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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
讯员/文雅） 近日，省人社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阳望平一行，调研株洲高新

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走访入驻企

业，了解株洲高新区在人力资源、就业

创业、专项人才服务以及人才猎聘等

方面工作情况。

株洲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位 于 中 国 动 力 谷 自 主 创 新 园 内 ，于

2021年 3月正式开园运营，集“服务、培

育、孵化、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

目前已集聚 61家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形成较为完整的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链。

该产业园开园一年多以来，累计举

办各类服务企业活动 59 场；搭建供需

对接平台，为 100余家企业输送 1.6万名

工人和技能型人才；开展高端人才对接

服务，累计举办人才培训 23场；实施校

企联动，与浙江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

大、湖南工大等 20 余所高等院校建立

联系，开展校企人才双向输送活动；创

新服务手段，建立人力资源线上数字化

平台，拓展多样化招聘渠道。

阳望平希望株洲高新区将人力资

源服务业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公共

服务和市场化服务紧密结合、政府促

进就业和产业用工需求紧密结合，进

一步优化发展规划，聚集更多优质机

构，形成完备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链；

进一步加强园区生态建设，打造园区

服务品牌，促进高新产业的大力发展。

省人社厅调研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省人社厅领导调研株洲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记者/杨如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 胡子凤） 10月 17日，

为缓解龙泉街道华兴村因为干旱带来

的村民生活用水难题，龙泉街道办事

处联系消防部门为华兴村村民送去

“爱心水”。

连日来，受持续干旱天气影响，龙

泉街道华兴村部分群众生活用水告

急，街道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当

地消防部门，并成立送水小分队送水

进村，获村民点赞。

10月 17日下午，一辆满载的送水车

缓缓驶入华兴村，由街道志愿者组成的

送水队伍将清澈的自来水送到了村民家

中。对于年龄稍大或行动不便的村民，消

防人员还主动将水运送至村民家中。

华兴村党委书记王卫红介绍，本次送

水涉及交梅冲、下磨子冲、夹坡组3个组，

共送水8吨，覆盖68户，受益人数283人。

龙泉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由于干旱天气仍在持续，街道将根

据各个缺水村的具体情况，定期组织

开展送水服务，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

产、生活稳定有序。

干旱缺水群众忧 送水到户润民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10月 18日，天元区三门镇粮站，一辆辆

装满稻谷的车辆在经过检粮、过磅等

多道程序后，金黄的稻谷通过传送带

源源不断传送到粮仓中。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切实做

好 今 年 粮 食 收 购 工 作 ，维 护 种 粮 农

民利益 ，天元区按照“先检后收、优

粮优价、应收尽收”的原则 ，提前谋

划收购方案和步骤，抓好仓容、设施

准 备 ，做 好 粮 食 收 购 政 策 宣 传 和 优

质 服 务 ，率 先 启 动 中 晚 稻 粮 食 收 购

工作。

与此同时，天元区发改局、财政局

和区政协等多个部门，结合国家粮食

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三门镇、雷打石镇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兴粮兴储宣传活

动，切实提升全民粮食安全意识、节粮

减损意识。

“今年我种植的水稻，预计总产量

近 400吨，政府为我们这些大户提供了

帮助和便利，粮食都顺利卖掉了，坚定

了我今后继续为国家多种粮食的信

心。”李新良是三门镇的种粮大户，今

年，他中稻产量达 600 多公斤一亩，晚

稻也有 450公斤一亩。

“目前，我们已收购粮食 2000 吨，

预计还能再收购 2000 吨。”三门镇粮

站负责人张石怀告诉记者，该站将严

格按政策价格，坚守“不让农民卖粮

难”，“不让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的

底线，确保广大粮农丰产丰收、“落袋

为安”。

天元区率先启动中晚稻收购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娜） 一

架无人机升空，开展“火情”侦察，地面

上，保洁洒水车、水罐消防车等车辆快

速到场，灭火应急队员迅速集结，熟练

作业……10月 18日，天元区在群丰镇栗

山靶场附近开展森林火灾应急演练，空

地协作快速处置“火情”。

天元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接到突发

“火情”报告后，立即下达紧急集结指

令，调集区消防大队和全区七个镇（街

道）应急救援队伍 100余人赶赴现场。

演练现场，森林防灭火应急救援队

伍兵分两路，一方队员用油锯、砍刀进

行隔离带作业，另一方队员利用风力

灭火机、高压水枪、灭火拖把等扑火器

具，快速、安全、有序地进行了扑救，并

做好火场周边人员安全撤离、余火清

理、现场留守、使用设备的情况总结等

后续工作。

演练开始前，天元区消防大队栗雨

中队专职消防员，还对在场人员进行了

森林防火设备器材使用培训，并对消防

车单枪操作流程进行演示，确保大家熟

练掌握防火灭火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

在实战中沉着应对、冷静处理。

天元区应急局局长齐华表示，该区

全方位强化火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联动，靠前部署力量及装备物资，健全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共组建 50 支

森林防灭火应急队伍，全面提升森林火

灾综合防控能力。

天元区：
组织应急演练 防山火于“未燃”

森林灭火应急救援队员利用灭火机、灭火拖把进行扑火作业。记者/王娜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周蒿）“奶

奶，您好！这是禁火令，毁林容易育林

难，烧田埂、烧土灰、烧稻草现在都是法

律禁止的野外用火行为，还请您和您家

人都注意用火安全，守护好我们生活的

地方。”10 月 19 日，石峰区井龙街道，工

作人员正在耐心向村民解释森林防火

相关政策。

石峰区地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

拥有生态绿心总面积 35.47 平方公里，

占全区总面积的 39%，占全市绿心总面

积的 43%。为守好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该区采取了“人防+技防”模式，为森林

防火安上“双保险”。

“橙色预警以来，九郎山森林公园防

火智能监控室和各入山口实行 24 小时

值班制度，对重点区域、重点人员严防死

守，杜绝火源进山入林。”石峰区绿心保

护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10月 16

日起，该区已经对九郎山森林公园采取

了全面封山的措施，解封时间待定。

全面实行“全覆盖、无盲区”的立体

化森林防火网格管理，该区组织党员干

部下沉到村（社区）一线，参与到山头卡

口等重要驻点的防控值守、开展不间断

精细化巡查。同时，在主要路口设置横

幅，在主要干道安排车辆巡逻，在网格

内由网格员配备移动小喇叭进行不间

断宣传，村（社区）开展敲门行动，逐户

送达禁火令，签订承诺书，做到人人知

晓、人人遵守。

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石峰区还

完成了可视化森林智能监控系统建设，

建成九郎寺、乌龟岩、前山、霞湾、茅太

等 9 个监控前端，每个云台摄像机左右

360 度、上下 180 度无死角巡查监控，配

备热成像系统，对火情能迅速预警，实

现九郎山片区森林防火 24 小时全时段

监控全覆盖。

强化应急处置，该区还制作了林地

森林防火指战图，防火物资前置，给每

名网格员配备便携式灭火器随身携带，

在九郎山森林公园三个值守点放置便

携式灭火器各 20 个，同时布置 20 吨至

30吨不等的蓄水池 16个，在山顶停放一

台洒水车作为应急水源，高压抽水机水

管装车待命，确保火情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扑灭。

石峰区：
严防死守禁火源 密织绿心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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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房“株洲范”是什么模样？12设计方案可免费领取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近年来，农
村变化越来越
大，在农村建设
住房的人开始
增加，一些老旧
的房屋也被村
民推倒重建，变
成一栋栋美丽
且坚固的水泥
房，而在建筑规
划方面并没有
严格的要求，导
致现在我市部
分农村出现了
房屋杂乱无章
的 情 况 ，东 一
处、西一处很难
得到规划，在空
间这方面也很
难布局。

近日，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
局推出《农村居
民住房建设规
划 审 批 指 南》
（下称《指南》），
《指南》将对我
市农村建房的
规划管理和指
导，为农房规划
整体风貌，逐步
形成具有统一
风格的各种特
色村落风貌。

该《指南》
参考了多地先
进经验，介绍了
村民建房控制
要 点 、具 体 审
批事项及工匠
能力培养，推出
了多种标准图
集 ，并 给 出 参
考案例供村民
参 考 使 用 。具
体怎么建，要求
有哪些？

《指南》分别从建筑风格、整体风貌提

出相关具体建设要求，在农村建房风格控

制上，湘东民居风格、新中式风格、现代风

格为我市农村建房允许使用的建筑风格，

而欧式风格、徽派民居风格、其他民居风

格，与我市农村的基调氛围无法融合，故在

农村建房审批中禁止使用。

“为保证整体风貌保持本地特色，为

此周边的老镇就成了我们的调研对象。”

市资规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整体风貌控

制上，《指南》遵循湘东传统民居风格，故

选取了马家河镇、朱亭镇、长沙靖港、醴陵

等古镇风貌总结出农村建筑关键“元素”。

“小到瓦片的用色，大到外墙的用料，

农村建房有了规划设计，农村风貌才会更

加统一。”上述负责人表示，根据湘东传统

民居风格，我市农村建房将在屋顶、砖瓦、

墙面等细节做到统一。

《指南》推荐，湘东民居风格，要以“粉

墙黛瓦”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运用传

统的中式建筑元素，例如黑、灰色坡屋顶，

浅灰色主体墙面，深色门窗构件，少量深

色木材装饰件以及花格窗等传统装饰元

素为代表。而新中式风格，采用现代材料

和工艺（钢结构、玻璃幕墙、金属瓦等）对

中式古典民居进行再创作的建筑风格。主

要代表特征表现为，取消传统建筑的繁琐

装饰。

此外，考虑到民居生活水平不一致，

居民对建房的品质要求也有不同，《指南》

对村民建房标准也有划分等级，并针对不

同等级的建房提出相应的控制要求。

随着《指南》的发布，多年来，村民建房时不会设计

户型、找不到合巧图纸的难题迎刃而解。以马家河、朱

亭等老镇为基底，并广泛征求了多地农民的生活需求

后，市资规局设计出 12 套“本土味道”的民居设计方

案，附录示意图、户型设计说明、色彩比选示意、设计图

纸等，免费送给农民供他们建房挑选，提供样式参考。

“你看，这是一层普通住宅户型，建筑面积 160多

平方米，卧室、客厅布局科学，堂屋靠东布置，南北通

透，内部空间方正，便于家具的摆放及使用……”市资

规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12套户型中，多为双层设

计，有带地下室和阁楼户型供村民选择，建筑面积从

100至 300平方米不等。

房型设计以“多房小间”为导向，体现湘东传统民

居粉墙黛瓦特色，兼顾农村人口数、农民实际生活习

惯等，基本能够满足较少人口、中型家庭、多代同住等

各种需求。房屋设计既考虑适配现代化房屋的干湿分

离、通风采光等功能性，也留足了农民刚需的农具专

用房、一楼老人房设计等。

据了解，这批方案基本遵循适用、经济、安全、美

观和节地、节能、节材的原则，合理融入本土特色元

素，尊重自然肌理和民俗民风，在保留传统、传承文化

中塑造特色、留住乡愁。

记者看到，这套精美图集几乎“拿到即用”，平面

图、剖面图上均标注了详细的尺寸，甚至屋顶、楼顶

栏杆也有大样图。在“色彩比选示意”中，分别提供

了白色、灰色的外观大样，农民一看便知建成效果。

农房风貌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特色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农村居民住房建设规划审批

指南》将积极引导广大村民科学合理建设住宅，提高

建房质量和安全水平，有利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彰

显特色风貌；有利于本土文化保护，助推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和乡村振兴。

“有了这套建房方案，施工

队只需要参照执行，不但房子

美观 ，还省钱省心！”近 日 ，醴

陵 市 浦 口 镇 乡 村 规 划 师 刘 丹

正 拿 着 这 份《指 南》和 村 民 介

绍，在听取当地村民的建房需

求后，大家开始讨论起新房的

施工方案。

近年来，随着广大农村居民

对建房需求越来越大，再加上很

多老旧的房屋需要修缮，这就使

得对乡村建设队伍的要求越来

越高。

目前，农村居民主要重新修

缮房屋或新建房屋就两种途径：

一是到城里找有资质的建筑公

司建房，但是由公司来施工审批

手续相对繁琐，再加上专业的设

计和施工队伍的管理，这样一来

建房成本必然很高，一般村民难

以承受。

二是依托农村本土工匠队

伍，农村本地工匠大多很有建房

经验，有固定的风貌设计图纸，

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建

房成本，所以农村居民也更青睐

本土工匠建房。

但农村工匠们面临的挑战

不小。“现在使用的正规施工图

纸在结构、水、电设计上都更完

善也更复杂，对于村里的‘老师

傅’们来讲，有一定难度。”市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工

匠老龄化严重，导致工匠队伍结

构出现劳动力断层，另一方面是

工匠的安全、技能培训几乎没

有。“不仅要有新设计，还要有

‘新’师傅才能建好新房子。”他

表示。

“乡村工匠队伍建设应吸收

年轻力量。”上述负责人分析，将

来的工匠队伍势必要走年轻化

的路子，可以向农村待业青年宣

传农村工匠的前景、希望，以及

行业的优势所在，吸引他们踊跃

加入。

此外，乡村工匠队伍建设

还应注重业务培训，建房是一

门技术活，是技术就要学习就

要培训，定期开展工匠培训有

力保障农村自建房安全，毕竟

房屋建设安全是第一关，农村

建房更安全才是工匠队伍建设

的终极目标。

民居产品案例效果图。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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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提供的详细剖面图，可直接用于施工中。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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