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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医药产业，株洲决不能“守着金
山要饭吃”。

陈艳娟认为，应充分利用炎陵神农谷、
茶陵云阳山脉、攸县酒埠江、醴陵的君山、

渌口的龙潭等地天然中药种植山地资
源优势，从中药科研、教学、育种育
苗、种植、加工、营销、推广培训、临床

应用、中药旅游、中药养生等方面着
力，形成百亿中药产业链，打造“株洲中
药谷”或“株洲中药城”。

谭海彦则认为，应加大对中医药
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投入。政府出台
政策鼓励医药企业、医疗机构、高
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创

新，围绕单方验方、经典名方，研发推广
药膳、药饮、药妆、药浴等产品，推动中医
药产业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同时，
强化以中医药服务为主的中医医院办院
模式，积极创建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刘永忠建议，加大产业投入，培育龙头
企业。进一步加快中药新产品研发进程，提
升化学制药水平，扩大生物制药产业规模，
提高医疗器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经济附加
值，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医药产业集群。

2021 年底，国家正
式批复湖南等7个省市
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示范区。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决
心全力争创湖南省
创建国家中医药综
合改革示范区先导
区。近日，经省人
民政府同意，我市
成为湖南省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先导区。
预 计 到 2025
年 ，我 市 将 完
成先导区重点
任务，打造中
医 药 综 合 改
革 的“ 株 洲
模式”。

据市卫健委对相关提案的回复，我市
还将突出抓好中医药“产业振兴”工程。这
其中涉及许多具体事项。如以炎帝陵为核
心，在周边开发万亩中药材种植，打造炎帝
神农中医药健康旅游区；鼓励南四县（市）
和渌口区创建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市）
区，培育中药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加
大林下中药材种植，打造罗霄山脉中药材
产业带；支持千金药业把妇科千金片培育
成产值过10亿元的中成药大品种和国家
推荐100种疗效独特的中药品种。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财政部门
将按照职责，建立持续稳定的中医药发
展多元投入机制，统筹安排中医药发展
经费用于市级基层人才培养，重点扶持
市级基层人才培养、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中医药重点特色专科、中医药科研配套、
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和基层中医馆等建
设，在工业、农业、林业相关专项资金中
支持中药材种植、生产及加工等。

株洲成为湖南省创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

形成百亿中药产业链，打造“株洲中药谷”

这两年，反复来袭的疫
情一次次考验着我们。疫情
带来焦虑的同时，也让人们
对传统中医药有了重新认
识。中医药在抗疫中迎来

“高光”时刻，中医药事业
的 发 展 也 被 更 多 人 关
注。株洲作为神农福
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优势明显。就在年初
市两会期间，多名市
政协委员就把目光
聚焦于中医药事
业发展，重点围
绕 扶 持 中 药 产
业发展等建言
献策。市政协
还 将 有 关 提
案列为年度
重 点 督 办
提案。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至今仍广泛流传。远古时
代，炎帝种五谷，以为民食；
遍尝百草，以治民恙。炎帝神
农氏被奉为中医文化的始祖，
安寝于株洲市炎陵县。

这可谓自带的“光环”。当
然，发展中药产业，株洲还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罗霄山脉被
誉为“华中地区中药基因宝库”，动
植物资源丰富，尤其适宜中药材种
植，境内有各类中草药 2000 余
种。这些山里的“宝贝”，成为株洲
中医药事业发展最有力的支撑。

产业上底气十足。根据市政
协副主席陈艳娟的调研，株洲拥有
国家级龙头企业千金药业，及省直
中医院在内的2000多家城乡中药

应用医疗机构和2000
多家中药零售连锁药
店，全市 147 家企业参
与中药材种植加工。备
受赞誉的“明星”中成药
——妇科千金片就产自
株洲。

机遇在加持。2021 年
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
部委（局）批复同意湖南等七
省市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此前，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医药特
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
提出优化中药审评审批管理，
建立中药新药快速审评审批通
道；可豁免部分中药新药的非临
床安全性研究及部分临床试验。

发展中药产业，株洲底气十足

◀疫情期间，小
小中药香囊实力“圈
粉”。
市中医伤科医院供图

▲年过七旬，何定叁
老人在渌口区淦田镇八
斗村种人参。 肖霜供图

优势叠加却没有扬优成势

尽管优势叠加，也一直在攒
劲，但株洲中药产业发展始终没
有取得大的突破。问题何在？

陈艳娟认为，缺的是顶层设
计、是组织生产、是道地药材标
签。尽管全市有这么多企业从事
中药种植、加工，但散、弱、小，有
龙头无带动，有资源无聚合力。

近几年，国家对中医药越来
越重视，各地也争相申报道地药
材，如邵东玉竹、新化黄精、隆回
山银花等。经检测，我市渌口区
的黄精品质比新化的还要好，但
因株洲未被认定为道地药材的主

产区，产品品牌影响力十分有限。
市政协委员谭海彦等认为，株洲

在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建设方面还没
有形成链条效应。中医医院自身传承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化管理水平
及承载中医药发展主阵地的服务能力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市政协委员刘永忠等聚焦推进湘赣
边区域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进行调研，
发现产业链不完善，服务水平待全面提
升。如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需要从外地采
购的问题，缺乏能够提供高水平临床试验
研究、注册审批等专业服务机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欣

政协委员为株洲中医药事业发展政协委员为株洲中医药事业发展““把脉把脉””建言建言

“要是孩子考不上高中名校，那初中就白读
了，一辈子都完了。”日前，记者采访部分初中家
长时发现，有的孩子进入初中后，一些家长焦虑
骤增，要求孩子要像迎接高考一样，立即着手准
备中考。于是，就有了上面这段家长声音。

不过在一些初中老师看来，有目标是好事，
但如果目标一开始就定得太高，并以此对孩子
施加压力，并不一定有利于孩子在初中阶段的
学习和成长。

老师们表示，进入初中，孩子们也进入了青
春期，性格敏感易叛逆。那么家长更应做好正
面引导，让孩子对初中生活有一个积极、正确的
认识，而不必把初中阶段的学习“窄化”为考高
中。初中三年应该是孩子们学习和提升自我意

识的重要阶段，让孩子带着期许“上路”，绝对要
比带着焦虑和恐慌开始新学段要事半功倍。

对此，家长应帮助刚入初一的孩子尽快适
应新环境，学会表达，以便在新的学习环境，尽
快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老师们建议，进入初中阶段后，学习上最大
的变化是由被动转为主动。因此，初一新生要
主动培养兴趣，并找到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
特别是要学会提升效率。即主动适当增加学习
时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主动适当增加
独立思考时间，把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
来。追求效率但不盲目追求直观分数，不要只
看是否考入了前几名，更要关注自己学会多少，
获得多少，向时间要效率。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
唐传伟 肖喜林）记者昨从渌口区教育局获悉，
渌口区为辖区内的 107 名贫困学子，共发放助
学金50.5万元。

“金秋助学活动,如及时雨一般，给了我们
有力的支援，为我家解了燃眉之急。助学金减
轻了我的学习负担，减轻了全家人生活的负
担。”日前，在渌口区2022“金秋助学”助学金发
放仪式上，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的受助学生谢同

学说出了众多学子的心声。
渌口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奉献一份

关爱，让贫困学子在温暖的社会中勇毅前行，更
是渌口教育人应尽的职责。

“大爱株洲.金秋助学”活动已成功开展19
年，在株洲市、渌口区两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
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倾情相助，总计
筹措 1150 余万元，资助了全区 2000 余名家庭
经济困难的大一新生顺利进入大学。

快乐“双减”因乐不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刘子琳 曾旖菡）昨日下午，天元区
凿石小学大课间音乐响起，学生有序来到
操场上，一场音乐盛宴如约而至。

本次课间音乐节邀请到株洲市指尚现
代音乐中心的“YYDS”乐队，演出曲目有

《我说了算》《孤勇者》《小城夏天》。整场演
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同学们一同歌唱，
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让现场变
成了音乐的海洋。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
学生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与乐趣，充分
展现了凿石小学“双减”教育的新成果、新
气象。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凿石小学积
极开展课后服务，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科
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
团活动，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提升综合
素质。让孩子拥有快乐的创新思维、艺术
视野及快乐的童年，实现“五育并举”。如
今，美育、趣味体育和汤圆妈妈故事会等已
成为凿石学子的快乐日常。

20名大一新生
获“龙华教育基金”资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郭格）9 月 1 日，“龙华教育基金”再
施援手，20名准大一学生获得资助。

“龙华教育基金”是株洲市教育基金会
成立的第一个个人专项助学基金，今年资
助贫困生和奖励考取研究生的学子共 82
人，其中资助大一新生 20 人。该基金于
2011 年在市教育基金会设立，截至 2022
年，共资助学生 894 人次，总出资金额 447
万元。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龙
秋华表示，“龙华教育基金”助学是公益行
为，更是一种感恩，公司将会尽自己的力量
资助更多的贫困学子。凡受龙华教育基金
资助的大学生，每人每年可获资助 5000
元，不管本科学制几年，只要符合继续资助
的条件,就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

跨入新学段 老师给出“过渡指南”
新学期新变化系列报道之一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市二中枫溪学校初中部，老师为新生进行学习规划指导。 记者/戴凛 摄

▲学生们在演奏中。
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刘子琳 摄

▲龙秋华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记者/谭筱 摄

渌口区：107名贫困学子共获助学金50.5万元

秋季新学期大
幕拉开，同学们迈入
新的学年，有的还跨
进了新学段。同时，
2022 版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都将在各中小学正
式启用。

刚刚迈入初中、
高中的同学们，该如
何调整学习状态和
生活方式？日前，记
者采访了我市部分
初中、高中班主任，
请他们为跨入新学
段的同学和家长们
支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
朱丽萍）9月5日，市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举
行了以“家校协同，筑梦枫溪”为主题的一年级
新生家长会。学校从入学适应、安全管理、常规
习惯三个方面与新生家长展开交流，旨在帮助
家长把握正确的育人方向，规范家长的教育行

为，让家长有效地与学校、老师合作，使学生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据了解，为加强家校共育，学校自2017年建
校以来，为每届新生家长发放了“枫溪家长手册”，
并指导孩子完成“明礼养德礼仪手册”，手册已成
为学校“明礼养德”特色课程实施的重要载体。

家校协同，新生家长上好“第一课”

相关新闻

知识跨度大，养成好习惯高中生

进入高中，知识跨度明显增加。老师们指
出，高中的学习是“思维进阶”的过程，重在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等，自主学习的能力非常重要。因此高一新
生应迅速完成“身份转变”。

高中科目增多，从高一开始要养成“落实”
的习惯，及时解决知识难点。高中的难点很容
易堆积，导致积重难返，从新高一的衔接开始，
就要扎扎实实落实到位。在学习方法上，要防
止“重记忆、轻理解，重做题、轻读书，重计算、轻
概念”等不正确的学习方法。

而对于家长而言，此时家长已经很难在学
科上为孩子提供指导了。那么家长要做的就是
给予孩子更多心理和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

“孩子现在什么事都不和我说了，也不知道
学没学懂、同学关系怎样，搞得我更着急。”孩子
进入高中后，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感叹。

老师建议，家长多陪伴、少唠叨，要学会尊重和
听取孩子的意见，要从管理者向引导者角色转变，放
手而不撒手。如果孩子不愿意表达，就默默当好
守护者。家长可以提前关注一些招生政策、就业形
式，以便孩子在需要时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建议。

不必把初中当“战场”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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