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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投资蹚出发展新路径》
访问量：16 万次，发布时

间：7月 4日，记者：陈洲平

●《光荣与梦想 传承与创新
——崛起中的湖南九郎山职
教科创城》

访 问 量 ：14.7 万 次 ，发 布

时间：7月 4日，记者：何春林

●《能源利用 株洲经历了这
些变迁》

访 问 量 ：14.2 万 次 ，发 布

时间：7月 4日，记者：伍靖雯

●《社区自办公益夏令营，让
孩子们享受快乐假期》

访 问 量 ：13.9 万 次 ，发 布

时间：7月 5日，记者：杨凌凌

●《光伏新能，爱你并不容易》
访 问 量 ：13.8 万 次 ，发 布

时间：7 月 5 日，记者：成姣兰

刘芳 高晓燕

●《渌口开设株洲首家“共享
厨房”！厨具调料免费用》

访 问 量 ：13.8 万 次 ，发 布

时间：7月 5日，记者：邹怡敏

●《啥原因？村民联名写信挽
留他》

访 问 量 ：13.5 万 次 ，发 布

时间：7月 6日，记者：黎世伟

●《还记得最近一次出省游的
样子吗？》

访 问 量 ：12.8 万 次 ，发 布

时间：7 月 6 日，记者：罗春娇

张欲晓 李苗

●《小飞机“飞”出大产业》
访 问 量 ：12.4 万 次 ，发 布

时间：7月 6日，记者：罗欣

新闻点击量排行榜

7月 2日——
7月 8日

网友@邹滨如：我看支付宝能转

账，100元小小心意，祝孩子早日康复。

网友@Moris：这种情况，医保能

不能报销？后续康复费用在不在医保

范围内？如果只有城镇居民医保，医院

具体能报哪些费用？大概占总费用的

多少？烫伤 90%实在太多了。两岁的小

朋友真的什么都不懂。建议还是不要

进行这么危险的操作，烧一壶艾叶草

即可，水不够的话再用温水调温即可。

网友@味道：作孽啊，大人心里

更不好受。

网友@蓝靛：支付宝转了 100 元，

聊表心意。作为一位孩子妈妈，特别

能理解大人现在的心情。事已至此，

只能尽一切可能去弥补了。

网友@Rosa：早上还在想要怎

么捐款，就看到大家都在用支付宝，

太聪明了。

网友@没人拱的短腿小白菜：真痛

心!小孩管的话总有疏忽的时候，要教，

让他有危险意识。我宝宝两岁的时候，

定了那个鲜奶，每天送奶大姐从窗户里

扔进来，儿子起得早，自己拿着去放煤

气灶旁边的热水桶里，稍微过一下再拿

出来喝。家里无论什么瓶装的水，喝之

前都会拿到我面前，来问我能不能喝。

网友@才思敏捷火车dA：对幼儿

来说，家里最危险最需要注意的三个地

方：厨房，卫生间，阳台(未装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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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议

策划：罗小玲 罗春娇
执行：张欲晓 李苗 杨若诗
记者：戴凛 廖智勇 何春林 邱鹏 杨凌凌

7月 4日，株洲晚报公众号发布《揪心！株洲一男童掉入开水桶，全身烫伤
面积达90%》。两岁的杰杰发生意外，掉入开水桶，全身烫伤面积达90%，生命
危在旦夕。

网友@随遇而安：我的脸可以丢

在超市里，但是我的钱不可以！

网友@solee：建议分类、分柜摆

放：5 元内一柜，5 元——10 元一柜，

10 元——30 元一柜，30 元及以上一

柜，并注明价格。

网友@A.Oil.Yakult：哎，超过 3

块的雪糕直接，太贵了……放回去。

网友@啊嘞：这个夏天唯一一次吃

雪糕还是和朋友打赌，朋友输给我的。

网友@YOYO桑：昨天在 711 特

意看了一下，曾经在我心中最贵的四

个圈，居然是冰柜里最便宜的，3.5 元

……有些标价到了十几二十块，梁静

茹给的勇气吗？

网友@大鱼：和老爸一人挑了一

根雪糕，花了 25 元，把老爸心疼得吃

了都拉肚子了。

网友@起名字好难啊：不仅不标

价，还贵！小时候吃的夏威夷 5 角钱，

现在都涨到 4 元了。小时候我请别人

吃冰糕才敢买巧乐兹，结果现在才知

道，原来巧乐兹算平价冰糕了。

网友@张鱼丸：我觉得所有的都

应该明码标价，要不是这样，以后说不

定还会有酸奶刺客，糖果刺客等等。

7月 6日，株洲晚报公众号发布《10年间，株洲育龄妇女减少26.88万》。
文中提及，“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市育龄妇女人数83.39万人，较

2010年（110.27万人）减少26.88万人，占全部女性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
58.4%下降至43.3%。

网友@灰娘娘：不随便生孩子，

其实是对自己生命最负责的体现。

网友@快乐的面包蛋糕：毕竟这

10 年都是计划生育，独生子结婚生

子，就算每个人都结婚生子，跟父母

那一代比也是会下降的啦。

网友@简：二胎五个月吃磨牙棒

的路过。

网友@彭彭：电商兴起了，服装

市场不行了，年轻人都走了。

网友@李辉：坐公交车就能看出

来，老年人越来越多了。

近期，气温居高不下，雪糕市场涌现了一批身价不菲的“雪糕刺客”。“雪糕
刺客”们与平价雪糕混放在一起难以辨别，一支动辄十几元、几十元，让消费者
陷入结账时“买了心痛，放回去又不好意思”的尴尬境地。也使得“雪糕刺客”这
一词频上热搜，价格标示不清、不同雪糕混放，“雪糕刺客”借机伏击……

对于这种行为，已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出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
讯员/刘婷 周闯雨） “大家好，欢迎来到

《第一书记直播间》，我是市派驻卧龙村乡

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卧龙村第一书记

袁桂雄，今天将由我和卧龙村党总支书记

陈强，带领大家走进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7 月 7 日上午 11 时许，茶陵县红色动力党

建·大型融媒节目《第一书记直播间》第二

季，在火田镇卧龙村拉开帷幕。

在袁桂雄的带领下，网友们通过茶陵

融媒 App、茶陵融媒官方抖音号，“走进”卧

龙村，参观了茶文化走廊、客家民俗馆、卧龙

山庄等景点，领略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以及

美丽风光，感受“党建+”给卧龙村带来的变

化。整个直播持续了 1小时 33分，茶陵融媒

App和茶陵融媒官方抖音号直播观看人数

分别破20万和 1万。

此次活动从 7 月持续至 10 月，节目内

容包括空中俯瞰新农村、主题党日第一线、

党建宣讲我先上、家乡打 call进行时、本土

企业有好物等，全程采取线上直播方式，以

“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展示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工作成效。

据悉，2020年，茶陵县举办的首季《第

一书记直播间》节目，展现了帮扶干部驻村

扶贫成效，成功入选全国新闻出版深度融

合发展创新案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
员/刘卫红） 7月 7日上午，湖南长得快饲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邱东平拨通了攸县农业

农村工作局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告知其公

司已成功申请 30万元贷款贴息，准备加大

原材料储备，加紧完成订单任务。

湖南长得快饲料公司位于攸县高新

区，今年以来，公司生意红火。由于这两年

原材料价格不稳定，给公司运营带来不小

压力。

“眼下原材料价格较低，我想大批量购

进原材料，可资金不足。”邱东平说。

攸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获悉后，上

门讲解县里有贷款贴息补贴相关政策，并与

县高新区联企人员协助邱东平办理贷款。

邱东平表示，即将拿到这笔贷款，马上

加大原材料采购，预计今年企业的效益要

增长 40%以上。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打通惠企政策“最

后一公里”，攸县农业农村局将企业“上门

找政策”变为部门“上门送政策”。今年来，

共为 124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办理贷款贴

息补贴，共计金额 500余万元。

攸县农业农村局财务股副股长郭金兰

说，为了确保惠企政策应享尽享，县农业农

村局通过微信群发布、电话通知、上门宣传

以及发动各乡镇农技站站长宣传等方式进

行全覆盖式宣讲。

攸县124家“新农经体”
获500余万元补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
讯员/龙琦源 柳芝慧） 7 月 6 日，茶陵县

腰潞镇举行佳家欢冷链公司助力乡村振兴

集中收购生姜启动仪式，湖南佳家欢农副

产品物流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家欢）现

场收购碣石村滞销生姜 2.5万公斤，以实际

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生姜价格一跌再跌，严重滞销，

我急得睡不着觉。”碣石村村民刘运明说。

得知生姜市场行情不景气，腰潞镇高

度重视，组织镇村干部摸排镇内生姜滞销

情况。据统计，去年底碣石村收获的生姜总

产量达 5万公斤，滞销 3万公斤，其中包含

18户监测户、脱贫户种植的生姜。随后，该

镇集思广益，多渠道联系县内相关企业，帮

助姜农排忧解难。听闻生姜滞销，佳家欢决

定“清仓”收购碣石村滞销生姜。“今年你们

只管种植生姜，佳家欢给你们兜底。”佳家

欢董事长张建中承诺道。

张建中告诉记者，收购的生姜可在佳

家欢冷库保存半年以上，公司与长沙、广州

等地农贸市场有稳定业务往来，不愁销路。

下一步，佳家欢将与碣石村签订协议，助力

生姜产业发展。

茶陵开启《第一书记直播间》第二季

“佳家欢”爱心收购滞销生姜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张勇 刘晓欢 刘铁华

7月 8日下午 3时，渌口区渌口镇

渌口村，沿着村部旁的主路向前行

驶，不一会儿便看到一垄垄青绿的玉

米株成排而立。风吹过，玉米穗和玉

米叶摇曳起舞，几位村民在比人还高

的玉米杆下穿梭，将成熟的果穗摘

下、装袋。

“你试试，很甜的，可以直接生

吃。”渌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唐建平随手掰下一根递给记者，剥去

玉米“外衣”，饱满的淡黄色颗粒露了

出来，一口咬上去，薄薄的表皮随即

爆开，清甜的味道在舌尖和鼻腔蔓

延。“13 号开始大面积采摘，我相信，

这些玉米会受市场欢迎。”唐建平充

满期待的说。

进入盛夏，渌口镇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今年，该镇结合村集体

经济“消薄”攻坚、种植结构调整、治

理抛荒等工作，采取“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种植大户+农户”等模式，

在松西子、花园、均坝等村试种鲜食

玉米近千亩，让乡村“甜蜜”增收。

支部领着干，让村民吃
下“定心丸”

今年初，渌口区举行的一堂乡村

振兴专题讲座，让渌口镇党委、政府

倍感振奋，作为一家知名企业，重庆

市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博恩科技）有意来投资玉米种

植项目。不久，渌口镇邀请博恩科技

来现场考察，但考察结果给渌口镇

浇了一盆冷水：博恩科技主要采取

全机械化种植，而渌口镇地处丘陵

地带，田地大面积连片的少，且雨水

多，机械操作成本高，博恩科技打算

撤项。

“项目必须搞成，这是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治理抛荒的需要，是种植

结构调整的需要，更是村集体和村民

增收的需要。”渌口镇党委书记何兴

旺说。

自己种！渌口镇召集村党组织、

村民代表开会，征求意见建议，商讨

可行性。

“ 项 目 没 搞 成 的 话 ，你 们 负 责

吗？”“我们没种过玉米，技术怎么解

决？”“种出来了，销得出去吗？”……

一连串质疑与担忧的声音传来。

为让村民吃下“定心丸”，渌口

镇与博恩科技达成协议，由博恩科

技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

统一实施田间管理，株洲祥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和

农业）负责保底收购，渌口镇免费提

供广良甜 27 号甜玉米和彩甜糯 6 号

糯玉米种子。

村里只管种，不用愁销路，这给

最先列入试种范围的杨梅、均坝、花

园、松西子 4个村打了“强心针”。4月

初，第一茬春玉米开始播种。

渌口村是主动发出种植申请的 3

个村之一。“看到镇里花这么大心血

支 持 ，我 们 与 其 观 望 ，不 如 主 动 出

击。”唐建平介绍，过去该村关口组有

80亩地是征收储备地，但征收项目一

直未启动，地荒废了，无效益，该村村

集体合作社将闲置的 80 亩地流转过

来，并吸纳村里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

老人务工。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粗略

估算，每亩玉米地可以增收 2000 多

元，光靠种玉米一样，村集体就可以

增收 10万元以上。”唐建平笑着说，加

上村上门面租金收入一年有 10 多万

元，村集体年收入有望翻番。

专家坐镇指导，种出优
质鲜食玉米

“昨天我们往祥和农业送了约 1

吨玉米，很快收到了货款，心里很踏

实。”下午 4时，均坝村党总支书记张

伏强在查看完村民采摘的玉米后，准

备赶往另外一个村，参与渌口玉米代

言人的宣传片拍摄，尝到甜头的他，

对有利于玉米产业发展的各种事项

都积极参与。

而一开始，张伏强对靠种玉米增

收持怀疑态度，“毕竟 2019年就种过，

失败了。”张伏强坦言，那时，主要是

因为技术、管理不到位。

玉米种植专家巫泽华的到来打

消了他的疑虑。“从下种到收获，巫老

师天天在地里转，到什么时间该做什

么事，都会在微信群里告诉我们，施

肥、除草、捉虫，每个村的时间表都不

一样，一村一策。”张伏强介绍，镇里

请来玉米种植专家驻村指导，镇农技

站也及时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采取起

垄栽培，大大降低了渍害的发生，玉

米地更加通风透气，玉米根系保水、

保肥能力增强，地膜覆盖技术也有利

于春玉米保温。

“我们使用有机肥、生物农药，在

虫害多发季，还人工捉虫，保证鲜食

玉米的品质。”种植大户彭双棉今年

流转了花园、杨梅、均坝等村的 500

多亩地种植玉米，她介绍，该镇每 10

天会举行一次现场交流会，让各村互

相学习种植经验，避免“踩坑”。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我 们 欣 喜 地

发现，支村两委、党员、村民的战斗

力、凝聚力增强了。”何兴旺向记者

强 调 这 一 令 他 骄 傲 的 发 现 ，“ 村 民

在傍晚散步时，都要去玉米地瞧瞧，

像关心孩子的成长一样关注玉米的

长势。”

“大家实实在在受益了，翻耕、播

种、采摘，工人的工钱是 100 元一天，

一个人一个月至少可以赚 2000 元。”

漂沙井村村民旷春桥说。

目前，该镇各村的玉米陆续开展

大面积采摘，根据检测，该镇种出的

玉米甜度达到 16.5，各项检测安全合

格。渌口区以渌口镇玉米种植为契

机，全力打造“渌口玉米”品牌，即将

到来的 8 月，将开始在渌口镇其他村

扩种秋玉米，并采取套种、间种作物

的形式，提高耕地利用率和附加值，

拉长产业链。

一场“甜蜜”增收的探索
——渌口区发展玉米产业观察·上篇

村民正在摘玉米。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