才是健

康的引入渠道。”唐仲兴表示，让有意引入变成有益引入，才

能更好地把好外来物种引入关，不让外来物种反客为主。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尹安 庞媛

“姐妹们，赶紧跟我出发，早点排队参

加义诊！”6月 29日早上 7时许，嫁到茶陵

县严塘镇龙井村的谭云彩，急匆匆出门，

叫上 3个邻居，一起驱车赶到娘家湾里村

（又被誉为茶陵的“红军村”），没有回家探

望，转而直接来到该村红军广场抢座位。

7时30分，天空突然下起小雨，浇不灭

红军广场上群众们的热情。广场两侧5个白

色大帐篷和一个白色集装箱格外抢眼，中间

遮雨棚搭建的主舞台下，摆满了长凳。从茶

陵各地赶过来的群众，在主舞台前挤得满满

当当。谭云彩赶到时，只能抢到靠后的几个

位置，摇手和坐在前排的母亲、姐姐打招呼。

吸引人们赶来的，是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大咖云集的“重量级”义诊团，共有 10

位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专家坐诊，40

多位湘雅医护人员及近 20名茶陵人民医

院医生配合义诊。义诊会场两旁的帐篷和

集装箱，是湘雅医院国家应急医疗队的移

动诊室，包含手术帐篷、超声帐篷、心电图

检查帐篷、放射照片区等，里面设备一应

俱全，准备义诊中使用。

上午 8时 30分，健康义诊活动正式启

动，恰逢天公作美，云开雨散，金色阳光洒

满会场。随着主持人介绍前来进行义诊的

专家，现场不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茶

陵县相关领导介绍去年来湘雅牵手茶陵

后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感激和赞扬的话语

不时从群众区传来。

考虑到群众急切期盼义诊的心情，活

动仪式在短短 20 多分钟内就结束了。现

场，医护人员迅速调整将主席台前的桌椅，

这里很快变成 T型义诊区。5分钟后，随着

喇叭里传来的一声“义诊开始”，等候已久

的群众们，立马来到前方登记区，围了个水

泄不通，在茶陵县人民医院的志愿者引导

下，有序领取诊疗本，填写个人信息。一旁，

湘雅医院的医生还拿着喇叭，讲述一个个

常见疾病早筛早诊早治的小故事。

不一会儿，填好信息的群众们，就在

义诊区前方的血糖血压测量区排起长龙。

来自湾里村的谭运苟有幸排到了靠前位

置，测完血糖血压后，他带着以前的病例

报告，跑到血管外科义诊桌旁，接受湘雅

医院血管外科亚专科主任王伟的诊断。

“你的心血管疾病控制得当的，不用

担心，先在一旁做个心电图看看结果，我

们还有免费药品发放！”在王伟柔声的建

议下，谭运苟的表情越来越放松，听说不

仅现场能做心电图，还有免费药品领取，

脸上笑开了花。

“没想到来的都是专家，听了他的诊

断，我放心多了。”不一会儿，做完诊断的

谭运苟，走出医疗帐篷，急不可耐地给远

在外地的子女打电话报喜。

由于从茶陵各地赶来的群众络绎不

绝，原计划到中午 12时结束的义诊，延长

了近一个小时。这次活动共接诊 300 人

次，发放药物 300余盒。

舍不得离开不只是前来看病的群众，

不少湘雅专家也是感慨连连。正在整理群

众资料的王伟说：“第一次来茶陵，还是在

红军村义诊，红色是湘雅不变的底色，能

为老区人民义诊，十分有意义！”

去年 3月 15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

手茶陵县人民医院打造医联体后，第一批

驻茶支援的泌尿系肿瘤专科主任陈敏丰，

也参加了这次义诊，这是他第 6次在茶陵

开展义诊活动了。“这次义诊，我们根据农

村常见疾病及茶陵医疗短板，安排了 10

类科室的专家，免费发放药品，就是想为

老区人民多作贡献，让老百姓足不出村享

受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

6 月 28 日，本报刊发了《攸县 600 余名联企干

部入企排忧解难》一文。攸县机关干部下沉一线，

开展面对面、心贴心、零距离的入园联企行动，为

企业送去及时雨。一方面，助力园区企业驶入发展

快车道，加快市场主体培育；另一方面，助力机关

干部以务实举措，转变作风提升能力。笔者认为，

这样的干部不妨再多些，这样的行动不妨再频些。

市委书记曹慧泉曾强调，要大力培育市场主

体，为打造“三个高地”提供有力支撑，其中重要举

措就是优化政策供给，强化金融保障，做好企业服

务，让更多市场主体长得出、变得大、活得好。

干部俯下身，企业笑开颜。机关干部下沉一

线，一对一、面对面地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减少了

打电话、填表格、走程序等流程，缩减了园区企业

反映诉求的时间成本；机关干部对园区企业分类

对待，精准施策，帮助指导企业解决烦心、闹心、堵

心事，用“真心”服务换来企业“舒心”，促进园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新活力。

实践出真知。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在市场培育

的主战场上摔打锻炼，在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

机关干部也能学习到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要素配

置技巧、胆略和眼界，促使干部在“接地气”中吸取

养分、砥砺品质、提升能力，为打造“三个高地”提

供更加坚强的能力保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入园驻企，考验的

不仅是机关干部的作风，还有沟通能力和处事智

慧，只有走心走实，才能见行见效。可以预见，随着

一大批联企干部“沉”下去，一批敢担当、善作为、

懂经济的“勇立潮头型”干部肯定能“站起来”，真

正做到问题解决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干部成

长在一线、能力提升在一线。

干部沉下去
能力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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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湘赣边，湘雅在行动

“红军村”来了“大咖”义诊团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赵小山 江烨 谭懿恒）
直面现状找原因、对比先进寻差距、

理清思路谋发展。6月28日晚，一场

特殊的交流会在渌口区举行，该区

20 位乡村“领头雁”围绕村级集体

经济“消薄”攻坚“一村一策”情况，

分别做经验介绍和表态发言，接受

区领导、相关单位责任人检阅。

“一开始，我村竹子加工厂因

管理人员专业知识不足、销路不畅

等原因，亏损 6万元，村支两委及时

调整思路，以场地出租方式引入战

略合作伙伴，让专业人干专业事。

现在村集体年收入有 20 万元，村

民南竹收入达 300 万元。”会上，龙

潭镇龙潭村等 10 个村的党组织书

记，从村情村况、发展模式、收益分

配等方面，分享了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背后的故事，为其他村提供智

慧和经验。

近年来，渌口区大力开展农村

“三变”改革，通过壮大农业产业、

入股企业分红等措施，实现村级集

体经济“空壳村”清零，但“薄弱村”

超过全区乡村数量的 50%。

“在‘一村一策’评比中，我村排

名靠后，身为村党支部书记，我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究其原因在于没有

充分整合资源、吃透政策，对自身发

展底数不清，内生动力不够。”

“我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

于光伏发电项目，发展模式单一，

依赖性强，下一步打算盘活闲置农

房开发民宿，拓宽增收渠道。”

“发展乡村产业，离不开社会

资本、各方人财物的投入，我们将

探索‘支部+合作社+企业’的模式，

打造‘湘莲+休闲旅游’基地。”

会上，村级集体经济“消薄”攻

坚“一村一策”评比排名后 10 位的

村党组织书记逐一发言，大家脑门

冒汗、心跳加速，但都勇于直面差

距与不足，认真剖析落后的原因，

明确发展规划，作出庄严承诺。

乡村要振兴，集体经济必须强，我市明确提出

要在年内实现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清零。渌口区

全面压实“消薄”集中攻坚的各方责任，明确将“消

薄”工作与奖惩、干部使用挂钩，对未完成任务的

村，村书记将予以免职处理，村干部绩效奖减半，镇

和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驻村干部及相关责任人当

年和次年不得提拔重用和评优评先；对完成任务的

村，给予不同等次的资金奖励，以真刀真枪提升“薄

弱村”、做强“壮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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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客为主的外来入侵物种

科普宣传栏。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肖恩德 尹照

6月中旬，正是玉米播种季。

在攸县桃水镇谢家坪村，本

该赶农时的夏健康却不紧不慢：

“让农技专家先评估一下吧。”

要评估的是虫害。夏健康是

当地规模种植户，水稻、蔬菜和经

济作物均有种植，但几年前一种

外来入侵生物——草地贪夜蛾，

重创了即将丰收的玉米地，让他

至今心有余悸。

频频发生的外来入侵物种，

在田间地头大行其道，给农业生

产造成重大损失。据市农业农村

局统计，株洲已出现的外来有害

入侵物种近 20 种，危害农作物总

面积达到 60万亩

它们会造成何种威胁？从哪

些途径入侵？如何科学防治？近

日，株洲日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反客为主的外来入侵物种，何

以大行其道？

“外来物种进入主要有人为和

自然传播两类，从实际情况看，80%

的物种进入属于人的有意引入。”唐

仲兴介绍，株洲地处北纬 26°至

28°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光热充足，降水丰沛，气候

条件比较优越，适合各种外来生物

的生存和发展，另外，株洲是一座交

通枢纽城市，发达的公路、铁路、航

运等，为外来物种入侵提供了有利

条件。

2001 年，在株洲县平山乡（现

为渌口区龙门镇）的铁道旁，一种混

迹于稻田的新虫害——稻水象甲，

进入人们视野。与一般病虫害不同，

稻水象甲成虫啃食稻叶，幼虫蛀食

稻 根 ，一 般 造 成 水 稻 减 产 15％ 至

20％，严重的减产 50％以上，甚至

导致绝收。

专家现场调查发现，稻水象甲

是由铁路运输的稻草铺垫物带入我

市，最初发生地在货运火车的停靠

点周围，并且迅速向全省其他地方

传播。据介绍，2006年株洲县（今渌

口区）曾发生大规模灾情，30 余万

亩稻田饱受摧残之后，当年造成粮

食减产 4000吨。

稻草铺垫物携带虫害，通过铁

路沿线养护逐步传播，是自然入侵

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是通过人

为原因引起，而是通过风媒、水体流

动或由昆虫、鸟类的传带，使得植物

种子或动物幼虫、卵或微生物发生

自然迁移，造成生物危害所引起的

外来物种入侵。

与自然传播相比，人为因素更

是加剧了外来物种的入侵。

水葫芦最开始被当做观赏花卉

引入我国，人们还把它当做家畜饲

料大量推广种植，然而，其旺盛的生

命力和惊人的生长速度，可以飞速

扩张地盘，只需短短几天就可以占

领池塘的整个水面，甚至能把河流

和湖泊的水面覆盖得严严实实。

水葫芦疯长后遮蔽了水面，水体

得不到阳光的照射，水中的有机物腐

败发臭，导致水中的氧气减少，鱼虾

等水生生物因此大量死亡；死亡的

水生生物腐烂后吸引蚊蝇，为血吸

虫等有害生物提供了滋生地，对环

境健康与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实在水葫芦原产地巴西，有

一种专吃水葫芦的昆虫，叫水葫芦

象甲，是水葫芦的天生克星，而我国

没有这种水葫芦的天敌。”唐仲兴表

示，一个地方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

了特有的生态系统，一旦引进克制

水葫芦的天敌，平衡被打破又容易

弄巧成拙。

福寿螺原产于亚马孙河流域，

上世纪 80年代，广东人把它当做餐

桌上的美食引进。后来，由于肉质不

佳，加之在广东、北京等地出现食用

福寿螺感染管线虫病的事件，福寿

螺逐渐被当地人弃养。

这些被弃养的福寿螺进入自然

界后，由于缺乏天敌，气候适宜，而

且繁殖能力惊人，泛滥成灾，祸害湖

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而世界公

认的“生态杀手”巴西龟，则在宠物

市场上到处可见。

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所有外来

物种都是有害的。

比如，西瓜、玉米、番茄、土豆等

很多外来物种在历史上实现了本土

化改良，与我国生态完美相融，成为

我们今天食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如今，我国每年依然会通过特定

渠道，正常引进国外某些物种。

【探因】人为因素加剧入侵生物传播

外来入侵物种，即某些生物

物种由原产地通过自然或人为途

径迁移到新的生态环境，脱离控

制并在当地生态中定居、繁殖和

扩散，最终明显影响当地生态环

境，损害当地生物多样性。

根据《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我国已发现 660 多种外来入

侵物种，其中 71 种对自然生态系

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

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反客为主、霸道贪婪，是外

来有害入侵物种的共同特征。”长

期从事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市农业

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唐仲兴说。

2019年 1月，我国云南普洱市

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虫灾

很快传到广西和广东，之后极速

向北扩展。此前，它已在全球 100

个国家引发虫灾，联合国粮农组

织就草地贪夜蛾发出全球预警，

将其列为世界十大害虫之一。

到当年 6 月 5 日，我市共有 5

个县市 24 个乡镇发现草地贪夜

蛾，危害面积达到 1244.1亩。“足足

有 200亩，并且持续扩散。”夏健康

记得，这种虫子专挑玉米嫩叶啃

食，蠕动着肥胖的身子昼夜不歇，

根肥叶壮的玉米，短短两晚就变

成“光杆司令”。

草地贪夜蛾破坏力极强。它

特别能吃、能生、能飞、能活，其寄

主超过 300种，几乎所有植物都是

它的“盘中餐”，禾本科植物玉米、

水稻等是它的最爱；一只母蛾每

次产卵 100 粒至 200 粒，一生可产

卵 900粒至 1000粒；该蛾每晚可飞

行 100千米，整个生命周期最大飞

行跨度长达 1600 千米；该虫 30 天

左右一个世代，而且没有滞育现

象，能越冬存活。

不仅是草地贪夜蛾，近年来

“赖”在株洲的还有稻水象甲、福寿

螺、水葫芦、空心莲子草、加拿大一

枝黄花等，它们生命力强、破坏力

大，且没有天敌。“入侵时间大多介

于 1958 年到 2005 年之间，其中以

福寿螺发生危害最为严重，其次是

空心莲子草，其它如地毯草、土荆

芥、一年蓬、飞机草等，则在局部地

区出现。”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资源

保护与利用科负责人肖恩德介绍。

福寿螺被列为首批入侵中国

的 16 种危害最大的外来物种之

一，其繁殖能力超强，每年 3 月至

11月是产卵高峰期。拥有多年水稻

种植经验的村民田汉招告诉记

者，被福寿螺爬过的农作物，叶面

和茎秆常被啃食形成穿孔或残

缺，导致减产，稻农不堪其扰。

“不速之客”还有空心莲子草。

这种草祖籍在南美洲，被当做喂马、

喂猪的饲料而引进国内，但很快就

暴露出凶相：造成农作物减产、水体

富营养化、传播寄生虫病……

有数据统计，在空心莲子草

泛滥区，可致水稻减产 45%、小麦

减产 36%、玉米减产 19%、番薯减

产 63%。在株洲，空心莲子草发生

面积超过 25 万亩，农田、沟渠、堤

岸等地随处可见。

“截至目前，我市已查明的外

来入侵物种有 20 余种，覆盖面积

广、种类多，分布在全市境内各

地，极大地危害了农田生态环境

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肖恩德表

示，由于没有天敌的存在，外来入

侵物种开始了野蛮生长。

【起底】 20余种外来有害物种“赖”在株洲

【问策】
建立“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