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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晖）为保证
2023 届中考各项工作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
地推进，市二中初中部于 8 月 18 日、19 日在石
燕湖举办第四届“石燕湖论道”暨 2023 届初三
年级教育教学研讨会。

各学科教研组长聚焦株洲中考，关注省统
考风向，针对近三年株洲中考试卷试题以及长
沙中考试卷试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为初三教师
把握教学目标、命题风向、备考思路提供了依据
与策略。同时，2022届学科备课组长分享了各
学科的复习备考中的得与失。随后，2023届各
备课组成员集体亮相，并喊出了独具学科特色
的铿锵口号。2022 届初三备课组长与 2023 届
初三备课组长还进行了备考资料交接仪式。

吴倩老师用平实的语言讲述她与 1917 班
的成长故事；高璇老师作为一名有着九年带班
经验的“老班”，传授了她带初三班级的经验；苏
琼主任首先对初二班主任团队、生地备课组团
队、其他任课老师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感谢有他
们的鼎力支持收获了 2020 级生地中考大捷。

随后，苏琼主任表示2023届初三备考将注重团
队引领，齐心剑指备考。要求初三备战团队加
强教研和集体备课，高效上课。研究学生，注重
精神引领，笑迎备考。教师要注意保持乐观的
心态，关爱自己，关注自我成长。

李勇副校长客观详尽地对二中初中部近三
年的中考质量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肯定了学
校在往届中考取得的成绩，并对2023届中考备
考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张艺副校长深情地
回顾了2022届初三团队备考历程，诚挚地表达
了对校领导、各个处室、各年级组、初三教师的
感谢，对2023届初三团队表达了殷切的希望和
诚挚的祝愿。

刘建辉校长从“新征程”切入，面对新时代、
新形势、新中考，2023 届该如何备战中考全方
位高站位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建议。他要求
分析形势与任务，要确立目标与路径，要明确方
法与重点。从国家、省市、学校层面去把握、明
确政策要求，分析自身的形势和任务，把握自身
发展的优势和不足，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

补短，不断提升二中初中部的品牌。通过树立
正确的质量观、成才观、学生观、管理观，实现全
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德育为先，团队为本，研究
为重，管理为要，实干为基。坚持管理出效益，把
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为建设全国基
础教育高质量品牌学校，实现“三高四新”，“培育
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神榜：杨戬 10:25 11:50 12:50 14:20
15:20 16:00 16:45 17:45 18:25 19:10
20:10 20:50 21:35 22:35
独行月球 10:20 11:20 12:35 13:35
14:50 15:50 18:05 19:20 20:20 21:35
22:35
断·桥 11:40 13:50 16:10 17:05 18:20
20:30 21:20 22:40
明日战记
10:25 12:20 14:15 15:35 17:30 19:25
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
10:20 12:05 13:50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楼
（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美达影城（8月22日）

（开奖日期：2022年8月21日）开奖
福彩

双色球 第2022096期
中奖号码：3 16 17 19 25 33 7
3D 第2022223期 中奖号码：2 3 0

体彩
排列3 第2022223期 中奖号码：0 5 8
排列5 第2022223期
中奖号码：0 5 8 3 7
7星彩 第2022096期
中奖号码：1 7 8 7 0 6 10

市二中初中部举办2023届初三年级教育教学研讨会

▲研讨会教师合影。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
阎俊）8 月 18 日，《智能中国》栏目第四集《智慧
交管——让城市交通更便捷》在央视财经客户
端播出。围绕株洲智慧交管相关案例，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科研所副所长罗湘彬、清华大
学教授李瑞敏、百度智能交通首席科学家聂小
建等，应邀与央视主持人陈伟鸿进行了深度对
话和深层次解读。

城市交通智能管控一直是中国智能交通系
统的发展重点。天元区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曾在早晚高峰时间段受智轨、过江大桥、高架桥
等瓶颈的影响，形成常态化拥堵的局面。

2021 年 1 月，株洲启动城市交通智能管控
系统，对天元区 66 个智慧路口进行“换脑袋”

“装眼睛”“接神经”，并形成了 7 条主干线的动
态“绿波带”。罗湘彬介绍说，“绿波带”是在指
定交通线路上，规定好路段车速，要求信号控制
机根据距离，把车流经过的各个路口绿灯起始
时间做相应的调整，以确保该车流到达每个路
口时，正好遇到绿灯。

天元区作为区域性信号控制优化目标，采
用了人工智能信控平台主要探索区域信控优化
和三级信控保障两个业务场景。人工智能信号
控制平台采用“区域信控+前端自适应+多时段
定周期”三级控制保障机制，形成全网感知-诊
断分析-区域优化-效果评价业务流程体系。

由此，天元区车均延误由此前的 33.33 秒/
辆降至28.34秒/辆，下降了14.9%，司机因红绿

灯停车次数下降38%，提高通行效率12.7%。同
时，区域车速上升了 10.6%，拥堵指数下降了
9.7%，大幅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压力。

“以前开车走黄河南路全程需要20多分钟，
现在只需要11分钟！”市民李先生点赞称，原有
的10多个路口走走停停，现在基本一路绿灯。

在百姓出行体验感显著上升的背后，是辖区内
部署的AI区域信控等智能交通基础设施。聂小
建点评说，通过对区域交通进行宏、中、微观分析，
株洲城市交通智能管控系统自动将区域内各路口
划分为单点、协调、拥堵子区，实现区域内子区策
略的动态调整及方案下发，进而达到了区域整体
优化策略及各路口优化方案无限贴近区域交通流
变化、适应全工况场景下的区域信号优化效果。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温琳 通讯员/周谭清）8 月 20
日下午，湖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羽毛球（成年组）比赛在岳阳市第
九中学羽毛球馆圆满落幕。该赛
事上，株洲成年组羽毛球队以 1
金3银的好成绩，获得金牌榜第三
名。该赛事也诞生了株洲代表团
在岳阳省运会上的首枚金牌：21
岁的羽毛球运动员叶舟洋发挥出
色，斩获男子乙组单打冠军。

今年 21 岁的叶舟洋，出生在
我市羽毛球世家。他的妈妈曾经
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在一届省
运会上拿下过女单、女双、女团三
枚金牌，退役后来到株洲成为一
名羽毛球教练。

叶舟洋5岁的时候，在妈妈的指导下，开始
学习打羽毛球，6岁开始接受系统训练。

后来，叶舟洋逐渐展现出他在羽毛球上的
天赋，顺利进入了市羽毛球队。尽管多次代表
株洲参加省里的各项羽毛球赛事，甚至连续参
加了两届省运会，但在个人单打项目上没有拿
到过冠军。

“没能在省运会上为株洲夺冠，是我人生中
的一个遗憾。”叶舟洋说。

随着湖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的到来，叶舟
洋第三次为株洲披挂上阵，与往届不同的是，他
这次以成年组运动员的身份，征战本届省运会。

“我所在的男子乙组，强手如云，很多运动
员都是各个高校的羽毛球高手。”叶舟洋说。最
艰难的一场在决赛，叶舟洋的决赛选手是来自
湘潭的刘崇柏，两人实力比较接近，比分也是交
替上升，最终叶舟洋顶住了压力，两局均以小比
分战胜对手，拿下这个来之不易的冠军，“终于
弥补了人生中的一个遗憾。”

除此之外，在羽毛球（成年组）比赛上，叶舟
洋与石凌峰、邓雨蒙、吕焕台还共同拿下男子乙
组团体银牌，石凌峰、吕焕台夺得男子乙组双打
银牌，胡萍、袁亚丽、孙桂萍、何丹共同拿下女子
甲组团体银牌。

天元区拥堵指数下降9.7%
央视栏目探讨背后成因

省运会成年组羽毛球赛事落幕

叶舟洋为株洲摘得首金

▲叶舟洋（右二）夺得省运会株洲首金，站上了领奖台。
受访者供图

在书法创作的路上，王志良有着
清晰的追求目标——自然、清新、飘
逸、无我。同时，他还追求明窗净几、
清风徐徐、香茗两杯、笔精墨良的书写
心境；也期望着有“忽然绝叫三五声，
满壁纵横千万字”的书写状态。

笔耕墨耘四十载，妙笔触处皆成
春。以二王一系帖学为主，从颜鲁公、
苏轼、米元章名帖中充分汲取养分，旁
及汉隶魏碑，王志良领悟到了不少精
妙的书法意境——

二王书迹无不流露出超越尘世的
玄学味道；引领着帖学一系书风，颜鲁
公另辟蹊径，其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
唐的瘦劲变为宽厚雄强、遒劲郁勃，独
悟“屋漏痕”之法；苏轼书碑帖兼容，有
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

之外”的文人书风；米元章八面出锋，
潇洒流落……

习书，贵在持之以恒。当年王志
良那一期书法班有近六十人，最终坚
持下来不过数人。“研习书法的过程是
非常寂寞，但同时也是快乐的，可谓

‘痛并快乐着’。”王志良感慨不已，正
因为这过程充满自我挑战和希望，所
以才让他感到生活很充实。

多年求艺，王志良已尝遍人间甜
苦，有意味的形式追求，无我意识的淋
漓挥洒，似乎都在无形中释然了。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
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
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王志良欣然之
至，在大千世界，找到了书法这么一片
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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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王志良的书法艺术之路
肖星平

与书法家王志良相识时间不长，但几
次接触却让人印象深刻。初见王志良，是
在盛夏的一天夜里，他看上去显得十分平
易近人；第二次见面时，他正忙于组织市
书协金秋助学儿童公益音乐会，准备书法
拍卖作品，感觉是个热心肠的“大忙人”；
第三次见面时，只见他陶醉在挥毫泼墨中
悠然自得，更像个“书痴”。

王志良从19岁开始接触书法，从唐楷
入手，四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习，已
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之路。
近几年来，王志良的书法作品多次获奖、
入展。2021 年获株洲市委宣传部第八届

“炎帝文艺奖”一等奖；2019年入展全国第
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2019年获中国书协
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展优秀作品奖；2017年
入展第四届全国职工书画展；2014年入展
首届小榄杯全国书法展……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
士，学无及之。”在研习书法的历程中，如
何才能修炼成“通人志士”？王志良用毕
生的热情与功力诠释了所有。 ▲王志良在工作室潜心练习书法。记者/肖星平 摄

王志良艺术简介

王志良，别署广缘斋，株洲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旅厅湖湘书画院首批特聘书画
家。

书法作品获奖入展：
2019年入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中国文联，中国

书协）
2017年入展第四届全国职工书画展（中国书协，全国总工会）
2021年株洲市第八届“炎帝文艺奖”一等奖（株洲市委宣传部）
2021年入展“湖南书法晋京展”（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

文联）
2021年“首届仰韶文化彩陶坊杯”全国书法大奖赛”优秀奖

（河南省书协）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与本市四位书友

共同书写完成《毛泽东选集》巨型长卷书法作品，被韶山毛主席
纪念馆永久收藏

2004年入展全国首届“小榄杯”书法大赛（中国书协）
2005年第二届“杏花村汾酒集团杯”全国电视书法大赛优

秀作品奖（中国书协，中央电视台）
2009年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展优秀作品奖（中国书

协培训中心）
2009年入展首届王羲之书法艺术（行草）大展（山东省书协）
2009年入展山西五台山中国千名书家写经书法大展（书法

导报社，山西省书协）
2011年第四届“商鼎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优秀作品奖（河

南省书协）
2013年湘澳职工书画摄影联展中书法类唯一一等奖，并应

邀赴澳门观光交流

研习书法求“艺”更求“意”

王志良与书法结缘，是在 1982 年
春夏之交，19 岁的他报名参加了市里
的一期业余书法班。通过三个月的学
习，他便爱上了挥毫泼墨的畅快，心中
也有了一个梦想——成为书法家。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书法
是一门从实用书写发展起来的传统艺
术，王志良通过初读中国书法史得知，
书法绝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写写毛笔字
而已，历代所流传下来的书法名作，无
不凝结着创作者毕生的学识和功力。
王志良在反复临习古贤经典的同时，
利用在单位从事宣传工作的便利，不
放过任何书法练习的机会，宣传板报、
横幅、宣传标语、春联、婚丧对联……
来者不拒。

随着时间推移，研习书法便时常
遇到瓶颈期，如何解决？王志良自有
良方——临帖，读书，利用出差机会观
展，与同道交流，让自身学识逐步深
入，最后瓶颈之困自解。

多看——王志良还记得，当初参加
培训班时，老师从北京出差带回小16开
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字帖，开启了他的
书法梦。往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去实
地看展览，近距离欣赏名家书画作品，有
时候为了欣赏到一幅名帖，甚至节衣缩
食一个月筹钱买车票，挤火车来回十几
个小时。“近几年互联网发达了，可以在
网上观展，但是，总觉得没有近距离欣赏

来得真切。”2015年9月初，故宫博物院
为纪念建院90周年推出《石蕖宝笈》历
代书画作品真迹特展，王志良近距离观
赏了王珣《伯远帖》原作，东晋士人特有
的飘逸书风让他感触至深。

苦练——书法要每天坚持练，一
天不练手就生疏。有时候，王志良练
书法会进入痴迷状态，一天一练就是
十多个小时；有的时候，为了写出一幅
满意的作品，一写就是几十遍。如今，
他依然心怀赤诚，勤练不怠，每天都会
去工作室，静下心来看帖临帖，无我忘
我。

勤思——书法创作，兴趣、热情很
重要，对艺术的感悟与思考也同样重
要。“学书法绝不是简单的‘抄帖’。”王
志良认为，书法作品的“味道”必须以
继承传统“到位”为基础，创作时用笔、
结构、章法、墨色诸要素需全盘考量，
在充分领会古诗词意境的基础上，将
书写的意境和诗词的意境完美地融合
起来，才有可能写出一副有意味的好
作品。

创作好作品往往是通过不断地
“看”与“练”，然后在一次次“思考”中实
现升华。王志良心里是这样想的，也是
这样一如既往地实践着。他坦言道：

“几十年来，书法研习占据了我大量的
业余时间，可以说，书法已溶入血液，但
仍乐此不疲，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一生挥毫得“意”也得“益”

▲王志良书法作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