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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株洲在提升市民文明素养
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丁奇志：株洲是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这说

明市民文明礼仪程度整体很高，也与全市开展

的各项引领、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工作直接相关。

积极引导群众当主角，掀起“文明城市人

人建”热潮。近年来，我市持续办好“我们的节

日”等系列文化活动，组织“文艺轻骑兵”进社

区，在 95％的城市小区开展“文明创建我来

了，幸福株洲我来建”主题活动，策划推出“21

天文明打卡”“不文明行为随手拍”等活动，引

导群众站 C 位、当主角。今年，我们又推出了

“株事有礼”文明实践活动，将陆续推出联点

共建、文明实践微服务等活动，旨在引导市民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践行文明行为。

大力选树先进典型，营造人人争做好事氛

围。全市广泛开展“我评议我推荐身边好人”活

动，大力选树宣传先进典型，5年来有 4人获评

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1人获评全省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69人荣登“中国好人榜”,204人入

选“湖南好人榜”。我们邀请百名道德模范及各

行各业先进典型开展“我为文明城市代言”行

动，传递社会正能量，提升创建温度。今年，我

们相继推出第七届道德模范、神农慈善·志愿

榜等典型，道德沃土日益厚植。

搭建平台覆盖城乡，推进志愿服务潜移默

化。打造株洲“爱心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平台，建

设 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04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138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县、乡、村全覆盖。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注册志愿者 55.6万余人，共发布活

动10.5万场，志愿者广泛投身“三高四新”战略实

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乡

村振兴等中心工作。群众对文明实践服务了解率

97％以上，志愿服务活动认可率 99％以上。

持续发力做好宣传，引导群众凝心聚力。

去年以来，我们在市直媒体开设“创文在路

上”等专栏专题 20 余个，刊发报道 4800 余篇。

同 时 ，做 热 社 会 宣 传 ，2022 年 开 展“ 敲 门 行

动”，上门宣传覆盖 25 万户，新发布公益广告

2 万余平方米，有效增强了群众对“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认同感。

天元工业云平台摘得的
这项荣誉，全省唯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
记者/王娜 通讯员/侯海
彬 何天明） 近日，省工

信厅发布 2023 年度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建设及创新应用项目计

划，天元工业互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天元

工业云平台”）入选，成为

全省唯一列入本年度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创新应用项目。

天元工业云平台是首

批国家级“平台+基地”示

范项目，由株洲高新区大

数据资源局牵头搭建。作

为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该平台从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

务四个方面提供数字化服

务，为企业打通数据孤岛、

优化生产方式、改进管理

流程，提供一批有效支撑

智能制造发展的行业解决

方案，全面带动企业、产

业、园区数字化转型升级。

近年来，株洲高新区

逐步探索工业互联网标

识二级节点创新应用，通

过搭建标识应用服务平

台，对接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使天元工业云平台具

备开发、部署和运营标识

解析应用的能力。未来，

该平台将着重强化标识

解析应用服务平台建设，

实现产品数字化交付、产

品 追 溯 、产 供 销 计 划 协

同、订单全生命周期过程

监控等多个具备行业特

点和跨行业通用的应用

场景开发及应用。

天元区11位农民获“乡村
振兴保”理赔37万余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
记者/谭昕吾） “谢谢政

府帮我买的这份保险，真

的 帮 了 大 忙 了 。”4 月 14

日，天元区雷打石镇先锋

村村民唐立职十分激动，

天元区为其投保的“乡村

振兴保”，顺利赔付了 5.2

万余元。近一周，天元区首

批“乡村振兴保”理赔 37

万余元，已全部送到 11 位

居民手中。

去年，74 岁的唐立职

被诊断为阑尾癌，妻子罗

女士又刚完成心脏手术不

久。这让平日以种菜为生

的老两口负债累累，苦不

堪言；今年 3月，因天气原

因，三门镇松柏村村民伍

应勤承包的鱼塘里，80%

的鱼缺氧死亡，损失约 3

万元。

农村人口收入来源单

一，抗风险能力较弱，如何

切实发挥好农业保险作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压舱石”

和“助推器”作用，助推乡

村振兴？去年底，天元区探

索出台“乡村振兴保”，由

区级财政兜底，为辖区乡

镇范围内的农村户籍居民

投保“买单”。村民看病住

院、发生意外事故等，在正

常的医保报销之外，还可

以获得一定补偿，大大减

轻其经济负担。

天 元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农村办主任张舟介绍，该

保险聚焦防返贫监测户、

低保、特困等重点群体，

涵盖了自然灾害救助、意

外救助、重大疾病救助、

产业救助、教育救助、留

守儿童意外（疾病）救助、

农房倒塌救助、因灾生活

困难救助等十个方面，为

当 地 农 民 织 牢 因 病 、因

学、因灾返贫防护网。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
讯员/王翠元 董易坤） 打造“流动课

堂”“实践课堂”“实训课堂”，让“主题党

日”更有“鲜味”；创新“5+X”模式，让

“主题党日”更有“品味”……天元区群

丰镇党委以“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活

动为抓手，积极探索多渠道、多层次、全

方位的党员教育培训方式，不断创新

“主题党日”，全面激活党员教育新动

能，持续推动农村组织生活提质增效。

“要保持花盆土湿润，在快要开花

时，应增加水量，夏季除浇水外还要多

喷水……”妙泉社区的杜鹃花种植基

地，专家在田间地头讲授种植技巧，工

作人员现场实践操作。这样的“流动课

堂”，在群丰镇各社区经常出现。

一改往日集中培训的形式，群丰镇

送课上门，把课堂搬到农家院落、田间

地头、生产一线，让党员在家门口听党

课、受教育、学技能。自今年开展“微党

课”宣讲以来，该镇累计有 120 名党员

登台讲课，辐射 3000余人。

合花社区开展鲜食玉米一年两茬

栽培技术培训，栗山社区开展油菜病虫

害防治技能学习，白莲社区开展黄豆种

植技术培训，响塘社区开设农村电商发

展培训课堂……越来越多的“实训课

堂”，让农村党员收获一技之长。

“实践课堂”不断走深走实。长岭社

区“一米阳光”志愿服务队，定期来到五

保老人彭嗲嗲家，整理房间、清理厨房、

修理农具；妙泉社区为老年人照相，帮

助他们进行社保认证；江璜社区结合

“圆梦微心愿”“敲门入户”活动，为群众

送去关怀；合花社区组织党员清理湘江

河道垃圾，做环境保护的践行者……今

年以来，群丰镇累计开展志愿服务实践

活动 100 多次，为居民提供医保收缴、

政务代办、政策宣传等服务 700余次。

群丰镇主题党日“5+X”模式，“5”

即缴纳党费、“微党课”宣讲、观看教育

片、积分评定、社会实践活动 5 个规定

动作，结合工作实际，开展有特色、有创

意的活动。此外，该镇还建强党员志愿

服务队伍，广泛开展“圆梦微心愿”活

动，通过居民代表收集汇总辖区居民特

别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

重点群体微心愿，党员带头认领，统一

组织圆梦，让困难群体收获满满的幸福

感。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
凌凌 通讯员/周纬 赵楚莹） 近

年来，董家塅街道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聚焦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养老”问

题，以“康养+”党建品牌为载体，

积极探索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致力打造就近、方便、专业的“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天伦康养院是由市三三一医

院和董家塅街道共建的街道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也是我市公立医

院中第一个拥有独立院区的医养

结合机构。

82 岁的陈方海老两口在院

子里边散步边聊天。“就在这安家

了！”陈方海和老伴来到这里，一

住就不想走了。陈方海说，“年纪

越大体力越差，买菜做饭、操持家

务都更费劲，在这有现成的饭吃，

房间有人打扫，咱就散散步、看看

书，多惬意。”

天伦康养院设有养护床位

109 张、医疗床位 31张，院区突出

医养结合特色，颐养楼和颐康楼

独立而又相互相接，医养无缝对

接，界限既分得清楚又融合得恰

到好处。

作为芦淞区老龄人口数量最

多的街道，董家塅街道群众的养

老服务需求迫切。近年来，街道党

工委以街道、社区、小区 3级养老

服务阵地建设为抓手，采取改造

小区废弃水塔、电梯房架空层和

腾退社区办公场所等一切可能手

段，为辖区养老服务创造条件。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2 月 2

日，天伦康养院试运行，补齐了董

家塅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缺失

的短板。依托市三三一医院的优

质医疗资源，居住在这里的老人

家，在养老的基础上得到高质量

的医疗保障，老人家安心，家属更

放心。

“养老不仅仅是每个家庭的

‘家事’，更是一件关乎街道群众

生活的大事。我们就是想把关怀

送到家，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董

家塅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养老

从来就不是一道“单选题”，街道

联合企业、医院，融合多方力量，

共同打造了具有董办特色的居家

养老模式，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的愿望照进现实，真正让老年人

从养老服务当中获得幸福感和满

足感。

医养结合新模式，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记者/杨凌凌 摄

群丰镇打造“流动课堂”，让主题党日更接地气。

记者/杨如 摄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丁奇志就本报礼让斑马线报道接受专访

报道找准了“创文”短板 要全力以赴抓整改
“守护生命线”特别报道之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建设 姚时美

连日来，本报“守护生

命 线 ”特 别 报 道 引 发 市 民

广 泛 关 注 与 热 烈 讨 论 ，不

能让全国文明城市的金字

招牌因斑马线上不文明现

象 而 蒙 尘 ，成 为 市 民 共 同

心声。4 月 17 日，市委宣传

部 副 部 长 、市 文 明 办 主 任

丁奇志为此接受本报记者

专 访 。他 表 示 ，今 年 是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大 考 之

年 ，“ 礼 让 斑 马 线 ”是 一 项

必答题，株洲必须答好，方

能 让 市 民 更 满 意 ，让 城 市

更文明。

记者：株洲日报的
“守护生命线”特别报道
您关注了没，斑马线前不
礼让现象很突出，您怎么
看？

丁奇志：“ 礼 让 斑 马

线”是市民素质的具体体

现，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的测评项目，不仅关系到

城市的整体形象，也关系

到市民的出行安全。株洲

日 报 的“ 守 护 生 命 线 ”特

别报道我全部看过，分别

聚焦市民投诉和校园、老

旧小区、主干道周边礼让

斑马线情况，抓到了问题

重点，充分反映了当前创

文问题所在和市民呼声，

有 力 地 唤 起 广 大 市 民 的

关注，让人们认识到相关

行 为 的 危 害 性 和 治 理 的

迫切性。

比如，《越野车不礼让

斑马线上撞倒小学生》这篇

报道，聚焦校园周边，采取

记者实地蹲守观察的方法，

对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情况

进行案例分析，反映出学校

周边礼让斑马线情况不乐

观。特别是当我看到市二中

附小学生小唐在斑马线上

被汽车撞倒的报道，让人心

头一紧、倍感难受；关注到

公交车目前均能做到礼让

斑马线的好做法，广受好

评、值得推广，又让人眼前

一亮，倍感欣慰。

《车辆无视拄拐老人

鸣笛快速通过》《牵孩子过

马路 60辆车不礼让》两篇

报道聚焦老旧小区周边和

主城区路段，继续以纪实

手法进行案例分析，用镜

头聚焦部分机动车在看到

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时，依旧我行我素，不

愿“踩下刹车”，不禁让人

震惊、愤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个

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每个

家庭都有视若掌上明珠的

孩子，他们也需要社会的

关 爱 ，具 体 到“ 礼 让 斑 马

线”，就是把“温度”体现

在每一个细节中。

正如记者手记《莫抢

那丁点时间》所言：“我们

再 着 急 ，也 不 差 这 点 时

间。”

记者：株洲“礼让斑马线”现象不
乐观，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丁奇志：我 认 为 有 三 个 方 面 的

原因。

首先是安全意识薄弱。机动车驾

驶员和行人互不相让导致的交通事故

时 有 发 生 。作 为 交 通 参 与 者 ，一 些 驾

驶员只想着如何尽快到达目的地，而

不是行车安全，即使有些小违章也无

所 谓 ，更 不 用 说 礼 让 行 人 ；一 些 行 人

只想尽快通过斑马线，没有仔细观察

道路安全环境。

其次是处罚力度不够，难以做到严

管重罚。一方面，株洲城区当前只在个

别路段设置安装了抓拍不礼让斑马线

摄像头，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为多

是发现一起处罚一起，未能有效监控所

有的不礼让斑马线行为；另一方面，《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行人、非机动车

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可以当场进行处罚。

现实中，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

法存在普遍性，交警对这类交通违法的

处罚执法难度较大，使行人、非机动车

驾驶人违法通过斑马线屡禁不止。

第三是宣传教育不到位，效果不

理想，“礼让斑马线”理念没有深入人

心。自 2014 年起，我市就开始推进“礼

让斑马线”活动，对部分不礼让斑马

线行为曝光，但曝光次数不够，活动开

展也不连续，宣传方式和手段更多局

限于传统媒体的说教形式。

正因为如此，容易引起市民投诉。

从“守护生命线”特别报道就可以

看出，大多数读者留言批判不礼让斑

马线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民对

礼让斑马线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呼声。

《不礼让斑马线现象是给文明株

洲“拖后腿”》《要对不礼让斑马线行为

“严管重罚”》这 2 篇报道更是将线下大

讨论提升到新的高度，报道以“株事有

礼·礼让斑马线”座谈会为主线，分别

从问题盘点、解决思路两个方面，围绕

座谈会嘉宾和单位代表发言，原汁原

味反映出座谈会上的讨论情况，既有

问题的反思，也突出了解决的办法，更

提供了典型的经验。

黄河路口斑马线前，车辆礼让学生。 记者/谢慧 摄

记者：整治不礼让斑马线现象，株洲接下
来会有哪些动作？

丁奇志：网上有这么一句话：“你所站立

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

么样。”具体到株洲市民，可以理解为：“你怎

么样，株洲便怎么样。”每一位市民都是株洲

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份子，只要做好自己，便为

株洲文明贡献了一份力量。

“礼让斑马线”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

题，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找短板、抓整改、促

提升，努力实现株洲文明程度越来越好、市民

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高。

要聚焦问题焦点，大力倡导文明交通。通过

拍摄教育片、发表倡议书、曝光不文明行为、寻找

最美驾驶员等方式，在市级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持续关注回应市民呼声，不断提升市民素质。

要加强执法处罚，严惩交通违法行为。提高

路面的见警率、管事率是及时劝阻、查处斑马线

交通违法行为、保证交通畅通的有效措施。要强

化重要区域、重点路段、大型路口的机动车、非

机动车斑马线交通秩序管理。及时劝导、纠正斑

马线交通违法行为；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

育为主，对不礼让斑马线等易“肇事肇祸”交通

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要加大保障力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整

合管理力量，交警、交通、城管和教育等各相关

部门各司其职、发挥优势、齐抓共管，切实提高

交通管理的整体水平。交警部门要加大投入力

度，增加安装高清监控，通过科技手段，加大执

法监督力度。同时，加强交通执法队伍管理教

育，提高执法队伍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尤其要

增强现场执勤和处置交通拥堵的能力。

此外，机关单位 、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带

头，将文明礼让作为礼仪规范列入议事日程，

教育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做街头的文明示范

者，从而带动广大市民做到人人礼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