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 近 春 节 ，中 国 铁 路
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
客运段将部分列车车厢装
扮一新，组织青年职工在列
车上表演自编的节目，为
旅客送上小礼物，让人们
将旅途中的欢乐带回家。

图 为 1 月 19 日 ，银 川
客运段工作人员在由银川
开往兰州的 D8933 次列车
上为旅客表演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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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 年关岁尾，中国足坛继续不
平静。

1 月 19 日，据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消
息，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
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
陈永亮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
监委监察调查。

这是继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之后，中国足
坛再有重磅人物被查。

刘奕或早已淡出足协核心层
其实早在前几天的中国足协执委会上，就

已经初露端倪。
会上除了探讨中国足协 2022 年工作情况

及 2023 年工作计划、职业联赛 2022 年工作情
况及 2023年工作计划之外，还决定免去中国足
球协会原秘书长刘奕的职务。

中新网记者了解到，早在 2022 年年中，刘
奕就已经基本淡出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

刘奕初入足协在 2019年 8月，当选第十一届
执委会成员，而后进一步当选中国足协秘书长。

2019 年 10 月，当时上任不久的刘奕曾出
席中国足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职业联盟

筹备工作等事宜。
他曾表示：“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今年

(2019 年)推进速度很快，职业联盟将于年底前
完成挂牌，下赛季中超将由职业联盟完全自
治，中国足协拥有中超产权和监督权，不参与
日常管理，只监管重大事项，对重大事项拥有
一票否定权。”

但此后职业联盟并未在 2019 年年底完成
挂牌，直到今日也只是以中足联筹备组的方式
存在。

2020赛季中超联赛受疫情冲击，采用封闭
赛会制进行，在赛季结束后，刘奕曾用四个词
总结赛季——“责任担当，科学管理，唤燃亿
心，继往开来。”

不过在之后的 2021赛季，刘奕开始逐渐淡
出公众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据公开资料显示，刘奕还
在早年间运作过孙继海转会曼城，运作英国名
帅威尔金森执教上海申花等。曾在专访中大谈
自己在体育经纪人行业的蓝图构想。

陈永亮曾被卷入上一次反赌扫黑
相比长时间在“幕后工作”的刘奕，在前台

的陈永亮更被球迷熟知。

出任过国家队管理部部长、中超联赛部部
长、中超公司董事等职务的他，经常出现在公
开场合。

而在中国足坛上一次反赌扫黑风暴中，陈
永亮的身影也曾出现过。

据公开报道，陈永亮曾与主管裁判工作的
李冬生有过紧密联系。

“2005 年 2 月至 2008 年 3 月，两人先后六
次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从裁判人员培训地方承
办单位的代收款项中套取公款 46300 元，李冬
生实际分得 23300 元。2007 年 2 月至 2009 年 5
月，两人利用中国足协技术部组织裁判人员培
训等职务便利，先后十次以收取光盘费、资料
费等名义，向每位学员收取培训费 100元，后陈
永亮通过各种名目将部分培训款项在足管中
心或地方承办单位的财务账目中核销，共得
71500元，李冬生实际分得 36900元。”

2012年，李冬生因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
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9年，成为当时足坛反赌扫
黑风暴中入狱的足协官员之一。

期待成为中国足球走出低谷契机
十年过后，中国足坛再次来到风口浪尖。

在刘奕和陈永亮之前，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涉

嫌严重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
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而广东省运会男子足球乙 A(U15)组决赛
也在去年夏天发生假球事件。最终，广东省体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禹平等 16名干部被严肃
问责，中国足协对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恒
大足球学校校长王亚军等 6人做出行业处罚。

这些都让目前低谷中的中国足球，形象一
跌再跌。

在 19日晚，中国足球协会党委第一时间召
开扩大会议，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党
委书记杜兆才，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陈戌源和协
会副主席、驻会执委等与会人员逐一表态发言。

大家一致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刘
奕、陈永亮进行调查，充分体现了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足球领域反腐败斗争
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充分体现了足球领域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中
国足球协会坚决拥护、坚决支持纪检监察机关
对刘奕、陈永亮进行调查。

期待在“挖起萝卜带出泥”之后，中国足
球的发展环境能够进一步变清朗，让违法违纪
行为无处藏身。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成为中国
足球走出低谷的契机。

李铁之后中国足坛再有人被查
他们是谁？什么来头？

去年除夕二十九
今年除夕三十，是咋回事

据新华社天津1月19日电 农历新年将至，
不少人发现去年的除夕是腊月二十九，今年的除
夕是腊月三十。年三十为啥时有时无？是否有规
律可循？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
婧解释说，我国农历中的月是按月亮盈亏圆缺变
化的周期定义的，称之为“朔望月”。一个朔望月
的平均长度为 29.53 天，并非整数，而一个月的天
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是小月 29 天，有时是
大月 30 天。同时，为了保证农历每月的初一必须
是朔日，所以大小月的安排也不是固定的，这需
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来确定。

那么，如何确定一个月有多少天呢？中国的农
历历法规定，以月相“朔”所在的那一天为每月的
初一，这样相连两个“朔”之间的天数就为一个月。

农历辛丑牛年的腊月初一（公历 2022 年 1 月
3 日）至农历壬寅虎年的正月初一（公历 2022 年 2
月 1 日）之间恰逢小月 29 天，所以农历壬寅虎年
前一天的年三十就被“省略”了；农历壬寅虎年的
腊月初一（公历 2022年 12月 23日）至即将到来的
农历癸卯兔年正月初一（公历 2023 年 1 月 22 日）
之间正好是大月 30天，所以即将到来的农历癸卯
兔年前一天的年三十自然也就不会“缺席”。

杨婧表示，腊月逢小月的情形并不少见。2013
年、2016年、2022年，以及从 2025年到 2029年的连
续 5年，都没有年三十。不过，由于平均月长稍多于
29天，所以每年大月出现的次数要稍多于小月。

2023年高考全国统考
将于6月7日、8日举行

据央视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 2023 年普通高
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提到，全国统考于 6 月 7 日开始举行，具
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6 月 7 日 9：00 至 11：30
语文；15：00 至 17：00 数学。6 月 8 日 9：00 至 11：
30 文科综合/理科综合；15：00 至 17：00 外语，有
外语听力测试内容的应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
始前进行。

通知明确，各地各校要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优
化招生计划安排，切实做好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
工作。继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
划，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各地要认真落实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
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策，
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能在当地参加高考。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国家招生计
划和招生政策规定，严肃招生工作纪律。严格规
范高校大类招生行为，高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
生，少数探索大类招生的高校要精心制定培养分
流方案，确保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同时，严禁以
任何方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喜报”

“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

去年，9月 27日，茶陵首家一站式中高端建材家具购物
中心——居然之家茶陵店开业运营，100多个国内外大品牌
入驻，吸引不少湘赣边居民前来购物。

该商业综合体是云阳街道开展“市场主体培育年”活
动，建设湘赣边商贸中心的重要平台之一。

茶陵作为株洲南三县、湘赣边（安仁、莲花、永新）中心
区域，其县城是周边的商贸中心。特别是 2020 年，茶陵火车
南站建成，醴茶铁路线上再闻火车鸣笛声，茶陵综合交通枢
纽地位愈发凸显，为商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去年，云阳街道提出要繁荣商贸，打造湘赣边商贸中
心。为此，该街道立足当下，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
展，将其作为街道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

为了助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云阳街道成立
专门团队，从工商注册、相关材料申报等方面提供“保姆式”
服务，并在年初开展“访企应聘”活动，组织街道居民、进城
务工人员、陪读学生家长等参观企业，现场招聘。同时，引进
居然之家等大型商场，为打造湘赣边商贸中心提供重要
支撑。

去年来，该街道实现新增市场主体目标是 3211 个，
个转企 467 个。沿街的特色门店、新奇的业态项目、升级
的消费体验，成为当地居民的好去处，也是消费增长的

“新引擎”。

【点评】市场主体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载体，是社会财
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是稳就业的“顶
梁柱”、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云阳街道审时度势，提出了打
造湘赣边商贸中心的发展思路，深入开展“市场主体培育
年”活动，助力各类市场主体快续增长，为茶陵产业建设、财
税征收、带动就业、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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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方向，看“他们”的产业进阶之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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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李亚玲 罗伶俐 段辉辉 楚文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其中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新发展阶段，以县域
经济为抓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
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已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虎年，茶陵县打造“三个高地”，着
力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年”“乡村振兴固
本强基年”等活动。乡镇街道是如何从
产业入手，全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
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呢？请跟随
记者的脚步，从最偏远山区到繁华县
城，不妨一路看过来。

说起桃坑，就不得不提楠竹。作为茶陵最大的楠竹产
地，桃坑乡八成山林资源以楠竹为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这里被誉为“小香港”，因为水运便捷，竹子和木材生意
兴隆，后因诸多原因，竹木生意萧条，不少竹子老死在山
上，没有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但在去年 4 月 7 日，桃坑乡南坑村举行楠竹流转资金
现场发放仪式，向 32 户村民发放 150 万元楠竹流转金，最
高的一户领了 10 万元。这是该村唤醒沉睡资源享受的“绿
色红利”。

南坑村是一个以山林为主耕地稀少的偏远村，林地上
长满了楠竹。以前，楠竹由农户自主管理，抚育不到位，加
上砍伐随意，经济效益低。

2021 年，南坑村三个组 34 户村民自愿将 1256 亩楠竹
山林以每亩 40 元的协议价流转至南坑村委会 30 年，由村
委会统一管理经营，打造楠竹特色产业，流转资金共计
150.66 万元，结束了资源分散、管理无序的状态。除了给村
民增收，楠竹还给村集体经济每年带来 6万多元收入。

如南坑村这样的蝶变，在桃坑乡还有很多。全乡共流
转楠竹 3 万亩，每年人均增收 300 元。该乡在上坪村、马溪
村做好竹林流转、楠竹加工等相关工作，因地制宜，以点带
面，带动传统的楠竹产业转型升级，让楠竹产业变成富民
产业。

【点评】在乡村，散落着不少“沉睡的资源”，但要“点石
成金”，却并不容易。如果把桃坑乡产业发展比作一部系列
电影，那经历过辉煌、走过低谷，现在被重新“唤醒”的楠竹
产业无疑是主角。如今，桃坑乡积极发展农村新业态、新模
式，让沉睡的资源变成农民致富和乡村发展的源头活水，
成功开启了“乡村产业”这部系列电影的精彩续集。

加快老区振兴，产业最关键。
“融”正是严塘镇产业发展的秘诀。去年完工开放的中

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项目，正是其红绿相
融的成果之一。

湾里村党总书记张陈生告诉记者，依托红色旅游，该村
每年村集体收入增加了十余万元，而且山地流转给万樟集
团发展黄桃、油茶等产业。只要人勤快，村民可以在家门口
务工。此外，还有红色旅游带来的民宿、餐饮收入，村民们的
幸福感、获得感在不断提升。

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只是融一二
三产业成型的中国花湖谷景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严塘
镇依托独特的红绿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打造红色旅游景
区、湘赣边乡村振兴示范区的一个样板。

从传统农业到农旅融合，严塘镇走在茶陵乃至湖南前
列，被列为茶陵全域旅游的重点乡镇。2021 年，严塘镇成功
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并获评“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单位”。

当然，严塘的“融”字诀远不止如此。从生猪、茶叶等传
统产业走向现代化、规模化，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将荒山化为
4A 级景区，再到 69 公里产业道路将全镇农业产业串联成
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绿色崛起的气息
扑面而来。永不褪色的红，拔节生长的绿，相互交映，成为严
塘镇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点评】偏远的革命老区如何推动乡村振兴？严塘交上
了一份高分答卷：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以产业振兴为基础，
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深挖丰富的红色资源，整合“绿色”资
源，进行生态产业建设，通过做好“红”“绿”结合“文章”，让

“红色基因”“绿色屏障”变成一串串可持续的致富密码。

“茶陵有三宝，生姜、白芷和大蒜脑。”“茶陵三宝”是茶陵重要
的经济作物，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虎踞正是“茶陵三宝”的主产
区之一。目前，该镇种植面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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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曾几何时，因蒜种退化严重、栽培技术不当等诸多原
因，茶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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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帮助茶陵大蒜重振雄风？这些年，虎踞镇一直在努力探
索。2018 年，茶陵县农业农村局启动《茶陵紫皮大蒜提纯复壮项
目》，虎踞镇成为项目首选地。

经过几年品种培优，去年 5月一组数据给茶陵带来惊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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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纯复壮品种“胖”多了。

去年，科研团队已经交付了首批 10000 瓣提纯复壮蒜种。这
些“宝贝”，将以虎踞镇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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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为了让“茶陵三宝”重新享誉市场，虎踞镇做的远不止
这些。虎踞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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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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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业帮“茶陵三宝”创造新价值，
新业态为虎踞镇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

【点评】产业要发展，品牌是关键。农业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标志，质量是品牌塑造的根基，创新是品牌响亮的动
力。虎踞镇没有躺在过去的辉煌中，而是苦心孤诣提升大蒜品
质，让老品牌“亮”起来；加强创新驱动，在提升产品科技含量、补
齐产销短板等方面下功夫，让老品牌“强”起来。

工人正在制作竹筷。陈平一 供图 游客参观湾里村苏维埃政府旧址。罗伶俐 供图 技术人员正在挑选大蒜。段辉辉 供图 居然之家俯瞰图。楚文君 供图

距县城55公里
桃坑乡演绎“楠”主电影新续集

距县城19公里
严塘镇念好产业发展“融”字诀B 距县城16公里

虎踞镇扛起老品牌“新生”重任C 距离县城零公里
云阳街道点燃县城消费“新引擎”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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