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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29日 星期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人勤春早百业兴。1月 28 日（正月

初七）的芦淞区，“忙”成为服饰企业的

主旋律。在这片热土上，奋斗者们以

“开局即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姿

态，开启了崭新的一年。

从一家门店起步，经过十年的稳

健经营，欧微时尚集团现已发展成为

一家集设计研发、智能制造、品牌营销

推广、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拥有 300

多家销售门店、1500 多名员工的大型

服饰企业集团，成为制造名城传统行

业转型、升级的“模范生”。

“集团的管理层比员工早一天到

岗，然后集团就召开管理层大会，这

既是一个收心会，更是一个动员会。”

欧微时尚集团创始人李玉龙说，他希

望大家振奋“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

是冲刺”的精神状态，奋力夺取首季

“开门红”。

在欧微智能工厂，生产车间一片

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忙碌在各自岗位

上，抓紧时间赶制订单，车间全线开

通，裁剪、缝制、整烫、检验……各道工

序忙而不乱。目前，欧微时尚集团公司

员工全员在岗，开足马力，确保产品保

质保量按时供货。

李玉龙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调整，公司业绩已经回暖。公司已拟定

2025年底至 2026年初的上市计划，向

湖南省服装行业首家上市企业迈进。

“新的一年，我们将放开手脚大干

一场，努力将产能产值实现更大的突

破。同时抓住千亿服饰产业发展机遇，

要像兔子一样跑起来，跳起来。”

抢抓新春“开门红”

欧微智能工厂生产线。记者/杨凌凌 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李琼璜

1 月 27 日，农历正月初五，年味正

浓，位于株洲经开区的株洲兴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已是

热火朝天，生产、检验、包装等各条生

产线的工人们熟练操作，机器轰鸣声

不绝于耳。工人们正开足马力忙生产，

奋力冲刺“开门红”，以实干和奋斗开

启新年新篇章。

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无机硅化物产业为核心，集科

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由一家村办企业

成长为中国无机硅化物大型骨干企业，

每年可专业生产 60 万吨硅酸钠、18 万

吨白碳黑系列产品。去年，企业继续保

持高速发展势头，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并荣获第三届株洲市

市长质量奖，公司生产的“中强”牌白炭

黑获颁湖南省首份“中国出口商品品牌

证明书”，产品远销国内外。

该公司 2022年白炭黑产品产销两

旺，实现产值近 9亿元，缴纳税金 6000

余万元，产品供不应求。为满足客户订

单需求，春节期间企业生产不打烊，

500余名员工放弃休息，加班加点赶制

订单。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兴隆新

材相关负责人说，新的一年，公司将持

续巩固生产经营成绩，全年白炭黑的

销量达到 16 万吨以上，同时推动安全

环保、装置产能、挖潜增效、技术革新、

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助推

公司绿色高质量发展。

春节生产不打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有来唱歌的么？”1月 23日，记者

回老家醴陵市茶山镇茶溪村拜年，邻

居王亿武在微信群里发出邀请。

王亿武家好客。打小，他家就是村

民的集聚地，很多新奇的玩意，比如大

哥大、MP3等，都在他家头一次见。

这次，他又争了个率先——推倒

老宅子，新建大别墅。

踩着一地“爆竹红”，转入一个三

岔路口，一栋气派的三层洋楼矗立眼

前，庭院四周砌好了围墙。进门，原本要

下坡，王亿武直接改道，切开一段山体，

安装护栏、铺设草皮，直通二楼堂屋。

“不让你喘口气。”王亿武笑着

说，一楼进车，二楼进人，人车分离。

站在二楼观景台，村里风光一览

无余，从挂满红灯笼的堂屋往里走，

棋牌室、娱乐室分布两侧。来拜年的

邻居早就端起了热茶，坐在投影屏幕

前跟着音乐哼起歌谣。

“造价可不低吧？”记者问。

“全搞完会要 7 位数。”王亿武比

划着说。

小山村里盖别墅，在别处可能很

普遍，但茶溪村却不多见。直到去年，

村里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才铺上沥

青、安装路灯。

最开始，王亿武家的房子在半山

腰，离村民集中居住点有一段距离。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王亿武是村里第

一批南下务工者，他进电子厂、卖游

戏机、入住商场开专柜，赚了钱的第

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盖红砖房。2002

年，他家的房子在村民小组里头一户

贴全屋瓷砖。

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

务工，并在城市买房，很多农村住宅

长期闲置，王亿武家的老房子就静静

地“悬”在半山腰。

也是在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的

全面推进，激情澎湃的时代脉搏在这

个小山村涌动。集中流转土地开发生

态种养、盘活水库资源开发生态旅游

……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越来

越多的村民更愿意回到乡村。

盖房，便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

现。几年前，王亿武与人合伙，在株洲

城区开办了音响设备租赁公司，后来

又以农村红白喜事为主战场，经过几

年的经营公司慢慢走上正轨。去年，

他决定在岔路口建别墅，撑起村民小

组的门面。“老地名叫黄连树下，那是

比黄连还苦的地方，如今要让人刮目

相看。”王亿武自豪地说。

宅基地上的变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伍
靖雯） 1 月 28 日，市城管局举行

2023 年新春升旗仪式，并开展集中

学习，以此拉开新一年城市管理工

作序幕。

今年，该局将坚持锚定“全国有

重要影响，全省一流”工作目标，在

市政、园林、环卫、灯饰亮化、综合执

法等领域务实创新，不断彰显城管

新作为，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

株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让居民生

活更美好、更舒心。

为建设幸福株洲作更大贡献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文钦

冬日暖阳下，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1 月 28 日，走

进天元区雷打石镇沧沙巷胜利村

段，一幅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

外斜”的秀美乡村图景映入眼帘。

不少老人坐在岸边亭子里聊天，

在享受阳光的同时，欣赏两岸的

风光。

为持续改善河湖面貌，建设

美丽河湖，建设生态宜居村庄，助

力乡村振兴。雷打石镇在沧沙港

胜利村段实施“一乡一亮点”建设

项目，对沧沙港胜利村段进行治

理，在全段 2.2 公里进行清淤、清

表、渠堤平整、岸坡加固、涵洞修

复、绿化亮化等提质工程，全面提

升河湖面貌。

现在，沧沙港治理工程已施

工完毕，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

“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

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的目标，为

全面推行河长制提供了样板和

示范。

正在岸边晒太阳的刘娭毑笑

着说：“现在这里有凉亭，有绿树，

水也清澈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

来这里走一走，坐一坐，心里美滋

滋的。”

近年来，雷打石镇积极响应

全面实施河长制的号召，全力推

进全镇水域朝“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目标发展，先后打造了

“湘江堤坝管养一公里示范带”

“河长制广场”“小微水体”等亮

点，为全区河长制工作增光添彩。

“一乡一亮点”风光美

冬日暖阳下，老人在雷打石镇沧沙巷胜利村段的岸边晒太阳、赏风景。记者/杨如 摄

春节七天长假 168 小时，您会怎么

过？聚餐、K 歌还是各地旅游，无论您在

哪里，身边一定少不了执勤民警的身

影……

荧烛末光，增辉日月
讲述人：

醴陵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陈智杰

春节我在岗，冀以尘雾之微，补益

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今年，是我

入警第一次坚守在春节岗位上。

1 月 21 日下午 2 时许，城市快警接

警称，醴陵市来龙门街道横岭村发生一

起纠纷事件，现场有人大打出手。

我带领快警中队迅速赶到现场，

当场控制分隔双方当事人，防止事态

进一步扩大，并且联系了 120 将伤者

送医，经过检查，当事人身体并无大

碍。事后，我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在我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下，双方

火 药 味 慢 慢 降 了 下 来 ，最 终 达 成 一

致，握手言和。

这是我第一个不在家的除夕，纵使

心中百般希望能回家团圆，但万家灯火

总要有人来守护。警察是我热爱的职

业，而我们人民警察的肩上正扛着这份

责任！

我也渴望回家
讲述人：

醴陵市公安局东富派出所民警刘准

今年春节，我也渴望回家，但因工

作需要继续坚守。

大年初一，我早早地赶到单位，整

理着装、携带装备，与同事一起外出巡

逻。看似简单的步行巡逻，却是我们与

辖区群众交流的好机会。

“大爷，您儿子今天回家过年了吧？

家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

“王阿姨，您这个腊肉应该离旁边

的柴火远一点呢。”

简单的几句对话，不仅拉进了我与

辖区群众的关系，也让群众真真切切感

受到“人民保护神”就在身边，安心尽情

地享受假期。

“春节开车不要急，确保安全是第

一。”春运期间车辆多、客流量大，我总是认

真导流，仔细叮嘱过路的驾驶员，“路上注

意安全，尽量不要超车，不要急打方向。”

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值班我无法

回家与家人团聚，但我知道守土有责，

我坚信站好新春第一班岗，也就守好了

新一年群众安居乐业的大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
讯员/李航 整理）

你的节日 我的坚守 ——公安民警的春节值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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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1月 21日，除夕。清晨 5点 50分的株

洲街头，仍笼罩在深深的夜色之中。而在

株洲火车站西广场一侧的一间小屋，已

经透出暖暖的微光。推开小门，又是一阵

热腾腾的蒸汽升起。原来，是株洲晚报志

愿者们正在煮饺子，为了让坚守在一线

的公交车驾驶员早早尝到春节的年味。

“他们已经坚持了 12年，见到他们，

就像是见到亲人。”虽然驾驶员陶师傅

口中还含着热乎乎的饺子，但他仍然不

忘诉说着心中的感激。

这场爱心活动的牵头志愿者叫欧

阳丽华，家住芦淞区学堂冲社区，是一

位单亲失独母亲。孩子的离去曾经给她

带来了沉痛的打击，但失去至亲的痛苦

并没有打败她，相反她却沉淀出无限的

爱，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

“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快乐了。”

欧阳丽华说，株洲公交是城市的文明窗

口和名片，在春节期间，公交车驾驶员

舍小家顾大家，把乘客平安送达。牵头

组织志愿者为他们做好暖心的饺子，就

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

为了让早班公交车驾驶员能吃到

热腾腾的饺子，她清晨 4点半就起床做

准备。她笑着调侃道，今年自己的情况

有些特别，身边不少人都已经“阳过”，

而自己却幸运地挺过来“闯进决赛”。虽

然车站人来人往，但自己并不畏惧。5

点，她匆匆走出家门，在寒风细雨中步

行赶到株洲火车站公交调度站，开始烧

水为煮饺子做准备。

早班驾驶员不会同时到来，所以饺

子并不能一锅煮。欧阳丽华说，不仅如

此，还要控制时间和火候，以确保饺子

熟而不烂。

早晨 7 点，天色渐渐亮起，到岗的

驾驶员越来越多。走进小屋的每一位驾

驶员，都会热情地向欧阳丽华送上春节

问候。这个有些狭小的公交调度室，俨

然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直到上午 9点，欧阳丽华和同伴终

于完成了春节假期第一天的工作。这个

爱心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正月初三，很多

在假期中值班的驾驶员都能吃到暖暖

的爱心早餐。

12年 用饺子传递幸福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蒿

1 月 21 日晚上 7 点，丰盛

的年夜饭的已经端上桌，高

翔简单扒拉了两口，来不及

与家人共同举杯，就急匆匆

地出了门。

高翔是石峰区井龙街道

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除夕夜，

当地村民有到九郎山祭祖，到

九郎寺、上林寺敬香祈福的习

俗。为了严防森林火灾，高翔

与同事需要与井龙街道城管

办、九郎山村支两委等干部一

起，在进山路口值守做好防火

知识宣传和及时巡山。

“好几位同事怕来不及赶

回岗位，年夜饭就是一碗泡

面。”高翔介绍，为了守护绿

心，这已经是他与同事在一起

过的第二个除夕夜。

疏导前来敬香的车流、仔

细给村民和游客讲解防火知

识，工作人员还贴心地准备了

一些橘子和苹果，给前来的村

民和游客送上新年祝愿……

“万家团圆夜，更要守护

绿心，守护大家的平安。”当

晚，高翔与同事一直忙到凌晨

两点多钟，直到上山的人群全

部散去才回家。

“虽然没能与家人一起守

岁、看春晚，但站在九郎山上

登高望远，全城烟花尽收眼

底，美不胜收。”井龙街道党工

委委员胡琼说。

正月初一上午，胡琼与同

事又开始新一天的巡山值守。

年夜饭是一碗泡面

值守工作人员的年夜饭，就是一碗泡面。

受访者供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1 月 21 日晚上 11 时，除夕之夜，

街头巷尾，鞭炮声此起彼伏。

此时，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灯火

通明，医生吴敏正在复苏室内来回

穿梭，步履匆匆。这一天，她和同事

已接诊了约 300 名患者，其中需要

紧急抢救的就有 50多人。

“医生，我父亲感染了新冠病

毒，现在呼吸困难，麻烦你来看看。”

分诊台前，一名女子搀扶着一位七

旬老人，神色焦虑。

这声呼喊引起了吴敏的注意，

她立马上前为老人进行初诊，询问

得知老人除了呼吸窘迫，还有胸痛

症状。

“不好，他可能出现心梗了。”高

度警觉的吴敏立马向同事发出警报。

话音刚落，老人突然晕倒，丧失

意识。心电监护显示出现室颤。

“一下、两下、三下……”见状，

吴敏赶紧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按

压了 2分钟后，对方终于恢复心跳。

她刚想喘口气，不料，老人又再

次出现室颤。吴敏和同事只能再次

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和电除颤。

这场与死神的角力似乎容不得

一丝松懈。在第 3次为老人进行除颤

后，吴敏和同事刘洋一路狂奔，将老

人送到 CCU病房。电梯里，两人甚至

大口喘着粗气。

救人的接力棒顺利地传递到心

内科专家手中。

冠脉造影显示，老人属于急性

心肌梗死，一场紧急介入手术就此

开始。所幸，由于手术及时，患者成

功脱险，吴敏揪着的心也终于落地。

走出 CCU 病房，已是晚上 11 时

55分。虽无法陪家人过除夕，吴敏仍

然兴奋不已，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坚

守能让另一个家庭团圆。

“新年快乐！”她开心地向身边

同事送上祝福，崭新的一年就这样

来了！

除夕夜里的生死救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1月 23日，农历正月初二，正是给

舅舅拜年的日子。渌口区渌口镇杨梅

村村民张兴旺家里，十几个外甥女、

外甥都来了。

春节，是这群年轻人难得聚在一

起的日子，但往年春节不是各自组团打

牌，就是各自刷手机，少了热络和年味。

“小时候，你们一到我家就聚在一

起放烟花、做游戏、烤红薯，好不热闹，

这些年大家长大了，生活条件都好了，

反而还沟通少了。”舅舅张兴旺学习抖

音上的做法，买了炉子和茶具，办起了

年轻人最喜欢的“围炉煮茶”。

生一炉火、烧一壶茶，放两把干

果、烤几颗橘子，还有自家种的红薯

和芋头，十几个年轻人就围坐炉前，

烤火喝茶聊天。

“还真有点小时候的感觉。”大表

哥刘杰率先发话。

“小时候你就带我们在火堆里点

小烟花，恶作剧闹女生。”小表弟易

理这些年都在深圳工作，今年回家

过年，“围炉煮茶”让他感受到过年

的气氛。

年后，在外打拼而事业稳定的他

即将成家，迎娶一个外地姑娘。“过去这

些年的奋斗也算是有些成果，完成成家

立业这两件人生大事。”他感叹到。

有在外打拼拼出一番小天地的，

也有选择就地生根的。

这两年，三表哥张文兴在自己村

里承包了十几亩地，做起了“乡村游”

的生意——可供游客采摘草莓和葡

萄、钓鱼、吃农家饭等。

“国家都在大力支持乡村振兴，

很多人选择就近游，乡村也是个创

业好舞台。”张文兴很自信自己的选

择，如今他和拥有丰富种植经验的

父亲一起“上阵”，每天都在田地里

打拼。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这两

年，他在城里买了房，还添了一台车。

“今年，我打算增加一些项目，比

如露营基地、围炉煮茶等，要跟上游客

需求，乡村游才能越做越好。”他说。

大表姐张欣和姐夫黄胜金一家

子也从广州回来了。他们在广州做了

多年海鲜生意，这次回来也是打算在

家乡创业。

“目前，正在跟朋友商量做一个

连锁生鲜店，在踩点、筹划。”黄胜金

说，“这几年株洲发展不错，回家乡干

事，也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

……

这一刻，大家都放下手机，围炉

而坐，你一言我一语，茶的香气和炉

火的热气在共同升腾，熟悉的年味回

来了。

“围炉煮茶”年味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