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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园区“三新”项目
成效显著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高晓燕 通讯员/杨帆） 今年以来，

全市园区按照“聚焦、裂变、创新、升级、品牌”工作思路，大力推进

改革创新和提质升级，全力推动新发展阶段园区高质量发展，新

引进、新开工、新竣工“三新”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1月至 9月，全市园区新引进、新开工、新竣工 5000万元以上

产业项目 145个、112个、107个，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 100%、93.1%、

92.4%，建成标准厂房 113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 75.3%。

根据第三季度综合评价结果，株洲高新区（河西示范园）、田

心片区、荷塘产业开发区获一类园区前三名，攸县高新区、渌口经

开区获二类园区前两名。

攸县洲上田村积极响应殡葬改革

自发自建农村公益性公墓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罗利辉 李青） 为推

进殡葬改革工作，积极践行移风易俗新风尚，攸县石羊塘镇洲上

田村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自发自筹自建，一期工程预

计于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石羊塘镇洲上田村农村公益性公墓选址依山傍水，总占山地面

积29亩。该村党总支书记贺金春介绍，一期工程总投资150万元，将

建成墓穴位1980个，同时建成的还有进入公墓的水泥路、墓区绿化

等殡葬附属设施，计划2023年1月1日起，实行遗体百分之百火化。

石羊塘镇洲上田村积极响应殡葬改革，积极发挥村基层组织、

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引导树立文明、健康、绿色殡葬新风尚，坚持把建

好公益性公墓、推动殡葬改革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

市场监管部门助力

“碧梧桐”成功跨省商标维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甘敏 易海玲）

“热情高效服务企业，尽职尽责温暖人心。”11月 21日，株洲经开区

某公司法人代表黄雨林将一面锦旗送到株洲经开区市场监管部

门，感谢该部门帮助公司成功跨省商标维权。

2017年底，黄雨林从广州回乡创业，开办了一家服装公司，并

注册了“碧月梧桐”和“碧梧桐”商标，以电商销售为平台，产品远

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在市场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今年 8月初，黄雨林发现，深圳某公司未经许可，使用了与“碧

梧桐”相近似的商标，其淘宝店铺名称、产品名称、商品包装等也

与“碧梧桐”的设计高度相似，极易造成混淆并产生误认，对自己

的商标构成了侵权。

株洲经开区市场监管部门详细了解情况后，指导黄雨林收集

证据，撰写投诉举报材料，并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线索

移送函，协助推进维权工作。在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的积极协调下，

两家企业先后进行了 3次面谈和 1轮电话调解，最终签订了调解

协议。11月 17日，深圳某公司向黄雨林支付侵权赔偿款 15万元，有

力维护了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真心感谢市场监管部门的帮

助，免去了我们两地往返奔波的麻烦，节约了大量时间和财务成

本，也切实维护了公司的品牌形象。这让我们觉得当初返乡创业

的选择是对的，经开区营商环境这么好，我们更有信心在家乡把

自身品牌做大做强。”黄雨林高兴地说。

目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深圳某公司的商标侵权行

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依法对涉嫌侵权

的产品予以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威） 近日，

株洲市田长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揭牌，全市 1381 名四级田长也相

继到位履行职责。他们作为耕地的“守护

者”，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基层田长们的经历。

十年荒地已然变绿

“老郭，你家果树清理得怎么样了？”

“你上次说想搭个大棚房，那绝对不行！占

用耕地，就是违法建筑。”近日，谭秋云像往

常一样巡田，不时与路过的村民交流。作为

荷塘区仙庾岭镇蝶屏村支书、村级田长，他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大管家”。

挖塘养鱼、建房、盖棚等违法占用耕地行

为要管，村里土地丢荒撂荒也要管，土地污染

更要管。巡田时只要发现了问题，谭秋云就会

拿出手机拍下照片，按照“田长制”制度要求

及时上报处理。“我们要严格落实好‘长牙齿’

的硬措施，保持土地执法高压态势。”他说。

耕地有田长，耕保有希望。在蝶屏村，10

多户村民已经把刚恢复的土地种上了各种

农作物。谁能想到如今这片整齐划一的耕

地，之前竟是丢荒多年的苗木基地。谭秋云

告诉记者，这里的 78亩耕地从 2012 年至今

整整丢荒了十年。

“耕地不能荒着，必须种粮食。”如何把

荒地变废为宝，是田长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此后，谭秋云积极走访村内的种植大

户、多次动员村民取得共识，终于在今年让

这片土地得以复垦种上了蔬菜。

“那块地是我家的，丢荒了多年，现在

‘田长’帮组织大家来复耕，也为大家带来

了一些收入。”该村民郭老伯指着自家地

说，村里按每年每亩 600 斤谷的市场价结

算，反租他的地，大家有了“底气”，做起事

来就更有了干劲。

田间地头的宣传员

田长们不仅要做到地形熟、情况熟，还

要做到人头熟、政策熟。

“以前有的村民在田里种果树、种苗

木、挖塘搞养殖等等，哪个赚钱做哪个。”清

塘村有新开发的 98亩水田都归“田长”谢建

国管。由于地势、水利等多种历史原因，这

里原本是一片荒废多年的草地。近年来，当

地政府出资复垦耕地、重修水利，并在新增

耕地旁边设立田长制公示牌。

实行田长制前，一些村民对于永久基

本农田的认识不高，破坏耕地现象时有发

生。而今，田长怎么护好田？

“田长就是‘一田之长’，与农田有关的

事都归他管。”谢建国介绍，“一人一块田。

镇级负责人都以镇长为第一负责人，然后

是村书记，组长，最后落实到耕种人。田长

的主要职责是巡查、发现、制止、报告和基

层耕地保护宣传。”

而对基层田长而言，如何灵活利用好

这一制度进行长久地监督和宣传是一种考

验。清塘村实行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充分利

用好全村小组，每名巡田人员对应一块耕

地。谢建国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把各巡

田小组长联系起来，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反

馈巡田情况。

“田长制得到宣传后，工作运作起来也就

顺利了。”谢建国介绍，田长制在村里试行后，

土地整治、防违控违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如

今，村里又能看见往日那一片片绿色的稻田。

总分全省第一

中车株机项目晋级
国家创新方法大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
员/吴梦婷） 11 月 23 日，记者从市科协了解

到，2022 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湖南赛区决赛

上，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车株机”）的《基于 TRIZ理论的轨道车辆牵

引动力储能系统综合性能优化研究》项目以

总分第一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2022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自 8月份启动

以来，共有来自 40个行业 1748家企业的 5495

个项目报名参赛，直接参与的企业科技人员

超 1.6万人。其中我省有 9个市州共 123个项目

报名参赛，93支队伍参与市州选拔，35个项目

晋级省级决赛。

我市共 9支队伍晋级省赛，参赛项目涉及

智能制造、轨道交通、航空发动机、有色冶金、石

油化工等多项湖南特色产业。经过角逐，我市有

3个项目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全省仅10个）。

《基于 TRIZ 理论的轨道车辆牵引动力储

能系统综合性能优化研究》项目主要完成人

为沈龙江、李登科、朱颖谋、廖致远。

项目小组针对轨道车辆储能电源系统电

池所需能量及功率密度高、工作环境要求高

等重大难题，采用 TRIZ 方法对轨道车辆储能

电源散热问题进行优化分析，对轨道车辆储

能电源温度过高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功能分

析、因果分析及技术进化分析，并提出多种优

化解决方案，且该项目研发成果成功应用于

朔黄调车机车等项目牵引动力储能系统的通

风散热设计及安全防护设计，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1381名田长来了 他们都要干些啥

农历兔年的脚步日益临近，不少商

家已嗅到其中的商机，提前“抢滩”兔年

文创市场。日前，醴陵尚方窑瓷业有限

公司推出生肖文创系列最新作品——

《大展宏图》生肖瓷盘（见图），“图”谐

音“兔”，传递喜庆，表达对即将到来的

兔年的美好祝福。

《大展宏图》生肖瓷盘主要运用了“勾

线”和“分水”工艺，先在素烧泥坯胎上用

特殊的油墨或颜料勾好“玉兔”轮廓，再利

用坯胎的吸水性和重力作用进行五彩分

水。这款瓷盘以高白玉瓷为材质，镶嵌金

边，雅美精致，构图简约，造型生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陈君 胡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