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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高章明） 近日，《地

名管理条例》（简称《条例》）出台，为新时代地名工作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责任，让地名命名更加科学化、精细化，也必将成为服务株

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硬核支撑”。

理顺了“行政主管”和“专业主管”。以往，地名管理工作协调

难度较大，导致地名命名未批擅用，产生大量的“大、洋、怪、重”等

不规范地名。《条例》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地名工作的

统一监督管理，并对相关部门在地名管理工作中如何协调、配合

进行了明确安排。我市按照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门实现前置审

批，依法遏制地名“任性”命名更名，杜绝不规范地名产生。

界定了管理对象和管理边界。《条例》列出了8类纳入管理范围

的地名类型，其中的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地名称是以前未明确纳入，

根据管理需要纳入的地名类型。同时，对住宅区、楼宇名称等则限定

“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明确了政府进行地名管理的边界。

细化了审批程序和流程。《条例》规定在申请地名命名、更名

时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材料内容，简单明了，不仅满足地名审批和

地名信息资源服务管理要求，而且简化了办理材料，提高了办事

效率。同时，进一步理顺了住宅小区的命名流程，规定具有重要地

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的命名、更名，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

府住建部门征求同级政府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批准。

强调了知情权和参与度。地名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专业属

性和社会属性，一些社会影响较大，与社会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

地名的命名、更名，要求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充分听取民意，开展

评估论证，让专家学者充分说理，既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也

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度。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民族尊严、文

明风化等一系列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的方面。”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说，2022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起始之年，株洲将尽快出台地名管理

实施办法和细则，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地名命名更名程序及

标准地名使用的认知度，规范地名管理，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范地名命名和更名审批流程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威）
7月 7日，芦淞区铁东路南段项目通

车满了一周，望着大道上川流不息

的车辆，有 4位走在路边人行道上

的男子眼睛里洋溢着欣慰与激动，

因为他们都是曾参与项目建设的负

责人，当天相邀一起，再来看看这个

并肩作战15个月的“战场”。

铁东路南段位于芦淞区，北接

株 洲 南 站 ，南 通 枫 溪 大 道 ，全 长

1022米，路幅宽 36米，双向 6车道，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

每 小 时 60 公 里 。项 目 总 投 资

9910.33万元，于去年 3月 25日正式

开工，今年 6月 30日竣工通车。

“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真不容

易，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作为该

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人，张平阔步

上前，逐一和另外 3位负责人紧紧

握了握手，打趣说，过去 15个月里，

大家可都难得像今天这样，轻松地

在项目上散步。

“张总啊，还记得这条路原来

的样子吗？”工程质量负责人潘乐

强打开项目施工图递到张平面前。

那时，沿着设计图纸望去，一条路

上全是鱼塘洼地，“有的淤泥深达 3

米，要在淤泥上修路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潘乐强虽然记不清挖了

多少车淤泥出来，但他却记得去年

那一场长达一个多月的雨。

“我记得，我每天都要在项目上

来回走五六趟。”生产负责人李兵在

一旁答道，项目上的事在他那小本

子上都记着一清二楚。“项目全长 1

公里，最开始走一趟要50分钟，到后

来只要 10分钟。”李兵感慨说，随着

项目推进，他脚下也从套鞋换回到

皮鞋，脚上的水泡也逐渐得以愈合。

代建负责人彭荣国的电话总

是忙碌不停。和前面两位负责人不

同，彭荣国的工作不是在“天上”就

是在地下。12根高压线怎么迁？8根

通讯杆往哪移？沿线 1公里长的自

来水管、燃气管又怎么铺设？一年

多来，他用 6000 多通电话把这些

问题一一协调搞定。

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品质要

求高。旧地重游，让这几位从事工

程建设多年的负责人，对于当时的

严峻形势与压力，依然记忆犹新。

上午 10时，在新铺装的柏油路

面上，太阳炙烤散发的热气，让人

感觉好似面对烈焰一般，站在圆满

收官的铁东路南段项目现场，4 位

负责人的衣服又湿透了一次，但大

家的心中，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畅

快感。

铁东路南段通车一周后

四位项目负责人重游“战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黄雄

哪里有重大纠纷，哪里就有他秉公调解的声

音；哪里有突发性事件，哪里就有他忙碌协调的

身影。他，就是全国人民调解员先进个人、省优秀

人民调解员、市“十大金牌调解员”——石峰区清

水塘司法所所长龙华。

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

在云南武警部队服役时，龙华参与过不少禁

毒稽查相关工作，还在武警学院法律专业培训班

进修过，掌握了基础的法律知识，他对法律打心

里热爱。

2008 年，龙华转业时，他选择到石峰区司法

局，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部队老兵成为一名调解战线的“新兵”，为了

尽快上手，龙华一边钻研专业法律知识，一边向

经验丰富的纠纷调处能手和基层老司法所长“拜

师学艺”。10余年来，边学边干的龙华时常深入街

道、社区、厂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解案例、法律知

识宣讲活动，足迹几乎遍及石峰区全部街道和社

区。他也逐渐从人民调解工作的“门外汉”成长为

“行家里手”，案子调处成功率高达 99%。

翻越龙华这些年的调解记录，记者发现，他

调解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些

小事一旦处理不当，极有可能成为引发治安案件

甚至刑事案件的‘雷管’，每次调解好一起，都特

别有成就感。”龙华说。

用公心和同理心化解群众矛盾

走进龙华的办公室，一面印着“司法为公 一

心为民”8个大字的锦旗，格外引人注意。这面锦旗

的背后，是龙华3次调解，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

16岁的小李在学校受伤，事后鉴定为轻伤二

级，学生家长提出赔偿要求，学校方认为无需承担

更多的赔偿责任。双方各执一词，都不肯让步。为调

解好这次纠纷，龙华先后在6月10日、20日和30日，

邀请事件相关方召开3次协调会。从寸步不让，各说

各理，到慢慢接受、认可龙华提出的协调方案，再到

各方握手言和。学生家长坦言，自己是外地人，“没

想到龙所长这么公正，一点都没有偏袒。”龙华说，

只有拿出公心和诚心才能让当事双方服气，“我敢

说敢当，谁错就说谁，坚持一碗水端平。”

自 2016年 6月担任清水塘司法所所长以来，

龙华每月接听法律热线、接待上门咨询的群众多

达 20余人（次），对于咨询的每个人每件事，他总

是耐心解答，释疑解惑。对有些必须上门进行调

解的纠纷，他总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当

事人面前为他们进行调解，努力做好纠纷化解及

社会和谐稳定工作。

组建调解工作室，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区

因为“和事佬”做得好，龙华早已名声在外，

不少其他街道也邀请他参与调解。

在调解的过程中，龙华清醒地认识到，要促

成矛盾调解成功，除了要有同理心、要保持一颗

公心外，懂得专业知识也很重要，只有专业才能

让人信服。

今年 3月，他邀请了医患类、妇幼和老人保护

类、人身侵权类、劳动仲裁类等 15名专家，牵头组

建了龙华调解工作室，把调解范围从清水塘街道

扩展到石峰区所有街道，专家团成员一周两个小

时在街道司法所坐班，接待来访老百姓，全时空、

全方位，一站式帮助居民解决各类难题。

全国围棋定段赛在株举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张丹） 7 月 8 日，我

市召开 2022年“农商行杯”全国围棋定段赛工作协调会，对大赛各

项筹备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

随着围棋运动在全国普及开展、职业棋手在国际赛场屡创佳

绩，越来越多的人梦想成为职业棋手，而定段赛就是进入职业行

列的关键途径，因此被称为“围棋高考”。

2022年“农商行杯”全国围棋定段赛于 7月 10日至 19日在株

洲举行，竞赛项目共进行 15轮赛事，分为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女

子组、成人男子组、成人女子组。来自全国的参赛棋手、教练、裁判

共 500余人参加。

大赛由中国围棋协会、市政府主办，市文旅广体局等单位共

同承办。

副市长蒋湘晖要求，各项筹备工作要抢抓时间，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做好赛事组织、接待服务、氛围营造、疫情防控、安全保

障等各项筹备工作，热忱欢迎来自全国的棋手，努力把赛事办得

有影响、有特色。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娜）俗话说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每年夏天似乎被放在

高压锅里那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热，开始

肆无忌惮地爆发了。截至昨天，株洲已经度

过了入夏以来 5 个最高气温超过 35℃的高

温天。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

副高控制，预计本周将开启持续高温“桑

拿”模式。

“前天，市区最高气温 36.1℃；昨天，最

高气温 37℃。”市气象台相关负责人透露，

未来 10天，全国中东部地区高温频现，局地

可达 40℃或以上。我市本周都将是酷热天

气。周一到周四，市区最高气温都在 37℃，

周五后，最高气温将有 38℃，请有关单位和

部门提前做好防暑降温“持久战”准备，特

别是预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对农业生产的

不利影响。

许多市民也有切身体会，除了热，带来

清凉的午后雷阵雨也没有了，整个城市都是

热辣辣的，在户外走上两三分钟，就是一身

汗黏黏的。

那么，这样的日子还将持续多久？根据

市气象台的统计，株洲每年夏天都有 20 多

个最高气温超过 35℃的高温天。近些年随

着全球变暖，高温的日子越来越多了，去年

株洲的高温天超过了 35天。7月份和 8月份

历来就是株洲的盛夏时节，一直要等到 9月

份，天气才会慢慢转凉。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室

外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室内游泳场所迎来

人潮攒动的旺季。记者周末走访城区各大游

泳场馆发现，泳池里已经开启“煮饺子”模

式。其中，绝大部分客流是中小学生，相当一

部分群体是来学游泳的。

昨天下午 3时许，家长袁先生带着女儿

来到天元区苏宁广场一健身场馆里，看到

两三百平方米的泳池里，聚集了近百名游

泳者。

“没想到会这么火爆。”现场的热闹场景

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人太多，泳道少，游起来

不够畅通，他下水游了几圈就上岸了，女儿

则在泳池内和一些小伙伴们玩得很嗨。

游泳是消暑纳凉锻炼的好选择，但专家

建议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一是皮肤有损伤

时不要下水游泳，避免泳池中一些病菌乘虚

而入；二是不要在泳池内停留过久，以不超

过 1小时为宜，因为长时间浸泡，池水中添加

的消毒药剂对人体的皮肤会有一定的刺激

和损伤；三是泳后要对头发、耳内、脐部、大

腿内侧及腋下等一些重点部位进行彻底清

洁，避免皮肤上残留泳池里的病原微生物及

消毒剂。

“桑拿”模式开启
晴热高温“霸屏”

高温难耐
泳池“煮饺子”

天元区一室内游泳池内聚集了很多游泳和戏水的小朋友。记者/何春林 摄

纠纷调解能手龙华：
调处酸甜苦辣 善解人心百结

激发青春力量 弘扬法治精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颜素） 近日，由市司

法局、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携手主办的 2022年大学生志愿者暑假

“送法下乡”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渌口区淦田镇启动。

当日正值淦田镇的赶集日，大学生志愿者们和普法骨干、法援

工作人员、律师一同走进市场，发放宣传资料和法治小产品，向广大

群众宣传法律知识。接下来，志愿者们还将在法学院老师的带领下，

分为5组，用10天时间深入淦田镇的16个行政村，通过送法入户、普

法广播、法律咨询等多种方式，让普法活动真正深入基层、贴近生

活，也让青年学生真正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

下一步，我市还将继续利用大学生暑假返乡契机，招募更多

大学生法治服务志愿者，不断拓宽宣传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扩大

普及覆盖，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法治熏陶、共享法治成果，让

青春力量扮靓普法战线。

以学为乐演绎最美夕阳红

晚报老年大学师生
载歌载舞喜迎二十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谢嘉） 7月 8日下午，以“喜迎二十

大，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株洲晚报老年大学 2022上学期结业典

礼暨天元区社区学院文艺汇演举行。600多名师生欢聚一堂，载歌

载舞展示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艺术风采。

刚柔舒展的优美舞姿、韵味悠长的旗袍走秀、婉转动人的美

妙歌声、赏心悦耳的乐器奏鸣、活力四射的健身瑜伽……演出节

目门类多样，表演内容丰富精彩，展现了株洲晚报老年大学 2022

年上学期教学成果，激发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的爱党爱国情怀。不少观众竖起拇指啧啧称赞：“一点都看

不出是上了年纪的人，唱的跳的都很精彩。”

一些参加演出的学员也兴奋地说：“参加株洲晚报老年大学，

不仅让我们学到了新知识，掌握了新技能，也让我们退休后的生

活更充实，身心更健康，这里真是我们退休后的家。”

株洲晚报老年大学是由株洲日报社举办，整合社会资源优势，打

造的一个中老年人非盈利的公益教学平台。2019年，学校联合大湖塘

社区正式开始教学活动。目前，共开设了36个班级，有教师20名，学员

660人。3年多时间共开展教学、公益活动3000余场，服务6万多人次。

开展专项应急演练

提高危化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陈罕） 一辆槽罐

车被追尾，管道开裂、盐酸泄漏，情况十分紧急。驾驶员、押运员却

并未惊慌失措，而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前期处置，为后续救

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赢得时间。近日，一场二级专项救援预案演

练在湖南卓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真实模拟了危化品

运输车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后的应急处置过程。

“夏季高温等不安全因素给危险货物运输带来严峻考验，此

次演练可不断提高预防和处置重特大交通事故能力。”湖南卓联

供应链管理有限总经理刘平说，公司入驻株洲恒和产业园后，经

常开展应急反应演练。

今年以来，株洲恒和产业园与株洲市化工行业协会，对入园

以及入会企业高标管控，制定实施“一企一策”安全培训计划，从

安全宣传教育制度建立、培训演习计划制定、培训演习人员范围

和培训演习内容落实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跟踪与指导，不断提高企

业应急快速反应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迅速得到有效

控制和处置，把事故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上接01版
不搞大阵仗、不花大价钱、全力

办好民生小事。株洲在全省率先提

出“微亮化”概念，运用简约、朴素的

灯光手法，改善提质居民夜游环境，

护航居民回家路上的最后100米。

芦淞区中华三路沿线的居民

们都是“微亮化”的受益者。中华三

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路两旁

全是居民楼，沿途路灯早已锈蚀老

化，导致出行不便。“微亮化”的实

施，为这条路安装了 11盏 LED 寄杆

灯，特别是在路口交汇处、拐角处，

确保有灯照亮，避免事故发生。

结合微亮化，今年以来，株洲

市全面整治照明设施问题，共维修

路灯 3400余盏，更换（补）电缆 1.54

万余米，对 6670 余根灯杆进行清

洗及刷漆。

微服务精准解决急难愁盼事

“亲，您急难愁盼的事，请告诉

我来帮忙，服务有效期一辈子。”在

市城管局监督指挥中心便民服务

店，一张醒目的红纸贴在门口，上

面还写有城管工作人员的联系方

式。这不是空口号，而是切切实实

的承诺。

年过六旬的刘建湘和妻子是

听力和语言障碍人士，听不见别人

的敲门声，因此惹出不少烦心事。

市城管部门信息采集员“走街串

巷”巡查时得知情况后，为他们家

安装了“闪光门铃”，只要按下门

铃，房内便会灯光闪动，让他们看

到有人敲门。门铃不贵，事情也小，

但帮刘建湘一家解决实际难题。

近年来，株洲全面开展网格化

管理“微服务”活动，推行“线上+线

下”与“立即办+帮着办”相结合的

服务模式，通过设立“株洲城管”公

众服务平台、“12319”城管热线和

“城管无小事，有事多商量”微信

群，已线上处置群众举报城市管理

问题 5万余件，线下开展活动 3700

余次，为居民解决了大量急难愁盼

事，获得了群众好评。

微公园、微亮化、微服务是小

切口承载大幸福，彰显文明城市社

会温度，让人们感受到文明的暖

意、生活的亮色、前进的动力。

近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高级

农艺师徐源辉（左一）来到该市东

富镇森冲村，小心从田里挖出一蔸

遭受虫害的水稻，现场向周边乡镇

的上百名种粮大户，传授水稻根结

线虫病症状识别与防控技术。

醴陵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

基地之一，常年水稻播种面积超过

100万亩。今年该市在板杉、茶山和东

富等镇发现水稻根结线虫病，受害面

积达 1000余亩。接到农户求助后，该

市农技专家们火速赶赴现场进行授

课，同时帮助村民制订防治措施及后

期田间管理与施肥补救措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邓立平 摄

虫害危及千亩水稻
田间传授防控技术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
逸峰 通讯员/刘兵） 7 月 7 日下

午，株洲经开区治违大队联合石峰

区 3个镇街控违中队，依法对云田

镇莲花社区和菖塘社区 3 处存量

违建房屋进行强制拆除，面积达

2213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拆除的 3 处存量

违建房屋中，有 1处为经营性自建

房，两处为居民住房。经过株洲经

开区相关部门联合调查，3 处房屋

均为大砖结构，建设于 2010 年左

右，房屋主体部分均有一些裂缝，

且未在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办理过

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

筑。该区治违大队调查人员将 3处

房屋录入城管 App违建录入系统，

并及时与云田镇相关部门联系。云

田镇政府和莲花社区、菖塘社区工

作人员对 3 处房屋住户进行走访

调查，通过耐心细致的沟通，积极

引导住户自行搬离房屋内的物品

及门窗，尽量减少经济损失。

当日下午 3 时，执法人员在 3

处房屋的外围拉起警戒线，挖机

轰鸣作业，历时 120分钟，将 3处违

建房屋拆除完毕，现场也被清理

干净。

据经开区治违大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自全市居民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暨拆违保安“百日攻坚”行

动开展以来，经开区已依法拆除违

建房屋 31处，面积达 4565平方米。

经开区依法拆违4500多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