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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卉 通讯员/李晓强 包媛
媛）4 月 15 日，由中交三航局投资、建设的株洲清水塘大桥迎来
历史性的一刻，随着最后一榀主梁块体安装成功，主桥正式合
龙实现贯通。这标志着大桥主体施工任务基本完成，通车正式
进入倒计时。

上层为机动车道
下层为行人与非机动车景观通道

清水塘大桥是株洲市区第八座跨湘江大桥，是连接石峰区
与天元区的新动脉。大桥北起清水塘大道，上跨清霞路，往南
越过湘江，对接珠江北路落地，全长 2.85 公里。其中桥梁段长
度 2.175 公里，主桥采用中承式钢桁架拱桥结构，桥跨径为 408
米，在同类型桥梁中位列世界第六、中国第三。

桥梁上层为机动车道，下层为行人与非机动车景观通道，
弧形设计的大桥在两岸公园、景观的映衬下，还未动工就已被
市民冠以“湘江最美大桥”的称号。大桥主拱于去年 11 月 13 日
顺利合龙。

专业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爬拱吊机

4 月 15 日，大桥主梁南北最后两个块体等待就位。合龙现
场，驳船将主梁块体运至大桥下方，抛锚定位。

担任此次吊装任务的桥梁专业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爬拱
吊机，昵称“甲壳虫”。大桥全桥 29 个节段、3000 多个杆件，均
通过它起吊就位。“甲壳虫”的最高作业高度距离水面 120 米。
比之传统的爬拱吊机，项目建设团队因地制宜提出“拱上吊梁”
的新思路，实现一机多用，吊力提升了 2.4 倍。

“准备就绪，321，起吊！”随着对讲机中的指令发来，“甲壳
虫”放下 4 个吊钩，牢牢抓住块体，缓缓提拉升起，它将块体垂
直起吊升至距离江面 34 米的高空，逐步调试就位。

“接下来，再经过 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铺装和沥青摊铺
等工序，大桥就可以正式通车了。”项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主桥合龙 清水塘大桥通车进入倒计时
桥跨径为408米，在同类型桥梁中位列世界第六、中国第三

“筝”奇斗艳 风中炫技
湖南省首届风筝邀请赛在渌口区举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 者/刘 平 通 讯 员/邓 碧 丹
张灏好）4 月 14 日，市民政局对
2022 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
果进行公示，全市有 15 家社会
组织评估为 5A、4A、3A 级社会
组织。其中，3 家社会组织评估
为 5A 级。

此次评估是根据民政部有
关精神，结合市民政局《关于开
展 2022 年度全市社会组织等
级评估的通知》有关要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
组织开展，对全市 2022 年自愿
申请等级评估的社会组织进行
了评估。

经过评估机构初评、评估
专家现场评审、评估委员会审

定等程序，市保险行业协会、市
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市物
业管理协会评估为 5A 级社会
组 织 ；市 常 德 商 会 、市 川 渝 商
会、醴陵市阳光志愿者协会、茶
陵县慈善会评估为 4A 级社会
组织；市天使之家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市左权爱国公益基金
会等 8 家社会组织评估为 3A 级
社会组织。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社会组织
等级评估结果公示期为 7 天（4
月 14 日至 4 月 21 日），市民在
公示期间若对参评的社会组织
有异议，可以电话或书面形式
向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反
映。联系电话：28685528。

课桌为琴，奏一曲飞扬的乐

章；手舞青春，添一抹春日的暖

阳。日前，景炎初级中学音乐学

科 周 举 行 首 届 课 桌

舞比赛，同学们用一

个 个 正 能 量 满 满 的

课桌舞，将学校操场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活动中，18 个班

级的学生身穿整齐统

一的服装，将灵活的

手姿、舞姿与歌曲充

分结合，精彩演绎了

诸 多 耳 熟 能 详 的 歌

曲，享受课桌舞带来的快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谢霞 摄影报道）

▲4月15日，清水塘大桥主桥合龙贯通。通讯员供图

▲吊装主梁块体过程。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刘艺锋 张珺）江北
江南低鹞齐，线长线短回高低。4
月 16 日，湖南省首届风筝邀请赛在
渌口区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前来“打卡”，将春光明媚的渌江风
光带衬托得格外热闹。

此 次 活 动 由 株 洲 市 文 旅 广 体
局，渌口区委、区政府主办。当天，
来自岳阳、郴州、萍乡等地的 30 多
名优秀风筝运动员，带着 30 余种形
态各异的风筝上演空中竞技，包含
传统风筝、龙串类风筝、软体类风
筝、风中效果风筝、滚地龙风筝等。

74 岁的荣立志是岳阳风筝俱乐
部的一员，他参加过各级各类风筝
比赛，有 30余年放飞经验，为了这次
活动，他和伙伴们准备了 1个月。“我
是第一次来渌口，感觉这里很美，人
也很热情，希望有更多人通过这次
活动，了解风筝这个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荣立志说。
碧空如洗，风筝竞飞。活动现

场，五颜六色的风筝时而翩翩起舞、
时而竞相追逐。300 米长串风筝、
面积高达 150 平方米的湖南最大鳐
鱼风筝，让人大开眼界。葫芦娃、小
猪佩奇、宇航员、八爪鱼、大鲸鱼等
卡通造型风筝，萌趣十足。现场观
众纷纷驻足，拍下创意风筝御风遨
游的美丽场景，享受“筝”奇斗艳的
视觉盛宴。不少游客也牵起风筝
线，放飞美好生活的希望。

天上的风筝争奇斗艳，地面的活
动精彩纷呈。现场不仅有武术、诗朗
诵、拉丁舞等节目表演，还有非遗特
色美食展示展销、手绘风筝等活动，
不仅增加了游客的参与感，还能让人
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风筝文化的魅
力。“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正好带着家
人过来放松心情，希望每年都能举
办。”家住天元区的市民林典说。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记者/邹怡敏 摄

2022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公示

3家社会组织获评5A级

灵动课桌舞 活力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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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百石峰超市后巷，是典型的居民集聚
区。百翔佳园、响石花园等小区坐落周边，沿线
还有枫叶中学、先锋农贸市场、响石岭步行街等
场所，汇集了上万居民。

10 多年前，果蔬摊贩嗅到商机，纷纷涌入，
“马路市场”逐渐成型。如今，这里每天早上能
汇集上百个游商散担，有实打实以此谋生的菜
农，也有赚差价的菜贩。

上周，石峰区城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区城
管局局长文志率队来此巡查执法。

“这里不能摆摊的，走吧。”执法岗亭前，两名
执法队员劝导菜贩们离开。两名菜贩注意到动
静，挑起菜担离开，但并没有走远，停在路口观望。

到了菜农老张这里，执法队员遇到了麻
烦。“劝了一次两次三次，你还不肯走，只能依法
办事了。”一名城管队员说完，依法暂扣了老张
的秤杆，开具《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但老张看
都不看，拒绝签字。

气氛逐渐紧张，周边的摊贩开始聚集，不仅
城管队员，一些摊贩也拿起手机录像。原本在
路口观望的菜贩见此，直接把菜担往地上一放，
继续摆摊。

“别跟我讲城管法规，现在都在提倡‘地摊
经济’，你们凭什么不支持？”见到文志过来询

问，老张似乎一肚子委屈，“不让我在这里卖菜，
吃不上饭谁负责？”

“后头有合法合规的便民疏导点，你为何不
去？”文志说的疏导点，是这条街后巷的一处空
坪，城管部门专门协调批给菜农摆摊，但几乎无
人问津。

“要去，所有人得一起去，不然那边生意差
些，去了吃亏。”这是老张的道理。

长达 20 分钟的劝导、拉锯，最终，老张似乎
决定给局长“面子”，挑起担子准备去疏导点。
临走前，他大声要求执法队员，将依法暂扣的秤
杆还给他。

一个盘踞 10 余年的马路市场，不可能因为
一两次巡查整治而消散。4 月 16 日上午 8 点，
记者再次来到这里，虽然有 2 名城管队员守在
路边，但面对上百名出店经营、占道摆摊的商
贩，他们的劝导显得无力。

几乎每一家摊贩，都能说出自己的难处。
比如猪肉店的老板说，把猪肉摊摆到店外，每天
能多卖出两腿肉；旁边的米粉店已满客，顾客想
坐外面，老板当然也不会拒绝；小贩们在路边摆
摊，毕竟摆到农贸市场外可能要收 5元钱的卫生
费，能省则省……对于他们来说，道路是否拥挤、
地上是否干净，可能是最后才会考虑的事情。

治理背街小巷，如何告别“突击战”？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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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芦淞区建设巷，商贩们惯于将商品摆在店外售卖。
记者 伍靖雯/摄

寻 常 巷

陌 ，百 姓 门

前，关乎城市

形象，关系民

心冷暖。

也 正 是

这 些 曲 折 迂

回 的 小 街 小

巷、城市边缘

地区，成了游

商 菜 农 的 根

据地、私搭乱

建 的 隐 匿

点 。 对 在 这

些 地 方 谋 生

的人来说，道

路是否洁净、

占 道 是 否 违

法，哪一项能

比 做 买 卖 重

要？

4月14日，

市 城 管 局 组

织召开会议，

再次直面“痛

点 ”，对 背 街

小巷、城乡结

合 部 等 区 域

开展“百日攻

坚”。

面 对 治

理之难、执法

之困，这次又

将如何破题？

“烫手的山芋”

株百石峰超市后巷的情境，是这些背街
小巷管理“痛点”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这些
小街小巷也曾风光无限。比如响石岭步行
街和临近的株百石峰超市后巷等区域，曾是
该区重点打造的商圈之一；芦淞区沿港路、
建设巷，是城区历史最悠久的一批商业街
巷；合泰、富家垅片区的背街小巷，至今仍然
生意盈门。

这些街巷的商业，大多依托原有的格局
形成。但早年的规划建设前瞻性不足，一条
三四百米的街巷，可以出现上百个违规摆
摊、乱堆乱放等问题，哪怕安排 10 多名城管
队员驻点，结果通常也是摊贩从街头挪到街
尾，与城管队员“躲猫猫”。

天元区的城管队员们印象最深的，是前
几年在圆方路开展露天烧烤占道经营专项
整治，20 多名城管队员 3 个月轮班通宵值
守，问题改善了，但整治一结束，乱象很快复
现。

反复的劝导和执法，不仅考验城管队员
的体力和耐力，还要面对不可预测的风险。

“我们反复劝，小贩也不高兴。”一名城管执
法队员坦言，许多小贩都表示会在有重要检
查时配合，但如果天天“循规蹈矩”容易影响
生意。也正因此，一些商贩甚至会出现挑
衅、动手推搡执法队员的行为，有的城管队
员被辱骂、撕破制服、咬破手臂等等。

除了身体的创伤，一些城管队员还要面
对舆情压力。今年 2 月，有摊贩实名举报一
名城管队员在株百石峰超市后巷暴力执法，
还在网上发布了 4 段视频。幸好当时的情
况被执法记录仪全程收录，得以证明城管队
员的清白。

记 者 也 曾 亲 眼 目 睹 城 管 执 法 遭 遇 抵
抗。上个月，在滨江一村附近，一名占道摆
摊的菜贩指着一名中年城管队员谩骂，而这
名城管队员能做的，同样只有让同事打开执
法记录仪，以防遭遇非议时有口难言。

反复“躲猫猫”的小商小贩、不可预测的
身体或心理压力、难以形成长效的执法困境
……久而久之，这些小街小巷成了“烫手的
山芋”，“若非有专项行动，没人愿意去碰。”
有执法队员坦言。

如何告别“突击战”？

背街小巷是一座城市的肌理，其中的
“细碎小事”关系着民生大事。

放眼全国，这些年来，各地都在城市精
细化管理、背街小巷“补短板”等方面下苦
功。然而，这些理念的发轫落实，甚至少于
一条“马路市场”存在的时间。

还有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出于财政压
力等情况，长期以来，各地对背街小巷等区
域的管理要求、执法力量投入，都低于主次
干道，问题积重难返。抓背街小巷治理，就
意味着要在这些地方加大投入。

怎么防止问题反复？采访中，一些业内
人士也给出建议，比如，用“一街一策”的方
式，对这些区域制定精细化管理指导意见，
明确各部门的责权范围、联合机制等，在治
理中实现“街巷更新”。

已经有城市率先行动。比如贵阳市制
定了背街小巷改造的三年攻坚计划，并引入

“小巷管家”等制度，实现齐抓共管；无锡市在
提出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后，在各社区建
立城管队员为核心，沿街商户、居民及相关职
能部门协调议事工作机制，提升管理效能。

来看株洲。此次的方案明确要求，对背
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攻坚整治，要
与城市主干道达到同一水准。后续，各区要
将这些地方纳入日常重点管理区域，力求从
依靠突击整治转向建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

会有哪些成效？能持续多久？每个人
都拭目以待。

“现在都提倡‘地摊经济’，你们凭什么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