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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硕果飘香。
步入荷塘区金山科技工业园，三一智慧钢

铁城项目首开区一标段硕大的厂区远远就映
入了眼帘，这个1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厂房大量
使用玻璃材料外立面，富于科技美感。秋日暖
阳下的厂房金光熠熠。

机械轰鸣，施工繁忙，不时有车辆驶入，20
家首批入驻的企业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设备
进场。截至目前，三一智慧钢铁城共引入35家
钢铁产业链上优质贸易和加工企业，其中首批
入驻的 20 家企业，预计年交易及加工量可达
120万吨，年交易额将超60亿元。

这是我市大兴产业、大干项目的缩影之一。

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作用，
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项
目”的理念，抢抓政策机遇，科学谋划一批打基
础、补短板、强功能、增后劲、利长远的重大项目。

我市强化打造“三个高地”指挥部统揽，市
委常委会会议成员联系14个百亿项目、县市区
党政主要领导联系15个重大项目、市领导联系
75个重点项目，形成高位推动态势。

1 至 8 月，我市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536.3亿元(入统数)，实际申报开工项目289个，
实际申报竣工项目99个(含计划外)。其中，47
个省重点涉株项目完成投资 260.6 亿元，占年
度投资计划的72.6%。

新签约合同引资总额650亿元

10 月 2 日，中车时代半导体与我市签
约，将投资约52.93亿元在株建设中低压功
率器件产业化项目；9月28日，大唐华银株
洲2×100万千瓦扩能升级改造项目开工，
项目一期总投资约80亿元；9月21日，我市
举行 2022 年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重
大项目开工活动，炎陵县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等162个集中开工，总投资426亿元……

捷报频传，佳音不断。
8 月起，我市又启动项目建设“百日攻

坚”行动，重点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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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攻坚行动，着力拓宽项目
来源，加强要素保障，破解制约难题。

“百日攻坚”，成效显著：1至8月，全市
新签约亿元及以上合同项目182个，合同引
资总额 650 亿元。其中 8 月份签约引进亿
元以上项目 29 个，新引进亿元以上重点项
目履约完成20个，湘商回株投资项目完成
72 个，湘商回株投资新注册企业 12 个，湘
商回株投资实际到位资金35.86亿元，新设
外资企业3个。

1至8月全市388个项目实现开竣工
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36.3亿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喜张

9月26日，三一智慧钢铁城一标段项目交付，20家企业
首批入驻。

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项目“种子”萌芽而出，茁壮拔
节。未来，这里还将长出国内领先智能制造产业链园区、中

部最大钢铁供应综合枢纽、湖南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的参天大树，并结出累累硕果。
今日之项目，明日之产业。今年，我市全力以赴抓投资、上项目、促发展，一个个项目的招引与

建设，正在全市上下奋楫扬帆的干劲和汗水中，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47个省重点涉株项目完成投资260.6亿元

“天宫课堂”再开讲 课表请收好
今天15时45分开始，航天员邀青少年同做实验

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

年底前完成空间站建造

记者 11 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获悉，“天宫课堂”第三课定于 10 月 12
日 15 时 45 分开始，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将面向广大青
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继续采取天地
互动方式进行，3 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
示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实验、水球变

“懒”实验、太空趣味饮水、会调头的扳手
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绍，并与地面课
堂进行互动交流，旨在传播普及载人航天
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宫课堂”推出以来，已成功举行了
两次太空授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前期开展的授课内容征集活动中，社会
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通过新闻媒体、

“学习强国”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官网踊
跃建言献策，不少好的创意设计脱颖而
出，将在此次授课及后续活动中陆续进行
展示。

中国航天员真诚邀请广大青少年在
地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实验，从天地差异
中感知宇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乐趣。

（据新华社）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
执行天舟五号飞行任务的长征七号遥六运载
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 10 月 11
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长征七号
遥六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
工作。

当前，空间站建造已进入收官阶段。按计
划，年底前将实施梦天实验舱、天舟五号、神舟
十五号飞行和神舟十四号返回等 4 次任务，完

成空间站建造。
目前，执行上述任务的飞行产品均已进场，

文昌航天发射场2箭2舱（船）同时在场区进行
测试，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同步开展载人飞船发
射和回收任务准备，测控通信系统陆海天接
力、全天候值守保障空间站安全稳定运行，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在轨“出差”时间过半，神舟十
五号乘组正在加紧训练，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扎
实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新华社）

●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深受世界
人民喜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段兆刚11日告诉记者，十年来，大熊猫人工
繁育等技术快速发展，目前全球圈养大熊猫
种群数量达到673只，较十年前增长近一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 日发布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2％，与 7 月预测值持
平；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2.7％，较7月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10日在
国民议会发言时批评美国经济强权，呼吁
欧美之间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勒
梅尔表示，法国不能允许乌克兰危机造成
美国经济主导全球而欧洲经济遭到削弱。
欧洲经济削弱不符合任何人利益，需要在
能源等领域寻求建立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
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 （本报综合）

速看天下

1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相对差距持续缩小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1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2012
年增加18618元，年均名义增长8.8％，扣除
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6％。其中，2021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
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城乡
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

报告显示，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412 元，比
2012 年增长 9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8931 元，比 2012 年增长 125.7％。
2013年至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
比城镇居民快1.7个百分点。

根据报告，总体看，10 年来，我国居民
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带动消费水平持续提
高，消费能力不断增强。2021年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24100 元，比 2012 年增加
12046 元，年均名义增长 8％，扣除价格因
素，年均实际增长5.9％。 （据新华社）

▶图表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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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建议

生活宝典

吃不完的剩饭剩菜，你会怎么
处理？为了避免浪费，很多人选择
把剩菜放进冰箱保存，之后再加热
食用。当然，对于剩饭剩菜，人们还
是会隐隐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平时
也听到过一些其对身体健康有害的
说法。那么，此时这些疑惑就出现
了：饭菜是凉了放冰箱好，还是趁热
放好？剩饭保存要注意什么？哪些
食物适合放冰箱，哪些不适合放冰
箱？接下来，就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开水烫餐具消毒
并不靠谱

每逢节假日，不少人会选择家庭或
好友聚餐。饭前第一件事，少不了用开
水烫餐具。用普通的开水烫餐具，真的
可以消毒杀菌吗？

此前，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过实
验：对两个盘子进行菌落检测，模拟日常
生活将A盘用100℃的热水，B盘用50℃
的热水各进行了5秒钟的淋洗。结果显
示，两个盘子在开水淋烫后，细菌数值下
降很少，杀菌效果不明显。专家表示，高
温消毒要达到效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是温度够高，另一个是时间够长。因
为引起胃肠道疾病的细菌多数要经100℃
高温作用 1 至 3 分钟或 80℃高温加热 10
分钟才能死亡。饭前用开水淋烫碗筷，很
难满足这两个条件，因此杀菌作用不大。

外出吃饭餐具应该怎么处理？尽量
去卫生达标的餐馆。如果坚持烫餐具，
尽量用 100℃的水烫 1 至 3 分钟，或用
80℃的水加热 10 分钟进行操作。在家
时，餐具摆放、使用注意以下几点：餐具
在完全晾干之前不要把它们摞在一起，
否则容易增加细菌滋生；定期对餐具进
行消毒灭菌处理，包括“煮沸消毒”法（将
餐具置入沸水中煮沸 5 至 10 分钟）、“蒸
汽消毒”法（将餐具放入蒸汽柜中，调节
温度至100°C，消毒5至10分钟）等。

综上所述，在外就餐时，如果水不够
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没啥
用。如果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挑干净
卫生的餐厅为好。

（摘编自《都市快报》、科普中国）

很多人喜欢在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以下
为您提供四条健康爬山建议。

1.备好装备。建议穿轻便、合脚、防滑的鞋
子。穿鲜艳好洗的衣服，以便被及时发现。最好
准备一根或一对登山杖。下山时身体前倾，易摔
倒，山路湿滑的情况下，有杖支撑更保险。

2.补给充足。多带水，还可以带些巧克力，
以防低血糖发生。此外，基础疾病患者应带好必
备药品。如有心脏病等基础病的，要带上速效救

心丸等药品。
3.控制速度。登山不能着急，尤其是开始

时，速度一定要慢。调整好呼吸，最好戴上运动
手环监测心率（最好不要超过 180）。如果心率
过快，可以站立休息1—2分钟再爬，也可以暂停
休息10—20分钟，但不要立刻坐下，待心率平稳
后再坐下休息。为避免脚扭伤发生，建议走路不
看景、看景不走路。老年人爬山宜量力而行。

4.爬山后注意休息。 （本报综合）

适度晒太阳可防痴呆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
泰团队联合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市立医
院谭兰等发表的一项研究提示，适度晒
太阳可降低痴呆风险。

分析显示，随访9年期间，户外日照时
间与痴呆风险之间呈J形曲线关系，户外日
照时间平均每天1.5小时、夏季每天2小时、
冬季每天1小时情况下，痴呆风险最低。

与平均、夏季、冬季每天户外日照时
间分别为1.5小时、2小时、1小时相比，户
外日照时间较短时，痴呆风险显著增加；
而户外日照时间较长时，痴呆风险以相
对缓慢的速度增加。

以上述界值为参照，平均每天户外日
照时间每减少半小时，痴呆风险增加
28.7%；夏季和冬季每天日照时间每减少1
小时，痴呆风险分别增加19.3%和18.4%。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年龄大于 60 岁
者、女士及每晚睡眠时间为 7 小时的人
中，户外日照时间与痴呆风险之间的上
述关联更明显。作者指出，适量晒太阳
之所以可改善认知功能，可能是因为日
照促进皮肤中维生素 D 合成，而维生素
D 可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大脑健康。另
外，户外晒太阳还可能会通过调节昼夜
节律以及人体生物钟而影响认知功能。

当然，作者也强调，户外日照不能过
多，否则会增加很多不良事件的发生风
险，包括晒伤、皮肤癌以及白内障、紫外
线角膜炎等眼科疾病。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饭菜放冰箱要凉透还是趁热
哪些食物不适合放冰箱

生活研究

秋高气爽宜登山 四点建议送给您

冰箱中除了前面说到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等细菌，还有容易被人们忽视、却有致命
危险的李斯特菌，它能在0℃以下的冷冻室存活
很久，用冰箱冷藏食品完全不能抑制它的繁殖。
而李斯特菌对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孕妇、胎儿、
婴儿、老人杀伤力很强，可能导致脑膜炎、败血

症、流产、新生儿感染等危害生命的疾病。
容易感染李斯特菌的食品有：生冷海鲜；储

存过久的熟食、肉类；冰激凌；即食水果蔬菜沙
拉；未经巴氏消毒的现挤牛奶、羊奶；生蘑菇，未
完全煮熟的豆芽；用未经高温消毒的生奶制作的
奶酪。 （摘编自科普中国）

“李斯特菌”要特别警惕！

适合放在冰箱冷藏室的：1.油菜、白菜等茎类
和叶类蔬菜。这些蔬菜很难长期储存，水分和维生
素容易流失，因此可以把这类蔬菜套上保鲜袋放到
冰箱里面，温度控制在0~5摄氏度，湿度在85%左
右，还要定期洒水，这样最多可以保存3—4天。2.西
瓜。已经切开的西瓜需用保鲜膜包裹好放入冰箱，
避免细菌滋生，并且在24小时内尽快吃完。

不适合放在冰箱冷藏室的：1.红薯、土豆等根
茎类蔬菜。这些蔬菜水分不容易流失，放在阴凉
干燥的地方即可。冰箱内湿度较高，容易让红薯、

洋葱、土豆等变软、发霉，从而失去新鲜的口感。2.
西红柿、黄瓜等瓜茄类蔬菜。未熟透的西红柿常
温存放即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如果西红柿已
经熟透了，最好赶紧吃掉。其他瓜茄类蔬菜，比如
黄瓜，也不适合在冰箱的过低温度中保存，否则容
易冻伤。3.香蕉、荔枝等热带水果。这些热带水果
适合存放于8℃以上的环境，放冰箱冷藏容易被冻
伤，果皮易出现黑色斑点和凹陷。这类热带水果
最好还是放在避光、阴凉通风处，并且尽快食用。

总之，蔬菜、水果最好随买随吃，才能保证新鲜。

哪些食物适合放冰箱，哪些不适合？

1.尽量不吃“口水菜”。次日食用的“剩菜”，
是前一天在吃之前用干净的餐具储存起来的饭
菜，这样“剩菜”受到的细菌污染相对较少，可以
将其冷藏第二天食用；但是如果剩的都是“口水
菜”，隔夜剩菜中细菌一定会增加，不建议食用。

2.分类储存。把冷藏的剩菜分类储存，可避

免细菌交叉感染，并且用干净的容器密闭储存，
如保鲜盒、保鲜袋，或者把碗盘附上一层保鲜膜。

3.存放时间不宜长，吃前充分热透。虽然前
一天的剩菜经过充分高温或者微波加热后，大部
分致病菌可以杀灭，但也不提倡剩菜在冰箱里存
放过久。

剩菜保存要注意什么？

真正科学的做法是：吃不完的食物要趁热放
进冰箱，越快越安全。其实饭菜和食物上都是有
细菌的，比如“大肠杆菌”这种平时对人体危害不
大、只有达到一定数量才能让人生病的“条件致
病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这些
在数量很少时就会对人体有很大危害的强毒力
致病菌。一旦这些细菌大量增殖后被人们食用，
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甚至危
及生命。温度对食物中的细菌繁殖速度有很大
影响：当温度超过60℃的时候，绝大多数细菌无
法存活；当温度低于 4℃的时候，绝大多数细菌
增殖明显变慢。而4℃—60℃被称为食物的“危

险温度区”，其间大多数细菌都能比较快的生长和
繁殖。

所以，食物在室温下放得越久，细菌繁殖越
多。趁热把食物放进冰箱，目的就是在细菌大量
繁殖之前，尽快把温度降到 4℃以下，减少细菌
可以快速繁殖的时间。所以吃不完的饭菜要提
前拨出来，放在保鲜盒里，尽快存放在冰箱。

另外，还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热菜放冰
箱，冰箱会不会受伤?”答案是：不会受伤，冰箱没
有那么脆弱。虽然食物趁热放冰箱会短暂升高
冷藏室的温度，但冰箱的温度传感器在感受到温
度变化时启动降温，让冷藏室恢复低温状态。

饭菜凉了放冰箱好，还是趁热放好？

◀
网
络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