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前，憧憬着沿海的机遇，一波又一波株
洲籍创业先锋闯荡珠三角、长三角和全国各地。从
打工到创业，从个体到企业，株洲籍企业家以敢为
人先的开创精神，在众多领域成为行业标杆。

在产业升级转移的契机下，今年，“湘商回
归”写进省政府工作报告。走访老乡、搭建平台、

回乡考察投资，政策指引下，乡情的交流合作空
前密切。

乡情召唤下，创业湘商们正大跨步回归家
乡。一个个湘商回归项目落地生根，在家乡的土
壤上结出新的产业果实。今起，本报推出湘商回
归项目系列报道，一起来看看湘商回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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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为何要回乡

为何要回乡？

记者抛给广州好媳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

媳妇”）负责人、茶陵人尹建国这句话，试图快速找到答案。

“在广州的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期，必须搬厂扩建。”尹

建国介绍，从 2004 年至 2018 年，“好媳妇”从两个品类胶棉

拖把发展到覆盖日用品全品类共计 600 多个单品，厂房面

积从 6000 平方米到 2 万平方米再到 4 万平方米，一路向前。

再向前，还要扩厂房。

这时，“好媳妇”稳居全国轻工业行业协会排名前三，

产品畅销海内外，是国内家具日用品行业品类最齐全的高

品质综合性企业之一。

“作为中国第一把胶棉拖把制造商，每年卖出超 3000

万支胶棉拖把。拥有各项专利 57 项。”尹建国介绍，随着时

间的推移，家乡的情结日渐浓厚。

“既然要动，回乡绝对是第一选择。”尹建国坦言。

2018 年 6 月，在株洲市委市政府邀请下，尹建国回株考

察。故乡的蓬勃发展，让他更加坚定了“回家乡、建故乡”的

想法。

智能升级产能释放

2021 年，总投资 10.5 亿元的“好媳妇”项目落户荷塘区

金山科技工业园。该项目定位为高端智能化家居清洁用品

生产厂房和智能家居、清洁产品的创新研发基地，建设用

地 200亩，其中一期 122亩，二期 78亩。

从打桩到入驻，十个月就完成了建设。家乡的服务和

建设速度，让尹建国深受感动。“项目有专门的服务专员解

决企业困难。如我们前期报建过程中，服务专员全程跟踪，

帮助企业与规划、国土、环保等职能部门积极对接，项目进

展畅通顺利。”尹建国说。

去年 9 月，株洲好媳妇家居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目

前，年产值 4亿元。

在一楼注塑车间，几十台机器人整齐排列。自动上料、

成形、出料，整个产线已完成智能化改造。

改 造 还 未 停 止 ，AGV 智 能 物 料 系 统 和 中 央 集 成

供 料 平 台 建 成 后 ，该 车 间 将 变 成 无 人 、无 灯 节 能 环 保

车 间 。

该制造基地生产部长王清华介绍，本次改造共投资

2000 万元，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一。

如今，该制造基地产能达 8 亿元，全部改造完成后，产

能还可提高一倍。

回乡后，幸福变得唾手可得

项目稳产后，尹建国考虑最多的事情是，怎样将回乡

的效应发挥到最大。

“一个是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一个是珠三角高效的

生产、管理模式。”尹建国介绍，目前，部分产品已在湘潭、

邵东等地就近找到了供应商，但如果原本供应链能够同步

转移，企业生产成本还能降低 5%。

“好媳妇”第二期投资项目——株洲科辰智能制造产

业园，就是为“好媳妇”规划的全产业链园区。

越来越多链上企业聚集，受益的不仅仅是“好媳妇”。尹

建国表示，沿海地区注重比服务、比价格、比品质的竞争规

则，势必倒逼本土中小配套企业将精力用在产品升级上，推

动链上大企业降本增效，在整个制造业中形成鲶鱼效应。

从事业上看，目睹一个个企业回归撬动株洲发展的潜

力，尹建国回乡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从亲情上看，产业回迁，也给了尹建国陪伴父母与回

味乡愁的机会。“以往常住广州，每年回乡只有一两次。但

去年我就回去了 20 多次，每次往返广州和株洲，就顺路回

去吃个饭。”尹建国老家在茶陵虎踞镇，离高速路口不到 3

公里，跟年逾七旬的母亲一起择菜，做爱吃的豆腐焖肉、血

鸭等家常菜，让他备感温馨。

“父母心安，我也心稳。”尹建国说，家门口创业，让幸

福变得唾手可得。

“好媳妇”回乡更娇艳
——湘商回归项目系列报道之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李欣汝

从 8 小 时 到 1.5 小

时 ，家 的 距 离 近 了 ，父

母亲情安稳而温馨。

从 4 万 平 方 米 到

11 万平方米，厂房扩大

了，发展空间和竞争力

成倍增加。

从 2021 年 到 2023

年，在广州打拼 17 年的

“好媳妇”回迁株洲，旧

设备淘汰，智能产线升

级，“好媳妇”在家乡的

土壤加速成长。

株洲好媳妇家居智能制造基地，全面升级为智能化产线。 记者/成姣兰 摄

株洲资产超市上线迎开门红
20余家企业新资产意向“上架”，上百名客户“看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丁明） “唤

醒”沉睡的资产资源，变为宝贵的资金资本。湖南首家资产

超市——株洲资产超市上线即高开高走，一周内已有 15 家

国有企业、13 家市场主体企业入驻平台，20 余家意向企业

主动咨询入驻，100多名客户咨询意向资产。

为贯彻落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求，盘活各类存

量资产资源，变“闲”为宝，让沉睡资产“活”起来，今年 6 月

初，由株洲市国投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株洲市国投恒通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恒通公司）开发

的全省首家资产超市——株洲资产超市上线试运行，主营

盘活厂房、土地、商铺、住宅、写字楼、股权等各类资产。

“超市一上线，就接到一百多个电话，有企业主动想把

名下闲置资产入驻的，更有看中超市资产前来咨询的，比

如原株洲玻璃厂医院大楼、原电焊厂办公楼等资产，就有

人抛来了橄榄枝。”株洲国投恒通公司负责人表示。

株洲资产超市的上线正值“风口”。经过多年投资建

设，株洲乃至全省其他市州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重

点领域形成了一批价值不菲的存量资产，而盘活这些存

量的资产、资源、资金，成为推动城市更新的另一种途径。

据统计，自我市开展资产资源专项行动以来，按照“全领

域、全口径、全覆盖”要求，分级分类组织实施，基本摸清

各类闲置国有资产资源底数。截至去年 12 月份，通过盘活

资产、运作资源等方式，盘活价值总量已超 200 亿元。

目前，“资产超市”已实现“智慧株洲·诸事达 App”、微

信小程序和 PC 端三端通达，资产预览、资产地图、企业站

等主要功能已上线并测试完毕，同步在株洲日报发布专

栏，利用“资产株洲”抖音、视频号进行宣传推介，有意向的

投资者可从以上任一途径登录“株洲资产超市”。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6 月 15 日，株洲市石峰区响田西路旁，随着原株洲玻璃

厂职工医院大楼被围上绿色围挡，工人们正忙着给大楼

“换新装”，这处闲置 8年的建筑终于迎来涅槃重生。

株洲玻璃厂是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

行施工、自行安装的大型建筑玻璃生产骨干企业，曾经是

全国玻璃品种最全、南方最大的综合性玻璃生产基地，在

全国玻璃行业产量名列第三，享有“江南明珠”的美誉。1983

年，株洲光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2005 年，光明玻璃破

产改制，被旗滨集团收购。

巅峰时期，该厂拥有 6000 多名职工，三个生活区，还有

属于自己的医院、学校、俱乐部、公安处、厂报、电视台，是

一个经济效益好的大型国企，这里创造过的辉煌纪录，成

为株洲工业史上灿烂一笔。

旗滨玻璃搬迁到醴陵后，原株洲玻璃厂的医院大楼就

此闲置。

原株洲玻璃厂医院大楼位置毗邻石峰公园，空气清新

怡人，环境清幽静雅，交通位置便利，通过工作人员的资产

推介后，株洲市智成养老院负责人抛来了橄榄枝。

“我们实地考察了很多地方，原株洲玻璃厂医院里面的

布局还是比较合理的，周围还有一家医院，能够跟他们共享

医疗资源，很适合做医养中心。”智成养老院负责人表示。

“旧巢”迎“新凤”，双方一拍即合并成功签订租赁合

同。目前，智成养老院已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不久后，这里

就将迎来蝶变新生。

相关 新闻 株洲玻璃厂医院：“旧巢”迎“新凤” 原厂矿医院大楼变身智成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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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国有投资考场驾考车
首次批量“油改电”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徐滔 通讯员/吴珊） 6 月 14

日下午，株洲市驾考中心内举行“三方签约仪式”，18 台新

能源电动汽车投入市驾考中心考场使用，拉开了我市驾考、

驾培车“油改电”节能绿色序幕。

我市现有的 3000 余台驾考、驾培车基本为燃油车，燃

油费平均约为 3.1 万元/台/年。改为电动汽车后，电费约为

9000 元/台/年。

基于节能、绿色、经济，传统的燃油驾考、驾培车将逐步

减少，电力为主的新能源车将占据我市驾考、驾培车总量的

80%。

因成本的急剧下降，后期驾考学员的相关培训费用有

望随之降低。

除了运营成本下降外，驾考车批量“油改电”还将带来

另一大利好：传统的燃油驾考、驾培车排碳量约为 8300 千

克/辆/年，改为电动新能源车后，排碳量为 0。

本次 18台电动驾考车总售价 216万元。

本次三方合作模式也值得推介，一举解决了新能源车

推广的所有问题：湖南国源新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

设、运营充电站，国网株洲渌口区供电公司提供电力保障，

株洲市行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供充电站建设场地和新能

源电动汽车。

市驾考中心充电站将于 7 月份建成。建成后对外开放，

能同时为 46 台电动汽车充电，为渌口区电动汽车销售提升

奠定了坚实配套基础。

充电站建成后，T7 路车也将延伸至此充电，将极大方

便沿途居民出行。

2022年株洲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

年均工资94636元
你达标了吗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芳 通讯员/丁剑锋） 你

的工资达到年平均水平了吗？6 月 15 日，市统计局发布数据

显示，2022 年株洲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94636 元，较 2021 年（89431 元）增加 5205 元，相当于每月增

加约 433.8 元，名义增长 5.8%（名义增长指没有去除掉价格

变化得出的）。

城镇地区非私营法人单位和统计上认定的视同法人单

位的产业活动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

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等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公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不等于到手工资。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它反映的是税

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个

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

及房费、水电费等，因此平均工资比到手工资要高。

向团员青年
赠送优惠观影券近3万张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平 通讯员/陈紫萱） 6 月

15 日，记者从共青团株洲市委获悉，2023 年株洲好青年·青

春观影季活动将于 6 月 18 日结束。活动自 5 月 7 日开展以

来，已面向全市团员青年发放优惠观影券近 3万张。

此次青春观影季活动由株洲团市委联合株洲千金文化

广场有限公司开展，为全市团员青年准备了 3 万张优惠观

影券和 4 场免费观影专场活动。免费观影专场结合了联谊

交友等活动开展，每场组织了近 300名青年参加。

株洲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青春观影季活动丰富了

我市青年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

株洲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有需要优惠观影券的青年，仍可

前往株洲团市委 1713 办公室领取。

石塘肉粽香 妇女就业忙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袁婉蓉 王萌）

“端午节临近，粽子的需求量增加，每日订单不断。”6 月 13

日，天元区群丰镇石塘社区粽子生产区，一股浓浓的粽香扑

鼻而来，洗粽叶、包粽子、拴绳子……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石塘肉粽是群丰镇当地特色美食，糯而不腻，色、香、味

俱佳。“这几天的订单就有 1 万多只，下单的客户，不仅有株

洲本地的企业，还有来自北京等地的散户。”石塘社区党支

部书记袁克介绍。

“包一个粽子仅需 15 秒，一天能包 200 多个粽子。”石塘

社区村民龙清秀，是包粽子的好手。她动作麻利，一边说话，

一边包粽子，速度不减分毫。“我在家门口做事，能挣不少

钱，还方便照顾孙子。社区的粽子产业已成为我们的特色产

业、致富产业。”

石塘粽子，有肉粽、素粽，还有蛋黄粽等，食材地道，粽

叶、五花肉和咸鸭蛋黄等食材，都是“土生土长”的，由当地

农妇纯手工制作而成。

“社区有很多妇女同志，在家里面没什么事做，粽子可以

带动她们的就业。因为粽子都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对劳动力

的需求特别大。”袁克介绍，小粽子，让村民走出一条致富路。

为整合资源，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石塘社区通过“村集

体经济+公司”入股的方式成立合作社，依托“绿心石塘，亲

亲家园”党建品牌，打造“利姐香粽”这一产品项目，今年产

值预计达到 30 万元。后续，该社区将推出一系列绿色产品，

如温姐土鸡蛋、稳哥绿壳鸡蛋、万姐咸鸭蛋、荷香园白莲等，

带动附近老百姓一起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群丰镇石塘社区粽子飘香。 记者/杨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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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深入开展应急科普“五个一”宣传活

动。此外，株洲还将举办“一把手谈安全”节目，届时将由市安

委会、应急、教育、住建、交通、消防、公安交警等部门和重点企

业主要负责人为市民讲解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

人心。

二是突出安全检查，消除问题隐患。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行动，推动企业主要负责人“五带头”，即带头组织

本企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带头落实全员安全生产

岗位责任、带头对动火等危险作业开展排查整治、带头对外包

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排查整治、带头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法定职责。

三是突出主题活动，增强工作成效。组织开展“五大活

动”，包括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开展“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参加全省“最美应急人”评选活动，举行安全警示教

育活动，组织“敲门行动”“应急志愿”“送法上企”“优秀安全

课”“安全知识抢答赛”等特色亮点专题活动，营造安全生产月

浓厚氛围。

3.每个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请问作为市民
如何提高安全意识？

陈恢清：安全生产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联结着每个

家庭的平安与幸福。对有行为能力的个人来说，安全生产最重要

最直接的责任人是自己。广大市民要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安

全知识，提升安全防范能力。一是要知风险。风险无处不在，不知

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比如，居家可能面临不规范用电用火导致的

火灾，可能发生燃气泄漏后引发的爆炸、一氧化碳中毒，一点火

星、一根烟头可能引发山林大火，外出面临道路交通事故、溺水、

人员密集场所踩踏等风险，水性再好的人在深水激流区游泳也

可能出意外，还有地震、台风、雷雨、高温、冰雪等自然灾害，都需

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惧。二是要会防范。最好的挽救就是防范。

比如，出门前“三关要过”——关电（电热器、电热毯、电视、电脑、

充电器）、关火（关闭燃气灶和管道阀门）、关水，避免大风、暴雨

等恶劣天气临近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等，这些举措可以有效

保障安全。三是要能应对。自防自救是应对风险的法宝。比如，发

生火灾时掌握正确的黄金逃生方法，会正确使用灭火器对火灾

进行初期处置，燃气泄漏后懂得关气、通风、禁开电器，掌握溺

水、心肺复苏等现场急救知识，掌握这些技能关键时候能够救

命。四是要有准备。安全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在平时要多

参加应急体验和培训，学习应急技能、提升应急能力，家庭尽可

能配置应急包、灭火器以及必备的药品等应急物资，要特别照看

好小孩、老人与病残人员。大家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安全就能得

到强有力保障。

便一头扎进了园区企业亟须解决的各种

问题中。帮助球队获胜，他只需正常发挥，但服务好企业，定要

超常发挥。

塑造制造名城品牌

“厂”，是昨日的荣光，“厂”，也是今天的骄傲。

从“厂里”研发出的直线电机和电磁铁，是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的核心动力装备，由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经历了 5年的自主攻关研制；

从“厂里”飞向高空的探空气球，一度成为全网讨论热点，

研发者是全国 2 家探空气球生产企业之一的中国化工株洲橡

胶研究设计院；

……

不论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还是“日行八万

里”“武装到牙齿”，抑或是“千年窑火红”“株衣天下服”……

“理工男”株洲的务实、硬朗、刚强在“厂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李强总理离京首战抵株调研考察，到后续全国各省、城

市接踵而至的调研，因工业而盛的株洲，在加速打造先进制造

业的道路上一马当先，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焦点。

去年 11 月，工信部公布 45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

其中，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集群、中小航空发动机集群携手晋级

“国家队”，占据全省“半壁江山”。

“生长”于这些产业链上的“株厂”，有不少是国内的“尖子生”。

去年 8 月，在工信部公布的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名单中，株洲有 21 家企业晋级，全市累计入选企业数量达 58

家，位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按照每 1000 亿元 GDP 对应

的重点“小巨人”数量计算，株洲的单位密度居全国第一。

同时，一些“株厂”还要代表中国冲击世界一流。

今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和专

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株硬集

团、株洲中车时代电气榜上有名；还有一家上榜企业中车制动

系统有限公司，去年 2月在株洲设立了分公司。

从政企早餐会，到高新区企业大会，“厂”成就了株洲，株

洲也一直把“厂”当成“掌中宝”。

如果说株洲的政企早餐会，吃出的是烟火气，聊出的是发

展味；那么激情澎湃的“厂 BA”，拼出的是制造名城的实力，打

出的是幸福株洲的魅力。

随着比赛的进行，衡阳、湘潭的游客慕名而来；新华社、中

新社、工人日报、央广网、湖南日报、湖南卫视等央媒、省媒纷

纷为“厂 BA”打 Call；全网流量逼近 4000 万，“#厂 BA”跻身抖

音热榜 TOP51！

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实力大于名气的株洲，有望借助

“厂 BA”走向流量的顶峰。

凝聚市民对城市的热爱

“厂 BA”唤醒的，不只是工匠精神，还有市民对这座城市

的认同和热爱。

株洲人对“厂”有着独特的感情。在计划经济时代，株洲就

是由各个“厂”构成的，每个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出生在厂里的

医院，上学时，厂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应有尽有，工作在

厂里，住在厂建的宿舍，一些大厂甚至还有殡仪馆。简而言之，

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是在“厂”里。

同时，每个“厂”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篮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电影院、滑冰、书法等应有尽有，每个周末都有活

动或比赛。在很多 70后、80后的记忆中，厂矿的小孩运动能力都

非常强，厂矿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体育运动人才，如羽毛球世

界冠军郑波、羽毛球省队教练张稳，就是从三三一厂走出来的。

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革，株洲厂矿的社会职能逐渐被剥

离，“厂”只有生产功能，由此株洲的厂矿文化慢慢消失。

“厂 BA”的举办，就是要给市民一个“粉红色的回忆”。

在“厂 BA”举办地体育中心，株洲工业印记和城市印记展既

留住老株洲的灵魂，又洋溢出年轻的城市味、幸福的株洲味，让

前来看球市民流连忘返；与球场一墙之隔，占地 3000 平方米、

100多个摊位的神农烟火巷，成为株洲最热闹的美食聚集地；灯

光、人海、音乐、舞蹈、啤酒，“篮球嘉年华”把“体育+娱乐”带进

人民群众的生活，把“篮球+音乐”的激情推向整个城市。

作为“厂 BA”的举办方，湖南天易集团总经理文钢举坦

言，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想着怎样让株洲市民过一个不一样的

周末。“‘厂 BA’除了挖掘厂矿文化，还要引起市民的共鸣，提

升城市的凝聚力。”文钢举说，“厂 BA 周边”就是让老百姓快乐

起来，一起吃喝玩乐，一起享受生活，激发市民对株洲的热爱。

篮球搭台，文旅唱戏，株洲“厂 BA”在唤醒回忆的基础上，

更是升腾起城市烟火，打造出全新城市文化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