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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音乐会致敬劳动者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刘萍 何杏） 7月 27日

晚，“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2022年株洲市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专场音乐会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李余粮出席。

本场音乐会以“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由市总工会主

办，市戏剧传承中心、市第二工人文化宫联合承办。

本场音乐会精选了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而又广为流传的歌曲和音

乐作品，旨在致敬全市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劳动者，激励广大职工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建功新征程。市总工会特

地邀请了全市 350余名各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观看音乐会。

音乐会在交响乐《红旗颂》中拉开序幕。全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描绘出

了全市各级劳模、先进工作者团结奋斗，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

株洲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心。

奋战百天力争新招引项目220个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喜

张 通讯员/魏锋） 近日，市打造

“三个高地”指挥部发出通知，经市

委、市政府研究同意，决定从 8月至

11月，在全市开展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全力以赴抓项目促发展。

根据通知安排，为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我市将实施“四大攻坚”，即

项目招引攻坚、征拆供地攻坚、园区项目攻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攻坚。紧

扣全年项目建设目标任务，全力奋战“100天”，力争新招引项目 220个，

到位资金 100 亿元以上。确保征拆供地 10030 亩以上，国有房屋征收

47000平方米，重点保障一批重大项目年度建设用地需求。围绕园区、重

大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推进 134个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 116亿元。

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在市打造“三个高地”指挥部领导下，建

立分管市领导主抓，各相关责任部门、县市区、产业园区具体实施的攻

坚机制。市打造“三个高地”指挥部负责抓总调度，“三高办”一周一调

度、一月一通报。牵头分管市领导半月一调度，部门牵头协调，重点围

绕项目推进中的资金保障、行政审批、征地拆迁、水电气保障、设施配

套等问题和困难，主动攻坚，限时办结，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株洲高新区：

与企业面对面
解夏季用电“急难愁盼”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王 娜 通 讯 员/陈 文 美）

“年中企业进入了生产高峰

期，保障用电非常重要，这个

会议开得很及时。”7月 26日，

在高新区（天元区）“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企业供电服务座谈会上，

株洲铼因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蒋琪说。当天，株洲高新区企

业服务局联合国网天元供电公司，与该区 1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耗能企业以及高新区（天元区）相关部门面对

面，谈企业用电诉求和问题，护航企业生产。

盛夏到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今年，省发改委与电网公司共同制

定了 4级控制措施，按照“高能耗企业市场化交易用电优先、需求响应

为主、中央空调集控应急、有序用电保底”原则，全力应对夏季电力供

应缺口。如何应对夏季高峰企业用电，确保企业正常生产，这对优化企

业服务是一大考验。

株洲铼因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天易科技城，是一家科技型企

业，隶属于材料产业，主要从事耐高温材料等相关产品的生产、研发。

今年上半年，该企业产值较历年同期增长近一倍。该公司提出，作为低

耗能企业，今年 5 月被省发改委列入高耗能企业名单，遭遇限电问题

而影响生产。会上，天元区发改局答复到，高耗能企业名单是由省发改

委认定，如果与企业性质不符，可以到市场监管部门开具行业代码相

关材料证明后，向天元区发改局进行提交，并由其统一向上级部门申

请调整。湖南安森生物有限公司反映，其电网线路遇到打雷天气，就发

生跳闸，并出现智能代维服务响应不及时的问题。天元供电公司表示，

将上门做避雷处理，并承诺改进服务效率。

会上，企业提出的用电不稳定、供电质量等诸多问题，相关部门都

逐一现场作答。

为全力护航企业用电，今年 5月，国网天元供电公司成立了园区供

电服务中心，严格落实“一企一方案”“一站式办电”“响应零延时”“一园

一规划”等主动服务措施，进一步优化企业供电服务。目前，已完成园区

企业 30%的走访工作，预计今年将完成所有园区企业的第一轮走访。

株洲高新区企业服务局自正式授牌运营以来，通过企业走访、制

造名城监督与服务微信群交办等方式，收集企业涉及贷款融资、土地、

厂房报建、资金奖补、员工食宿和停车等问题 180个，现已通过交办令

形式解决 47个，其余问题正在有序解决中。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朱建轩

堵车，看路口；治堵，也看路口。

在精细化城市治理大势下，

随着《株洲市“十四五”城市畅通

行动方案》进一步实施，株洲对症

下药，精细化治堵。

7月 27日，记者从市城市畅通

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去年至今，6
条干线 23 个路口调整了信号灯，

31个路口可提前实现左转掉头。

路口小改造，潜力大提升

车在增多，堵车与治堵是一

场动态博弈。比如，10 年前，就没

人 觉 得 株 洲 大 桥（一 桥）“ 两 头

堵”，现在却不行了。

株洲大桥东桥头，匝道转弯

半径太小，车辆转弯不便。于是，

破除匝道转角处部分人行道，新

建机动车道。

西桥头眼下正在施工：压缩绿

化带宽度，压缩进口车道宽度，增

设 2个直行车道，增加排队空间。

神农大道和珠江北路交叉路

口，增加了一条左转车道，下班期

间左转不再排长队了。

炎帝大道与栗雨南路路口正在

发生变化。7月 9日抖音千人点赞说

“二中喜提人行天桥一座”，横穿炎帝

大道的安全隐患将有效消除。同时，

炎帝大道与栗雨南路交叉路口将压

缩中央绿化带，调整车道布设，优化

信号灯配时。初步预计，通过改造，

该交叉口可提高 15%通行能力。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天气炎

热出门人少，我觉得株洲今年来

不那么堵了。”7月 27日，在株洲开

了 20年车的上班族黄先生说。

这或许不是错觉。这些年，株

洲交通堵点微改造从未停止。2020
年，株洲市中心城区 21 个交叉口

微改工程完成，各路段及交叉口

通行能力及通行效率得到了明显

的提升与改善。

今年，结合民生热点、交通状

况，又确定中心城区 17处节点及路

段微改造和立体过街设施建设。立

体过街设施包括响田西路香博堡

地下通道改造恢复、荷塘大道地下

通道改造恢复、南方中学人行天桥

新建工程。路段微改造措施包括取

消交叉口范围内的停车位，尽量实

现提前右转及提前调头；通过偏移

双黄线、压缩车道宽度或铲除部分

绿化带等，增加车道数等。

“当前财政形势下，精细化设

计与微改造是必然趋势，根据交

通现状，对症下药，微动土木进行

改善，充分挖掘交通设施潜力，株

洲有经验也有把握。”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红灯调一调，栅栏搬一搬

“堵车总是难免，但说实话，

这两年还是好了很多，你看，这里

现在就能提前左转掉头。”7 月 27
日，车开到黄河路口，从业 16 年的

的士司机陈师傅感叹。

来自市城市畅通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1 月初

至今，株洲对城区 31 个路口隔离

护栏和标线进行微调，可提前实

现掉头行驶。

过去，的士师傅们对红港路

与人民路交汇处颇有怨言。车多

路窄，信号灯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虽说两年前进行了拓宽，但实在

架不住车的增速。

今年，这里也有了变化，红绿

灯变了。“两边都有左转道，原来一

边已经通行，一边还在排队，现在

没有那么不协调了。”陈师傅说。

这背后，就是信号灯优化。数

据显示，2021年 11月至今，我市累

计对红港路、白石港路、庐山路、

株洲大道、珠江北路及衡山路 6条

干线 23 个路口进行信号调优工

作，对石宋西路沿线 3个路口进行

绿波带方案测试。

“根据不同方向、不同时段、

不同车流量的数据统计，适当提

高绿信比，尽量让车辆不空等，让

车流转动起来。”市城市畅通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交通拥堵指数，是根据道路通

行情况，综合反映道路网畅通或拥

堵的概念性指数值。简单说，它是

市民出行拥堵时期所花费的时间

与畅通时期所花费的时间的比值。

一连串举措，让上述 6 条城区

主要干线拥堵指数同比有所下降。

比如，2022 年 1 月 7 日到 1 月

13日，对比 2021年 12月 17日到 12
月 23 日，红港路（庐山路—红旗中

路）路 段 全 天 西 往 东 同 比 下 降

4.29%，东往西同比下降 2.14%；早

晚高峰西往东同比下降 14.22%，

东往西同比下降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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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伍靖雯
通讯员/黄亚峰

抬眼全是明晃晃的日光，跨江大桥上没

有任何遮挡物可以庇荫。只听“哗”的一声，

滚烫的沥青被倒在路上，四周泛起的热气无

处可躲，人仿佛一下子就被裹进蒸笼内。

“你站远点，小心烫脚。”7 月 27 日上午 9
时许，渌口大桥上，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维护

中心的养护队员鸥正中提醒记者。

作为我市向南融城的重要跨江通道，渌

口大桥往来车辆与日激增。与此同时，连续的

高温天气，沥青路面容易因暴晒出现坑洞和

车辙。“对于我们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一年中

工作最紧迫的时期。”鸥正中说，必须得趁着

夏季多干活，保障每一条市政道路平坦通畅。

“慢慢倒，来，干活了！”机器轰鸣中，一团

团冒着白烟的沥青混合料不断从机器上卸

下，随着沥青摊铺车和压路机滚动作业，空气

中多了一股焦糊味道。10 余名市政队员分站

两边，抬起抹了柴油的鞋子往“热土”上靠近，

用铁铲和“油靶子”慢慢把沥青摊铺平整。

“沥青混合料出炉的温度在 180℃左右，

摊铺到路面上最低也有 100℃。”市政队员刘

新开解释，沥青必须趁热摊铺，才能铺得平

整细致，所以只要一倒沥青，无论温度多高，

大家得立马干活。

与市政队员们同滚烫的沥青混合料“贴

身作战”相比，记者戴着遮阳帽、穿着防晒

衣，隔着差不多半米的距离，仍能感受到热

气从四面八方袭来，不到两分钟，衣服就被

汗水浸得贴住了后背。

没有人能从头到尾扛住一次完整的沥

青摊铺作业，工作三四分钟必须到边上喝口

水、喘口气，由旁边等待的同事接力。大桥上

没有任何遮挡物，大家带来的凉茶也被“烤”

成了热茶。

“一天下来，至少要喝五六升水，还不用

常跑厕所，都蒸发掉了。”市政队员程刚强用

手抹掉一脸的汗说道。他的脖子上还有暗红

的斑点，这是消暑做刮痧留下的，被他笑称

为“劳动成果”。

上午 10 时，阳光已经刺得人睁不开眼

睛。记者低头遮住手机屏幕才看清楚一条新

消息：市气象台连续第二天发布高温红色预

警。天气预报显示，实时温度达到 40℃。

“只要不下雨，晚上也能摊铺沥青，一定

要这么晒的时候作业吗？”记者忍不住问。

“白天干活，看得更清楚才能更细致。”

程刚强解释道，摊铺沥青是个技术活，薄一

分厚一分，都容易导致后期路面开裂等问

题，所以施工时得仔细观察。

实际上，为了尽量缩短在高温环境下的

作业时间，他们这已经是错时作业了。凌晨 5
点，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做事前准备，比如检

查桥面情况、确定铣刨范围和深度等，一切

都为了沥青摊铺完工后，质量经得起考验。

错时作业，也是为了尽早完工，避免给

居民出行带来影响。“今天全部完工就可以

开放了，之后你们开车过来时觉得这条路平

坦通畅了，那我们在高温下的坚守就是值得

的。”程刚强说。

“烤场”上争分夺秒

渌口大桥上，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维护中心的队员们“趁热”摊铺沥青。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伍靖雯 摄

◀上接01版① 何 军 第 一 次 在 夏

季请假回乡，帮父母采摘售卖黄桃。

当年，黄桃为他家增收近 3万元，相

当于他外出打工 3 年才能存到的

钱。“吃一口自家种植的黄桃，真甜！

还有满满的幸福感、成就感。”

何军再次动身去深圳前，他的

母亲将桃子洗净、去皮、过水，再经

过几天晾晒，不用加任何配料，制

成原汁原味的桃干，包好放进他的

行李箱。“妈妈按传统手法做的桃

干，能保存半年。想家的时候吃几

片桃干，酸甜生津、有嚼劲，家乡的

黄桃以另一种美味的方式存留下

来。”何军回味着说。

黄桃给何军家带来了不错的经

济收入，如今，何军不但是种桃新农

人，还做起了包装公司的老板，主要

生产包装黄桃的泡沫果托。同事和

朋友们知道他来自黄桃之乡，亲切

地称他为“黄桃哥”。

近年来，炎陵县开辟了黄桃运

输专线，快递车开到村里，早上摘的

桃，下午或次日就送到消费者手里。

何军自豪地说：“无论离家多远的游

子，无论天南海北甚至海外的朋友，

都能品尝到炎陵黄桃。”

●榨出了新潮味

炎陵黄桃是季节性水果，想吃

新鲜的黄桃，只能期待每年的 7 月

下旬至 8 月中旬。若把黄桃通过新

工艺、新技术加工成各式各样新潮

的黄桃食品，则让美味无需等待。

7月27日，在炎陵县娜妹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娜妹子）的

生产车间里，是一派井然有序的忙碌

景象。一车车刚收购的新鲜黄桃经过

分拣、清洗、去皮、去核等 10 余道工

序后，变成一瓶瓶美味诱人的果汁。

“做了十几年的饮品研发，我发

现炎陵黄桃制作果汁有着天然的优

势，不加色素，原色鲜艳亮丽；不加

添加剂，口感酸甜可口，能增加消费

者的食欲感。”该公司研发人员何祉

达介绍。

今年，娜妹子引进新设备，采

用先进技术，经过 40 余次实验，将

原 汁 改 为 鲜 榨 ，并 添 加 了 去 核 工

序。“喝这种鲜榨工艺的果汁，就同

吮吸鲜桃汁水的口感，清新自然，

绿色健康。”何祉达透露，为了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百香果黄桃果

汁、葡萄黄桃果汁等多个口感丰富

的果汁系列正在进一步研发中，有

望今年 8月上市。

作为本土黄桃深加工龙头企

业 ，娜 妹 子 自 2021 年 成 立 并 投 入

1500 万元，建设了两条全自动的生

产线，1 小时可处理 5 吨鲜果，每年

炎陵黄桃季可消耗黄桃 2000多吨。

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为了

做大做强黄桃产业，近年来，炎陵县

委、县政府在“聚焦、裂变、创新、升

级、品牌”上做文章，精准招商引资，

汇聚了像娜妹子这类黄桃深加工企

业 20余家，采取“公司+基地”模式，

引导加工企业与种植基地“联姻”。

去年，炎陵县黄桃加工产值达 1.12亿

元，让果农增收，使黄桃销售无忧。

除了黄桃果汁，在炎陵的农特

产店、餐馆酒店、超市商场里，随处

可见多种多样的黄桃口味食品。如

桃香浓郁的黄桃酒、清凉爽口的黄

桃汽水、香甜软糯的桃脯、色泽黄亮

的黄桃罐头、酸甜可口的黄桃酸奶

等。来自长沙的网红果饮品牌“果呀

呀”也与炎陵黄桃牵手，推出了黄桃

特研新饮品。这些由炎陵黄桃华丽

变身的新潮食品，口感丰富、包装绚

丽，便于储存和携带，深受消费者喜

爱，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

●烹出了烟火味

黄桃不仅在树上、在果汁里、在酒

中，还时常出现在炎陵人的餐桌上。

炎陵以黄桃闻名，也以客家文

化的好客闻名。在黄桃成熟的时节，

你来炎陵旅游或者朋友家做客，说

不定还能吃上一桌创意满满的黄桃

宴。黄桃开胃鱼头、青椒炒黄桃、黄

桃惊爆肉丝、拔丝黄桃、黄桃桃胶银

耳羹……奇妙的创意，又会激发出

怎样的味觉盛宴？

撒满红艳辣椒和翠绿葱末的

开胃鱼头，辅以一圈金黄色的炎陵

黄桃同蒸，在色彩上吸引了食客的

目光。举起筷子，迫不及待挑一块

入口，黄桃的酸甜清香，除去了鱼

头的腥，只留下香辣爽滑。剩余的

汤汁也不会浪费，拌上二两清水面

条，酣畅淋漓。

湖南人无辣不欢。黄桃剔成小

薄片，青椒去籽切条，大火速炒装

盘，看似简单的黄绿色小清新，却是

甜与辣的激烈碰撞。

黄桃惊爆肉丝的灵感来源于川

菜鱼香肉丝。里脊肉切丝用盐、糖、

淀粉腌制后，滚油滑锅 5秒，锁住鲜

嫩；黄桃丝充当了泡椒丝的角色。双

丝在铁锅中相遇缠绵，加辣酱调味，

可甜可咸，可嫩可脆。

还有拔丝黄桃、黄桃桃胶银耳

羹作为孩子和女性朋友喜爱的甜

品，给烟火味十足的餐桌上增添了

一份细腻与精致。

除此之外，炎陵黄桃还可做沙

拉、蛋挞，能溜肥肠、蒸仔排、煎蛋饼

……黄桃的可塑性遇上炎陵人的创

造力，衍生出数不尽的风味。

——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喜
张 通讯员/辛集涛） “刚刚闭幕的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经济形势分

析会，客观全面总结了在新一届市

委带领下株洲取得的重大成就，为

全市上下加快培育制造名城、建设

幸福株洲，提供了有力指导和重要

遵循。”近日，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

任刘海宾接受株洲日报采访时表

示，全市发改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以干在

实处的坚定决心，迈出走在前列的

坚定步伐，奋力向着“全年红”目标

任务阔步前行。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全会提出“要咬定目标促发

展”，落实会议精神，市发改委将全

力转动能增活力。加快北斗产业园

等“十大产业项目”建设，争创轨道

交通产业国家第二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推动市场主体培育“544”体

系落地见效，确保市场主体培育量

质并举。加快培育消费新模式新业

态，构建市县乡村四级物流体系，激

活县乡消费潜力。

全会提出“要补齐短板增后劲，

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改系统将全

力抓项目稳投资。开展强谋划、促转

化、快推进“三比三看”抓项目稳投

资专项活动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

行动，加快大唐华银退城进郊 2×

100万千瓦煤电项目和攸县、炎陵抽

水蓄能项目等建设进度，确保投资

增速持续稳步回升。聚焦全面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五大领域，适度超前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推动京港

澳东移线等项目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解决发展

不平衡的一把金钥匙。全会提出要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具体到市发改委，要怎么抓好

落实？刘海宾表示，将全力强联动促

融合。推动对接“强省会”战略合作事

项加快实施，围绕湘赣边区域合作示

范区建设十大重点工程，加快基础设

施互联，充分挖掘湘赣边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实施县城新型城镇化试点建

设，积极创建省级特色工业小镇。

推动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都

是为了人民。会议强调要“着力办好

民生实事”，刘海宾表示，市发改委

将全力惠民生保稳定。加快社会服

务设施兜底线等民生工程建设，积

极申报一批省级产教融合企业。出

台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大能耗双控

力度，按期完成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强化市场价格监管服务，做好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快推进

水电气等能源价格改革。

市发改委：

奋力向“全年红”目标任务阔步前行

◀上接01版②
报道介绍，株洲进行清水塘整

体搬迁改造的同时，同步开展生态修

复和环境治理，完成大湖、霞湾港等

七大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修复近

3500 亩污染地块，湘江清水塘段水

质由Ⅲ类提升到Ⅱ类，老工业区退出

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2021年，株

洲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310天，

比改造前的2013年增加96天。

环境修复好了，开发建设也要

紧跟上。2021 年以来，株洲全面启

动清水塘生态新城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编。目前，高端智造、科技创

新、文创商贸、口岸经济四个产业

功能区雏形已现。

为保护长江流域，近年来，省人

大常委会先后出台《湖南省湘江保

护条例》《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等地方法规，株洲分别与湘江上

下游的衡阳、湘潭签订了湘江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为全流域

系统性治水、护水建章立制。

报道引述市委书记曹慧泉的观

点：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成功转型升

级，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生动实践，是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诠释。只

有认真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才能

不断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半年办理增值税
增量留抵退税900余万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龙楚洁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

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

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7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

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号）。

【政策干货】
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按月全额退还增值

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包括“制造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一）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 2022年 7月纳税

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二）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 2022年 7月纳税

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案例】
株洲高新区某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靶材的制造与研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出口东亚地区，2021年产值超过 1亿元。作为

初创企业，该公司承接了国家重点项目，前期设备投入达到 1 亿元，

2022年累计办理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 900余万元，有效缓解了资金压

力，在产品研发创新上更有作为。

详情可拨打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天元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热线

28512366咨询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