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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区35名贫困学生
获资助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冯峰） 中小

学校开学在即。8月 26日，“润苗助学，扶志助飞”活动捐赠

仪式在荷塘区举行，辖区内 35名贫困学生获资助。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株洲市委会主委余群明出

席活动。

此次 4 万元爱心善款，由致公党株洲市委会成员组织

募集，这也是致公党株洲市委会长期以来开展的社会服务

活动“致公助学”的延伸。

该活动已举办 8 年，组织方以资助辖区内家庭贫困的

优秀学子为目标，服务对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生，得到

了很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关心与帮助，已累计募集助

学金 65万余元，资助贫困学生 488人次。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提高30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晖） 8月 26日，全市 2023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全面启动，居民个人缴费

标准比 2022年提高 30元。

截 至 2022 年 6 月 ，全 市 城 乡 居 民 参 保 缴 费 人 数 达

298.17万人，城镇职工参保缴费人数 72.66万人，合计 370.83

万人，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我市城乡居民集中

参保缴费期，原则上是每年 9月到 12月，考虑到农民工异地

常住、春节集中返乡因素，一般最多延长至次年 2月 28日。

今年，城乡居民医保的居民个人缴费提高了 30 元，达

到 350元/人。相应的财政补贴也提高了 30元达 610元，保障

了居民的医保待遇。各县市区将在 9 月份制订参保工作方

案，确保相关工作有序开展。同时从今年开始，中小学生参

保从学校代收代缴改为学生家长线上缴费。大学生则由高

校统一组织本校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代收代缴基本医

疗保险费。

副市长杨胜跃出席会议。

省外入（返）株人员
要落实3天 2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
刘兰） 当前，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为严防疫情输入，8 月 28 日，市疾控中心再

次发布紧急提示：近 7天有中高风险区旅居

史人员需落实 7 天隔离医学观察；近 7 天有

低风险区旅居史来（返）株人员需落实 3天 2

检；对近 7天有西藏、新疆等有严重本土疫情

或外溢风险较大地区旅居史人员，实施闭环

转运，落实 7 天隔离医学观察和 3 天居家健

康监测。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10天以

来有西藏、新疆、海南、青海、四川成都和南充、

陕西西安和商洛、河南三门峡、湖北武汉等国

内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人员，务必第一时间向

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

所有省外入（返）株人员应持有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后第一时间在三站一

场（高铁站、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交通健

康服务点或社区及时进行落地检，并在入株后

第3天再检测1次。入株后第3天核酸检测阴性

前，非必要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进入人员密

集的公共场所，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我市启动“粤港澳大湾区
商会联盟”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任远） 8 月 26 日，株洲“粤

港澳大湾区商会联盟”在深圳成立。副市长蒋湘晖出席成立

仪式。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有大批创业者奔赴广东，在当地打

拼出一片天地。如今，湖南有 400 多万人在广东干事创业。

广东成为株洲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来源地，株洲将近一半

的招商项目来自广东。

今年 3月，株洲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株洲市“迎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行动方案（2022—2025年）》，明确了促进湘商

回归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株洲籍企业家回乡创业兴业。

目前，我市在广东各地有商会 17家，株洲“粤港澳大湾

区商会联盟”由广东省株洲商会牵头发起，将这些商会集结

起来，以联盟的形式，团结在粤株洲籍企业和人士，打造一

个以粤港澳为中心、辐射中南、影响全国的“大商会”组织，

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倍增、项目落地。

该联盟成立后，将形成商协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举办联

席会议。

株洲·茶陵·粤港澳大湾区
企业家恳谈会在深举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任远） 8 月 26 日，“迎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2022 年

株洲·茶陵·粤港澳大湾区企

业家恳谈会在深圳举行。

本次活动由株洲市人民政府主办，株洲市商务局、茶陵

县人民政府承办，17位在粤株洲商会负责人及一批优秀湘

商（株洲籍）企业家，共近 80人出席恳谈会。

会议解读了株洲“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行动方案，

并对茶陵县情和招商政策进行专题推介。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湘商回归，招

商引资工作成绩喜人。1至 7月，全市引进湘商项目 384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57个，湘商来株新注册企业 45家，湘商

投资到位资金 192.7亿元。

会议上，茶陵县围绕电子信息、商贸物流、服装服饰、家

具建材、电商融合、食品药品等产业开展广泛招商，这也与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特色相契合。

副市长蒋湘晖作市情推介，他希望在粤企业家回乡投

资创业，带动更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聚集株洲，帮助家乡

实现飞跃发展。

战高温 抗干旱 促发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平）“今天是

开挖的第 3天，明晚可开始蓄水。”8月 27日

下午 3时 30分左右，荷塘区明照街道东园村

兴旺组，两台挖掘机在一口荒废水塘的位置

施工作业，63岁的村民凌桂华站在一旁协助

挖掘机驾驶员作业。村民们称，蓄水塘投用

后，将为面临干旱的稻田提供灌溉用水。

挖掘机日夜赶工修蓄水塘

兴旺组80多亩稻田面临缺水，已荒废的水

塘曾是兴旺组一口具有蓄水功能、能提供灌溉

用水的蓄水塘（详见本报8月26日3版报道）。

8 月 25 日，记者现场采访时发现，塘堤

上残留着抽水台基座；水塘长满茭白，难见

水面；水塘边停有一台小型挖掘机，挖有一

个长条形的水坑蓄水。

村民们反映，已荒废的水塘是该组一口

老水塘，曾经蓄水正常，在干旱季节能应急。

8月 25日下午，东园村村委会雇来了 2台大

挖掘机对荒废的水塘进行开挖。25日，两辆

挖掘机作业到晚上 9 时；26 日，两辆挖掘机

从早上 6时开始作业，作业到晚上 12时。

凌桂华介绍，按照每辆挖掘机每小时需

支付320元工钱计算，修好蓄水塘，总共将花

费3万余元。蓄水塘修好后，将从茶园水库引

水，进行蓄水，再将水抽往引水渠，灌溉稻田。

部分公示电话有待畅通

在位于东园村的茶园水库，堤坝上设有

茶园水库 2021年大坝安全（防汛）责任公示

牌和茶园水库区级河长公示牌。

大坝安全（防汛）责任公示牌上公示有

“政府责任人（兼行政责任人）”“主管部门责

任人（兼技术责任人）”“管理单位责任人、巡

查责任人”的联系电话。区级河长公示牌上

公示有“乡级河长”“村级河长”“区级河道警

长”“民间河长”的联系电话。

8月 28日上午 10时 14分至 11时 20分时

段，本报记者尝试拨打了上述责任人及河长

的联系电话。

“政府责任人（兼行政责任人）”的联系

电话，3次拨打，均无法拨通；“主管部门责任

人（兼技术责任人）”的电话拨通后，对方称，

他已于今年 7月份，从明照街道办调到了仙

庾镇政府工作，茶园水库的“主管部门责任

人（兼技术责任人）”另有人员担任，公示牌

上的信息未及时更新；“乡级河长”的电话，

先后拨通了 3次，最终有人接听。

“管理单位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和“村

级河长”均由同一个人担任。该负责人称，他

正在休病假，具体工作需向村委会其他负责

人咨询。“民间河长”的电话拨通后，对方称

“打错了”，随后记者发短信说明记者身份，

并咨询对方身份，未得到回复。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
王娅） “今年雨水少，地里特别旱，要是没

有杨柳灌区给我们开闸送水，这些庄稼可能

会颗粒无收。”8月 26日上午，看着闸门口送

来的清水，天元区三门镇杨柳村的种粮大户

刘秋良感慨地说。

7月中旬以来，全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

无有效降雨，强烈蒸发，造成天元区旱情形

势严峻，农作物干旱面积达 5722 亩，超 468

人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

天元区开展全方面抗旱救灾工作，成立

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抗旱工作专班，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抗旱和服务工作，多措并

举，给老百姓吃下了“定心丸”。

杨柳水库是天元区唯一一座中型水库，

它肩负着 2.6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

早在旱情初期，天元区河湖管理服务中

心就集中开展了渠道清淤扫障行动，清淤扫

障 17公里，保障渠通水畅。旱情持续加剧，该

中心组织了抗旱服务队，每天顶着近 40 摄

氏度的高温，拉闸放水，巡渠保畅，每天送约

8万立方米的水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杨柳

水库已经向农田旱地行水约 350万立方米，

有效改善灌溉面积约 1.4万亩。

此外，对地势高水上不去的地方，天元

区河湖管理服务中心统筹发放抗旱水泵和

水管支援村组抽水灌溉，积极协调灌区村

组，做好水库出库流量和干渠各分水口流量

调控管理，保证了渠道上下游之间、灌区偏

远地区、近渠地区之间均衡用水和渠道安全

运行，确保灌溉工作顺利进行。目前，已累计

支援抗旱水泵 70 台次，水管 13000 米，投入

13万多元，应急处险 3处。

在天元区，哪里有旱情，哪里就有水利

干部的抗旱身影。

由天元区水利、应急和农业农村部门组

成的 6个工作组，每天深入田间地头，对 4个

乡镇街道旱情严重的村（社区）提供技术及

服务保障工作。

8月22日，三门镇联合仁仁洁公司给黄田

村饮水困难户送饮用水，早已等候的村民有序

地用桶和盆接水。“家里没水了，多亏了政府送

来了及时水，解决了日常生活用水问题，现在

不用担心没水了。”黄田村村民高兴地说。

旱情以来，天元区加大抗旱救灾指导力度，

协调乡镇、供水公司全面开展送水工作，三门

镇、马家河街道每天给饮水困难户120户共468

人送水92吨，有效满足了群众生活用水需求。

《明照街道东园村超600亩稻田“喊渴”》后续

两台挖掘机上阵 日夜赶工修蓄水塘

8月 27日，两辆挖掘机在挖蓄水塘。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平 摄

千方百计保灌溉、保饮水

杨柳水库开闸放水为农田“解渴”。通讯员供图

天元区送水到田入户

今年以来，株洲市民的出行之路，正在

变得更加舒适、便利。比如，城际铁路的“公

交化”，正是因为 7月 1日株洲火车站东站房

的启用，而这一时间比预定工期足足提前了

半年；在铁路大动脉上“动手术”的新华桥也

重建通车了；不具备开行始发列车的情况

下，株洲争取并开通了从株洲西发往北京西

和上海虹桥的始发高铁，结束了没有高铁始

发的历史……

这些重大项目，每一个都是投资体量

大、需协调解决问题多、建设周期长的“硬骨

头”，为何却在今年频频收获“硕果”？

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为此，今年我

市高规格打造“三个高地”指挥部，以超常规

方法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推进“三个高

地”建设重点任务，剑指一批带有普遍性、长

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让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管理扁平化，“县乡吹哨、部门报到”“企业

办事不求人”等工作机制先后建立，政务服务

热线、监督与服务微信群、“马上就办”、诸事

达 App等平台全面打通，全市上下集中优势

力量高强度高频度高密度打通痛点、堵点、卡

点问题，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升级和改善。

难解之事，被分解成一个个小项点逐一

解决；阻滞环节，在精准施策中逐一疏解通

畅，项目建设当然能够提速增效。今年来涉株

省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3.7%，大小

田心城市更新、航空动力重大专项、北斗产业

园、先进硬质材料产业园、三一智慧钢铁城等

项目加快推进，赛德雷特、椭圆时空等北斗应

用项目、宏工智能等智能制造项目相继落地。

品牌“株洲”开始出现走红迹象

湘江岸边、神农湖畔，半年内连看两场

大型烟花秀，今年，株洲市民的城市生活可

圈可点，满满的幸福感挤满社交平台，简直

快要溢出屏幕。

作为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株洲老工

业城市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今年，这个思

维严谨、略显木讷“理工男”，却出人意料地

在 5月 20日这天，以 293米高的株洲地标神

农塔为“手”，举起了巨型粉红爱心气球，展

现硬核浪漫。

“钢铁直男”株洲，开始放下矜持，向世人展

现浪漫温情的一面，这种反差萌，让不少株洲人

惊喜不已，更为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人情味。

在被誉为“湖南最美一条街”的株洲天

台路打造“粉红爱心斑马线”；全市首届青年

人才集体婚礼 50 对青年人才送出“幸福大

礼”；在全球湘商大会、湖南首届职业技能大

赛等重大活动之后，用热烈的“株洲制造”烟

火秀点亮天空；旅游宣传片《最快的速度来

见你》、招才引智宣传大片《很高兴认识你》

在社交平台刷屏……青春焕发的株洲开了

窍，一系列层层递进的城市营销活动，花俏

有趣，惹人喜爱，也收获了不少市民的好评。

知株侠看到，在如何打造城市品牌这件

事上，原来沉闷的株洲更会玩了。

8月 15日晚，株洲首届乡村音乐节暨第七

季“穿越荷塘”活动，开启了株洲首届旅游发展

大会系列活动的首站，以星空帐篷、乡村音乐

等特色元素，吸引线上380余万人“围观”。

就在 9月底，2022湖南（醴陵）国际陶瓷

产业博览会、株洲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醴

陵市花炮交流会“三会”同期，将在醴陵开展

27个主题活动……

品牌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而

实现城市的更多可能性，离不开不断涌入的

年轻人。在解决“谁可能来？”“重点吸引谁

来？”“靠什么吸引人来？”等关键问题的不断

尝试中，株洲逐渐抓住了流量“密码”，有了

开始走红的迹象。

“人情味浓浓，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在这

里，既可感受澎湃的热情，青春的律动，又有

值得怀念、倍感亲切的人间烟火。”不一样的

株洲，定能成就不一样的你。

◀上接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