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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创新欲落地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根

本在于“人才”。

我们看到，在芦淞区 R&D 研发投入呈持续向上

抛物线的同时，相关从业人员也在不断成长壮大。

芦淞区历来重视人才工作，深入落实“人才 30

条”政策，围绕航空、服饰、新材料领域大力引进高层

次人才，全面落实株洲市产业人才贡献奖励个税返

还政策。

目前，该区已组建了一支120多人的高素质科技专

家服务团队，政府鼓励支持科技专家在规划标准制定、

科技创新政策宣讲、创新主体培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等方面开展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乡土人才培养和乡

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

企业对研发人才的引进持续加大力度，也使得

芦淞聚天下英才共建创新高地，研发力度持续走强。

牢牢盯着“未来趋势”和“世界先进”的发展目

标，在“转型”和“创新”上下功夫，不仅仅需要向科技

前沿“多砸钱”，更需立足解决发展的痛点而“善砸

钱”。

芦淞区委书记唐卫湘在发言时表示，芦淞区将以

全市一盘棋的格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营造“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

地”的良好产业生态。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快

实现更多产品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跨越。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周凯

“你们有任何不清楚的，都来找我，我和

大家讲清楚。”宾成林是荷塘区明照街道星星

村的村民代表，从今年开春以来，作为村民代

表，他带“证”上岗，为村民在项目征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

荷塘区明照街道作为荷塘区征地拆迁

的主战场，承担着省市重点项目三一智慧钢

铁城的征拆任务，今年以来，该街道以村民

代表为着力点，开展“我是代表我先行”“三

亮三比”活动，星星村涉及项目的 11 名村民

代表参与工作，推动村民代表服务群众落到

实处，促进征拆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三亮”激发履职“新动能”

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如何化解老百姓心中的

担忧，让村民相信政府“公开、公正、公平”，村民代

表通过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三亮”，发挥了联

系老百姓“最后一米”的作用。

“杂物间能测量进去吗？”“媳妇怀二胎

了，人头费有吗？”“我家装修花了不少钱，补

偿标准不一样吧。”宾成林的屋场，每天基本

都有前来咨询的村民。宾成林总会热情地解

答大家的问题，将政策一一解读给组民听，化

解老百姓担心不懂政策会吃亏的疑虑。没把

握的问题，他及时反应给村干部和项目指挥

部，为三一智慧钢铁项目 7 号地块架起了相

互沟通的桥梁。

“三比”搭起“连心桥”

“要看清楚，别漏了哪里没测到”，从做房

屋调查开始，三一智慧钢铁项目 6号地块的村

民代表余维良积极发挥联系服务的作用，调

查组进到组上哪一户，他就陪同到哪一户，提

醒工作人员测量不要漏了群众的一处屋角、

收集不能少了群众的一张资料，这是老百姓

的祖业，工作一定要细致，做到“一碗水端平”

“一把尺子量到底”。村民代表充分发挥“毛细

血管”的作用，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确保

征拆工作稳步推进。

星星村的村民代表还比能力、比作风、比

服务，大到政策宣传、谈判签约、矛盾调解，小

到办理银行卡、新房选址等，11 名村民代表

认真耐心倾听组民想法，做细做实各项服务，

尽心尽力解决好组民所反映的各种问题。

在这些办事公道、乐于奉献的村民代表助

力下，三一智慧钢铁城征拆项目开启“加速度”

速度，6号地块提前半个月完成签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
记者/杨如 ） 党的二十大

报 告 提 出 ，“ 发 展 乡 村 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 渠 道 ”。在 众 多 特 色 产

业中，乡村旅游已成为乡

村 振 兴 新 力 量 。以 往 ，乡

村 游 吃 喝 玩 乐 多 在 农 家

乐 ，而 今 ，乡 村 也 有 五 星

高端庄园。

近 日 ，记 者 走 进 天 元

区雷打石镇先锋村的普发

生态农庄，让人惊艳的不

仅仅是“高大上”的设施，

还有庄园错落、瓜果飘香，

种类齐全的菜园、规划齐

整的山顶别墅……一幅幅

画面点缀在乡野之间，构

成了雷打石镇的“诗意图

景”，浓浓的田园气息，让

人眼前仿佛浮现“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桃源

景象。

普 发 生 态 农 庄 ，是 由

株洲普发农副产品生产有

限责任公司全额投资，与

先锋村联合打造的一个集

农业风情、种植文化、休闲

观光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观光庄园。

从 株 洲 西 出 发 ，走 湘

江大道，20 分钟车程就能

到达普发生态农庄，距市

区 20 公里左右。沿途风光

秀 丽 ，路 况 极 佳 。农 庄 总

占 地 456 亩 ，其 中 354 亩

用 于 种 植 蔬 菜 、瓜 果 、花

卉 、树 木 及 苗 圃 培 育 ；30

亩 用 于 养 殖 牲 畜 、家 禽

等 ；40 亩 用 于 水 产 品 养

殖；32 亩用于建设农产品

展示中心，农贸精品店和

民宿服务。

普发生态农庄在发展

有机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大

力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立

合理的生态链、产业链。农庄

分特色文化区、农家特色餐

饮区、宾馆会务区、特色农产

品购物区、民宿服务区、休闲

观光活动区、场地租赁服务

区、会议及展览服务。

近 年 来 ，雷 打 石 镇 精

准施策、攻坚克难，推动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迈出

新步伐，人民群众过上了

幸福生活。农业产业生机

盎然、乡村环境优美宜居、

广大农民安居乐业……一

幅产业兴、村庄美、农民富

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在希

望的田野上尽情铺展。

普发生态农庄

扮靓美丽乡村“高颜值”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56.47亿元R&D研发投入全市第一
从一条上扬曲线看芦淞科技创新发展密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

“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这句巴菲特的名言，正被越来

越多的芦淞制造业企业认同。作为

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之于企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已变得愈发凸显。

5月 30日，芦淞区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大会暨科技活动周启动。会

上发布，2022 年，该区全社会 R&D

研发投入入统数 56.47 亿元，较上年

增长 15.6%，位列全市第一。

在 株 洲 广 袤 的 大 地 上 ，芦 淞

“ 一 城 ”何 以 成 为 R&D 研 发 投 入

第 一 梯 队 ？

“R&D”是什么？通俗地讲，指

基础研究发展投入。

有一种共识是，GDP 代表一个

地 区 的 经 济 水 平 ，而 R&D 经 费 投

入，则反映其在未来经济格局中的

潜力和品质，后者也被称为“对未来

的投资”。

芦淞区 R&D 研发投入创新高

的数据里，可看出两个“比较”。一个

是，芦淞区自换届以来，非常注重发

挥科技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不断

加大 R&D。2021 年，全社会 R&D 研

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6.63%，高于

全省平均值 4.43 个百分点；每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 60 件，是全省的 4.6

倍，艰难的“爬坡”达到令人瞩目的

高度。

另一个是，2022 年，该区全社会

R&D研发投入入统数 56.47亿元，较

上年增长15.6%，位列全市第一。

近 几 年 ，记 者 一 直 关 注 、跟 踪

芦 淞 区 的 发 展 ，目 睹 过 地 方 财 政

增幅等多项核心和先导指标落在

了“ 尾 部 ”。当 年 看 来 ，将“ 尾 部 ”

变 为“ 头 部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情。换届以来，芦淞区认真贯彻中

央、省、市的决策部署，敢破善立，

大 刀 阔 斧 地 推 进“ 转 型 ”“ 创 新 ”，

穿越风雨，披荆斩棘，从而走出了

新路。

创新力，已成为今日芦淞发展之

“长板”。

5 月 30 日，芦淞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暨科

技活动周启动。

会上，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中国航发

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获评 2022年度芦淞区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芦淞拥有一个可喜现象：R&D 研发投入中，企

业正成为“主力军”。

航空城片区，有一家企业叫“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山河布局通航领域的主打产品，山河

SA60L（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立项于 2002年。从时间

线来看，阿若拉从第“1”到第“100”架的交付花了 10年，

但从第“100”到第“200”架的交付，只用了不到2年。

正是依靠持续的研发投入，该企业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关，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芦淞，与山河科技一样的优质企业已然成为

“一片树林”。

近年来，芦淞区放大“厂所结合”优势，企业能级不

断提高，带来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潜力、后劲和韧性，

也坚定了政府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先进制造的信心和

决心。

数字里看“门道” 基础研究发展投入趋势演进

引领创新实践 企业主体作用呈“一道风景”

重森林也重“树木” R&D人才队伍蔚为壮观

对 于 40—50 岁 之 间 的 网 民 ， 这 两

天 颇 为 伤 感 的 一 件 事 ， 莫 过 于 “ 天

涯”7 天直播募捐 300 万元一事：如果

7 日内无法募集到这笔资金，也许昔日

辉煌的“天涯”，就要和我们再见。虽

然其社区执行总编宋铮只是说“‘天

涯 ’ 没 死 ， 只 是 全 身 瘫 痪 ， IDC 欠

费，服务器被停。”

1999 年 12 月，中国网民 890 万，世

界第八。这一年，阿里巴巴、携程等 11

家互联网公司拔地而起，“天涯社区”

就是其中一员。“天涯”最高时候注册

用户 1.3亿。

众多网评认为，“天涯”之“今日

窘境”，就在于其“清高而不愿改变，

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回想 10 多年前芦淞市场群“商铺神

话”，每年几十万元的租金，让每个株

洲人感叹：“有芦淞一铺，三辈子躺着

都不要做事了。”

然 而 短 短 十 年 ，“ 商 铺 神 话 ” 破

灭，芦淞市场群不少铺面不要租金，只

要开门增加人气就行，仍难有租赁业

主，让人唏嘘。

但 万 千 商 铺 ， 就 真 的 走 了 黄 昏

尽头？

38 岁 的 肖 总 不 这 样 认 为 。 肖 总 也

是渌口区朱亭镇人，他“子承父业”，

仍然扎根在芦淞市场群，他说有商铺

比没商铺肯定要好，因为商铺也是商

业可信度和实力的最有力表象。他现

在打造了一个专业的直播团队，直播

批发服装、布匹，每年的利润，大概

500 万元左右。

“无论是线下的商铺，还是实体经

济，我认为都必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

潮 流 。 而 当 下 ， 线 上 +线 下 的 深 度 融

合，才是准备入手商铺或正在经营商铺

的老板们唯一出路。”

如果只是打价格战，最终的赢家只

有一个。而我们追求的是“满园春色”。

商 铺 无 罪 ， 如 果 不 改 变 我 们 的 思

想，仍“守旧而不创新，抱残而不思

变”，就算不要钱的商铺给你经营，你

仍会一无所获，甚至可能亏得“连短裤

都要输掉”。

再不改变，万千商铺，真的就要相

忘于江湖。

“不要钱”仍无人问津 商铺为何变“伤铺”？

虽然免租虽然免租，，仍问津者鲜仍问津者鲜。。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徐滔徐滔 摄摄

株洲日报讯 （全
媒体记者/张威 通讯
员/李帅） 近日，记

者 从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获 悉 ， 我 市 “ 云

土 地 超 市 ” 又 上 “ 新

货 ”。 目 前 ，“ 超 市 ”

总地块达 74 宗，面积

超 4700 亩，可供全国

各 地 的 投 资 人 “ 足 不

出户，看地选地”。

此 次 上 架 的 “ 新

货 ” 中 包 括 土 地 一 级

市场上架 61 宗，面积

3560.77 亩，含商住用

地 23 宗 ， 面 积 811.97

亩，工矿仓储用地 38

宗 ， 面 积 2748.8 亩 ；

1.5 级市场上架土地 13

宗，面积 1221.06亩。

据 了 解 该 “ 超

市 ” 实 现 了 归 集 产 权

明 晰 的 存 量 建 设 用

地 、 发 布 公 开 透 明 的

土 地 信 息 、 配 对 有 效

精 准 的 项 目 要 素 、 提

供 方 便 快 捷 的 用 地 选

择 、 实 施 规 范 高 效 的

服务监管为一体。

我 市 “ 云 土 地 超

市 ” 制 度 的 建 立 ， 既

有 助 于 各 县 市 区 “ 摸

清家底”，招商时“心

中有数”，也有助于企

业 “ 云 上 看 地 、 云 上

选地”，改变了传统的

招 商 模 式 ， 实 现 了 从

过 去 “ 不 找 市 场 找 科

长 ” 到 现 在 “ 不 找 科

长找市场”的转变。

据 市 资 规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我 市

“云土地超市”将进一

步 优 化 平 台 结 构 ， 积

极补充“货源”，真正

做 到 快 捷 高 效 、 一 站

式 的 良 好 “ 购 物 ” 体

验 ， 为 “ 培 育 制 造 名

城 ， 建 设 幸 福 株 洲 ”

招龙引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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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徐滔

十 年 前 ， 如 果 有 人 阻 止 你 投 资 商 铺 ， 你 一 定 会 把 他 当 做 “ 仇

人”，因为“一铺养三代”在当时深入人心，已成铁定赚钱的“经济

规律”。

然而十年后，当年的“香饽饽”成了烫手山芋，就算是“不要

钱”，也难以租出去。

线下实体经济，难道已没有了未来？

文总今年 54 岁，渌口区朱亭镇

人。原芦淞市场群个体户。20 多年

的打拼，让他积累了丰厚的家产。

“不是 99%以上的把握，我不会

出手 （投资）。”他说，三年疫情，让

整体经济下行，眯着眼睛赚钱的年代

已一去不复返了。赚钱难已深入人

心，稳字当头，不仅是中央到地方的

精神，“稳”也是当下所有老板投资

的第一考虑要素。他举了一个例，如

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带租赁一个

100平方米的商铺，装修费+人工+水

电+税务+其他各类不可预测费用，

第一年至少就要投入 100 万元，也就

是说，年度营业额至少要 400万-500

万元才可以保持不亏损。

“没有人无我有的核心竞争力，

500 万 不 是 那 么 容 易 赚 到 的 。” 他

说，这也就是这几年来，他仅仅只

“出手一次，就是他崽创业时，他投

资了一次，因为那不论盈亏都无怨

无悔。”

如果说“稳投资”是商铺出租

难的第一大原因，那么，当下火爆

的“网络直播”，更是给了实体店最

为沉重的一击，让商铺出租难度直

线飙升。数年前，无论是淘宝、京

东还是其他网络销售平台，商品的

展示基本以文图为主，缺乏视觉冲

击力和体验感，那么当下，“直播带

货”就几乎完美弥补了以前网购的

缺陷。当一个个俊男靓女、文艺主

播以沉浸式的体验模式将商品完美

展示给消费者，“直播带货”型的网

络销售，几乎将线下商铺打得体无

完肤。

“一内一外”两大因素，让商铺

出租难已不可避免。

5 月 28 日上午，记者前往天元区

山水洲城二期东侧一理发店理发。

“一溜”长长的商铺，除了这个

理发店和一家书店外，没看到有其

他老板开门营业。“整条街”行人稀

少，一片宁静。

大部分商铺的醒目位置上，张

贴着“旺铺出租”。某一家商铺更是

打 出 了 “ 第 一 年 免 租 ， 第 二 年 半

价”的招租广告。

记者拨打了这则广告上预留的

招租电话。

老板姓龙，温州人，他说“免

租、半价”是真实的，商铺 43 平方

米 ， 层 高 6 米 多 ， 可 以 隔 成 两 层 ，

押 金 只 要 2000 元 “ 意 思 一 下 就

行”，以后的租金也好说，“旁边商

铺的租金如是 800 元/月，我也就收

800。”

温州炒房团曾风靡中国，也曾

赚 得 盆 满 钵 满 。 但 龙 总 的 这 次 投

资，也许要失算了。因为商铺迟迟

无人承租，数十万的商铺投资不仅

“连利息都赚不到”，每年还要交纳

1000 多元的物业费。

记者随后百度“株洲 58 同城·

房产”，发现七一路、长江广场、银

海学校、棉纺厂、中心医院附近等众

多人气旺、地段好的地带亟待出租、

转让的商铺、门店众多，最便宜的租

金 竟 只 要 800 元/月 ， 租 金 1000—

3000元/月的商铺很多。

而 这 种 现 象 在 10 年 前 不 敢 想

象，因为那时在人流鼎沸地段，绝

对是“一铺难求”。

然而当下，放眼四周，稍微观

察一下就知道，当下的株洲，商铺

“出租难”不是个案，已成常态。

1 一年免租，仍无人承租

两大冲击 体无完肤2

3 万千商铺 相忘于移动时代？

在雷打石镇普发生态农庄，可以感受高品质的乡

村度假生活。 记者/杨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