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道路交通安全事务所
清算公告（第二次）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主办单

位同意，株洲市道路交通安全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302004451778611）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株洲市道路交通安全

事务所的债权人自 2022 年 8 月 26 日起 90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株洲市道路交通安全事务所清算组

2022年 9月 22日

注销公告
株 洲 市 天 元 区 爱 上 耀 华 幼 儿 园 拟 向 民 政 部 门 申

请 注 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30211680332251R，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组织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香芳 电话：18073351319

〔2022〕网挂第130、131、132、

133、134、135号地块恢复公告
我中心于 2022年 9月 21日，收到

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关于恢复
〔2022〕网 挂 第 130、131、132、133、
134、135号六宗地块出让的函》，该函
明确“经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研究
决 定 恢 复〔2022〕网 挂 第 130、131、
132、133、134、135 号六宗地块出让，
请贵中心即刻向社会发布〔2022〕网
挂第 130、131、132、133、134、135 号六
宗地块恢复挂牌出让的公告。”我中
心依据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来
函意见，特此对外发布〔2022〕网挂第
130、131、132、133、134、135 号地块恢
复网挂出让活动的公告。

〔2022〕网 挂 第 130、131、132、
133、134、135 号地块交易恢复公示
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2 日，报名及保
证金截止时间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 17:00 结束；
报 价 时 间 ：〔2022〕网 挂 第 130 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9:00 结 束 ；〔2022〕网 挂 第
131 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10:00 结束；〔2022〕
网挂第 132 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11:00 结束；
〔2022〕网挂第 133 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12:
00 结 束 ；〔2022〕网 挂 第 134 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14:30 结束；〔2022〕网挂第 135
号 2022 年 9 月 22 日 8:00 开始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15:30 结束。

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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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陈君 罗建楼 刘远 汪陵安

9 月 20 日，醴陵市浦口镇仙石村和白兔潭镇
金牛居委会交界处，花炮物流国际港项目开工在
即，挖掘机、推土机、运土车来回穿梭，进行推
土、转运等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这是醴陵开展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的
一幕。从 8 月至 11 月，该市全力奋战“100 天”，
围绕园区、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推进 38个重点项
目建设，计划完成投资 194.65亿元。

号角已吹响，步履正铿锵。醴陵市围绕项目
转、聚焦项目干，大干快干劲头足。

看“战绩”
自我加压，4个 10 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
9 月 21 日，醴陵市 4 个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

目集中开工，其中包括总投资 43亿元的花炮物流
国际港、总投资超 20亿元的醴陵市高铁片区综合
开发项目、总投资 12.6 亿元的柳鑫 PCB 高新材料
项目等，手笔之大、力度之强，可见一斑。

大项目带动大投资，大投资形成大产业。株
洲市项目建设“百日攻坚”下达醴陵市的任务数
为 24 个，后者自我加压，将任务数提升至 38 个。
同时，醴陵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走访省直
部门，汇报对接有关事项，争取政策和项目资金
支持，放大主导产业优势。该市相关部门加大争
跑力度，想千方尽百计争取国家资金和金融机构
支持，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下半年是项目建设黄金期，醴陵市积极打通
堵点、破除难点、消除痛点，新上项目抓开工、
在建项目抓进度、已竣工工业项目狠抓投产达效。

“对列入攻坚计划、尚未达到开工条件的项
目，梳理其卡点，排出时间表，立下军令状，尽
快完成立项批复、施工许可证办理等前期手续，
达到开工条件。”该市“三高”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按月倒排施工计划，每月梳理一批进度滞后
的重大项目，列出项目清单，成立协同推进专班
和现场核查专班，以“见形象、见投资、见工
人、见设备”的标准，逐一现场核实，推动问题
解决，核准一个，销号一个。

看“战术”
“五个一”工作机制，实地督查项目进度

今年 2月开工后，醴陵市服饰产业园项目快速
推进，现已开始厂房桩基施工。“7 月开始，调整了
作业时间，实行赶早带晚、规避中午高温段作业制，
抢抓进度。”该项目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让重点项目建设快马加鞭，醴陵市坚持一个
项目、一支队伍、一套方案、一块牌子、一张倒
排计划安排表的“五个一”工作机制，分管市领
导半月一调度，综合专班一周一调度、指挥部一
月一通报。该市“三高”办作战二部坚持每月至
少 2次到各重点项目现场实地暗访。

“为防止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在每月实地督
查项目进度过程中，采取拍照留水印、拍短视频
或‘现场直播’的方式，在微信群里进行播报。”
醴陵市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主任袁圣说，相关
单位围绕各自攻坚目标任务，也会分别组建攻坚
专班，细化方案，确保攻坚实效。

在该市“三高”办指挥部，电子大屏幕上每
逢工作日便会滚动播放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注明
其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及是否达到时序进度，既

“晒进度”又“赛进度”。

看保障
围绕项目转，聚焦项目干

“当时园区领导陪着我们考察项目备选地块，
看了一块不行就再换一块，不厌其烦，直到满意
为止。”柳鑫 PCB 高新材料项目投资方、深圳柳
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签约后，又有专
人“跑腿”，企业只需提供设计图纸等相关资料，
免去了来回折腾，“良好的营商环境，细致周到的
服务，项目推进就像按下了‘快进键’。”

行政审批是影响项目推进速率的关键因素之
一。该市针对攻坚项目清单，开通重大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实施集中代办、特事特办，为项目的
规划设计、建设报批等给方便。同时，按照“效
率优先”原则，实施“容缺审批+承诺制”审批
办理模式，切实提高项目前期审批速度。

围绕项目转，聚焦项目干。该市开展为期
100 天的项目建设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市优化营
商环境中心负责收集项目业主推进项目中阻碍和
破坏建设环境的举报与请求，公安部门做到有报
必查、主动排查、查实必打，发现一起、处理一
起，确保项目连续施工。

醴陵市主要负责人表示，以“一天当作两天
用、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紧迫感和责任担当，聚
焦重点项目，深化要素保障，推动投资持续增
长，确保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有序。

急救知识进校园

强化政治监督
护航生态环保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王海
艳）“虽然渔排是我们的生存工具，但为了这一湖
碧水，我们支持政府工作，确保生态环境变好
……”渔民余苏平说道。8 月 26 日，攸县组织有关
部门成立 6个工作组 200余人，集中对酒埠江库区
30 处渔排全部拆除到位并清离湖区，这是该县扎
实推进环保问题整改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攸县纪委监委坚持把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作为政治监督重点，按照“一县一清单”
模式，将生态环保领域政治监督工作纳入“软环境
类”监督，由班子成员带队开展监督，并充分运用
片区协作优势，实现“室组地”联动作战、职能部门
协同发力，用铁腕手段护航生态环境保护。

8 月上旬，该县纪委监委抽调工作人员，会同
环保、住建等职能部门，组成 4个督查组，对“洞庭
清波”“利剑行动”“春雷行动”等 6 大环保行动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坚持
分类处置、对症下药，做到“当下改”与“长久立”相
结合，深化标本兼治；对群众反映强烈、能够及时
纠正的问题，督促有关责任单位立行立改、边查边
改，立行立改问题共 9个；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
问题，下发督办函 6份，督促各责任单位建立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推动问题整改和整章
建制相结合；对问题整改进度缓慢的 1 个责任单
位下达《交办函》，并采取“回头看”的方式，督促限
期整改到位，防止出现“雨过地皮湿”现象。

今年以来，攸县共开展生态环保领域监督检
查 6 轮，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17 个，查处问题 1
个，处理处分 2人。

奋战“100天”，醴陵推进 38个重点项目建设，完
成投资194.65亿元

勠力攻坚势如虹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王雨喧 文浩） 有人溺水怎么
救援？看到别人被异物卡住窒息如何帮
助？……日前，醴陵蓝天救援队的“蓝天
使”走进株洲市二中附属第三（南洲）小
学，为 200 余名小学生带来一堂应急自
救互救讲座。

此次活动由渌口区委统战部牵头，
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组织发起，
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针
对溺水营救、异物哽喉、创伤急救、心肺

复苏等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情景模拟手
段，解析遇到紧急情况如何迅速判断并
施救。

当天，“蓝天使”人员利用长木棍、
空水瓶、救生圈等物品，演示了如何正
确营救溺水人员，并指导学生穿戴救生
衣和救生帽。在实操环节，“蓝天使”详
细讲解并演示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
急救法的操作要领。“我上台学习了怎
么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这堂课很有
用。”学生王靖雯说。

“蓝天使”成员给学生讲解心肺复苏的要领。通讯员 供图

攸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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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正值水果丰收季。虎踞镇峰仙村 30余亩
的毛记果业葡萄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
葡萄挂满枝头。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果园负责毛
叶清喜上眉梢。“高峰期一天入园采摘的游客上百
人，能销售 500 多公斤葡萄。”他算了一笔账，全年
葡萄产量约 2.5万公斤，销售额可达 60多万元。

像这样农产品产销两旺的场景，不止是葡萄。
而在永鑫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柏华的眼

中，种植本地紫皮大蒜，是情怀，是品牌，更是财
富。他深有感触地说：“十年前，完全‘看天吃饭’，
辛苦种下大蒜还要走南闯北去销售。如今，虎踞的

‘三宝’美名远扬，每到收获季节，经销商涌到村头，
走进地里抢购，供不应求。”

在虎踞镇，众多像毛叶清、谭柏华一样的新型
职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创业致富梦。

近年来，为促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稳定
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虎踞镇创新理念，积极拓宽
销售渠道，加快一、二、三产业农旅融合，引导农户
和企业利用家庭农场、乡村游园、社会扶贫、电商、
农超对接以及展会和专柜等创新举措，采用“加盟、
连锁、直销”等多样化销售模式，助力农产品走出
去。

蓉园食品有限公司是虎踞镇一家生产销售“茶
陵三宝”、茶陵水产、山产等绿色食品的加工企业，
产品除了在全省 60 余家步步高超市入驻外，还通
过淘宝店铺、微商城以及网红带货的方式，销往全
国各地。

在茶陵火车南站候车室一角，“湘赣红”农产品
展示专柜前，湖南永光食品公司“茶陵三宝”深受顾
客青睐，被来往旅客选为伴手礼，通过列车“搭车向
外”。

在合湖村虎踞高速互通口旁边，虎踞镇已规划
200 亩土地，计划打造现代特色苗木产业示范区，
建设湘东苗木交易市场中心，形成湘赣边、茶攸炎、
莲永井周边县市最大的花卉苗木繁育和集散中心。

……
农产品销售顺畅，种植户吃下“定心丸”，越干

越有劲；加工和生产企业前景广阔，越办越红火。
任重道远须策马，风正潮平好扬帆。当时光的

年轮划过虎踞的山河，总会留下奋斗者的足迹；当
晨曦的阳光洒向虎踞的大地，定会印刻出笃行者的
背影。虎踞乘着新时代的风帆，不负韶华、只争朝
夕、破浪前行，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为实现“湘赣边乡村振兴示范镇”目标奋楫
远航，为虎踞人民的幸福生活接续努力。

“三新”奏响兴农曲
——走进茶陵虎踞，聆听现代农业发展强音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肖蓉 通讯员/段辉辉 谭忆丰

罗霄山下，洣水河畔，虎踞镇坐拥茶陵“北大门”，历来为茶
陵、攸县、安仁“三县要津”。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近年来，虎踞镇重农、兴农、强农的初心不
改、步伐不停，积极探索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之路。深耕沃野，让
“绿水青山”产出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质增效，推动农产品加工
业优化升级；拓展市场，把好产品变成好品牌，美名远扬。如今，
在乡村振兴之路上，虎踞大地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

9月 6日，在茶陵县虎踞镇原
农技站站长龙兵文守护的仓库
里，精心保存着 10000 瓣经过提
纯复壮的茶陵紫皮大蒜蒜种。他
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蒜瓣，憧憬
着说：“这些‘宝贝’，将以虎踞镇
为中心原点，在这片土地上孕
育、成长、分化、壮大，给茶陵大
蒜产业带来新的生机。”

“茶陵有三宝，生姜、白芷、
大蒜脑。”“茶陵三宝”是茶陵重
要的经济作物，也是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虎踞镇作为主产区，目
前，全镇种植面积超 5000 亩，年
产量近 1000 吨。其中，虎踞的紫
皮大蒜以香、辣、脆最为闻名，产
量占据茶陵的半壁江山。

据茶陵县志记载，茶陵大蒜
始于五代前，栽培历史逾千年，
明清时被列为“贡品”。然而，因
蒜种退化严重、栽培技术不当等
诸多原因，导致本地紫皮大蒜个
头越来越小，市场竞争力差，甚
至还出现过滞销。

虎踞镇高水村农户谭张美
回忆说，家里祖祖辈辈种蒜，但
在紫皮蒜提纯复壮项目还没开
始前，农户的种植积极性不太
高。“收成不大，加上外省大蒜品
种对市场的冲击，我们的本地大
蒜卖不了好价钱。”

如何发挥乡镇之力，携手农
业农村部门，帮助茶陵大蒜重振
雄风？这些年，虎踞镇党委政府
一直在努力探索。

创新，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
根本出路，也是实现现代化农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一 招 。2018
年，茶陵县农业农村局启动《茶
陵紫皮大蒜提纯复壮项目》。中

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以下
简称“中麻所”）专家团队走村访
户，发现虎踞镇高水村的紫皮大
蒜是最为接近原种的品种之一。

以此为契机，虎踞镇多次组
织研讨会，邀请农技人员和当地
有经验的蒜农座谈，为优化蒜种
出谋划策。对此，时任虎踞镇农
技站站长的龙兵文记忆犹新，因
为他被茶陵县农业农村局邀请
参与茶陵紫皮大蒜提纯复壮项
目。

经过中麻所几年的品种培
优，今年 5 月获得的测产数据令
人十分惊喜：虎踞农户自种的蒜
头平均直径 4.14 厘米、鲜产重量
每亩约 350 公斤；经过提纯复壮
后的蒜头平均直径 5.25 厘米、鲜
产重量达到每亩约 550 公斤。农
户谭张美叹服：“都是种在自家
的地里，种植的方法也一样，但
提纯复壮品种长得‘胖’多啦！”

目前，科研团队已成功交付
首批 10000 瓣提纯复壮蒜种。龙
兵文接过重任，在虎踞流转了 10
亩地作为示范地，负责蒜种繁育
推广。他告诉记者：“一个蒜头一
年可分化出 8 至 10 瓣蒜种，预计
三年时间繁育到一定规模后，就
会分发给农民种植。”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岁月
在公，不薄耕者。虎踞镇党委书
记李慧勤充满信心地说：“作为

‘茶陵三宝’的祖籍地，虎踞镇将
扛起产业复兴的责任，不遗余力
地推进‘茶陵三宝’产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计划用
5 年时间，建设一个千亩连片的

‘茶陵三宝’种植基地，从而带动
全镇种植规模超 1万亩。”

“伏蒜”一直是湖南永光食品公司的拳头产品。
作为虎踞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加工企业，该公司不
仅有 200余亩种植基地，还与 10余个合作社、1000多
户农户签约，收购紫皮大蒜。

每年 4 月，该公司精心挑选还未现紫皮的嫩蒜
球，在加工车间里完成“三清三洗三腌”九重工艺，最
后老坛封存，发酵半个月，这才制成了地道的“茶陵
伏蒜”。天然食材，传统口味，技术加成，一瓶 500克装
的“茶陵伏蒜”零售价超 30元，约为鲜蒜价值的 3倍。
该公司负责人尹兰凤介绍：“我们正在研发小袋包装
的农产品即食零食，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增加更多
附加值。”

上个月，全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现
场会在茶陵县召开。参会人员专程来到虎踞镇君兰
大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观摩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建设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往，当地加工企业只在收获季生产伏蒜、盐
姜、腌菜等制品。“现在有了保鲜库，原料储存时间大
幅延长，腌制的蒜和姜即使在夏天也不怕，生产、加
工和销售有了更多保障，产能也大幅提高。”君兰大
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懂哲说。

“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加工是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有了品牌特色农产
品，如何最大化创造新价值？看！虎踞镇党委政府连
连出招：

资金投入。整合 260 万元扶贫资金，加大农产品

加工产业建设，形成“工厂+农户+合作社+基地”的
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政策引导。鼓励支持当地加工企业与合作社、种
植大户横向联合，建立“产供销加”一体化模式。

设施保障。争取补贴资金 300 万元建立冷库 26
个，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电商平台，打通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
招商引资。引入龙头加工企业，带动特色农产品

的种植与加工，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2012 年，虎踞镇通过

招商引资，成功引进湖南红星盛康油脂股份有限公
司，这是茶陵县首家大型山茶油加工企业，公司产品

“御康”“好恰油”获评湖南著名品牌，价格翻番，最高
价达 300元/公斤。

深加工让油茶果价值倍增，带动了农户种植油
茶的积极性。虎踞镇充分利用油茶苗木繁育和红星
盛康油脂加工的优势，打造优质油茶片区，规范茶油
品牌，结束茶油户加工、壶灌装、口相传的历史，使得
茶油产业成为继“茶陵三宝”外，该镇打造的又一特
色农业产业。

加工业创造了农业新价值，农业的新业态更为
虎踞镇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活力。如今，以特色优质农
产品为依托，一批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虎踞镇迅速
发展壮大。该镇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朝着 9 亿元迈
进，并着重培育打造 2个“湘赣红”品牌授权企业和 1
个市级龙头企业。

▼
老
品
牌
焕
发
新
生
机

▼
深
加
工
创
造
新
价
值

▼
多
举
措
开
拓
新
市
场

种植户毛叶清查看葡萄。
陈洲平 摄

湖南红星盛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外景。通讯员 供图

省农产品对接会，步步高超市采购
蓉园食品糖醋蒜场景。受访单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