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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员/彭三森 邓安琪） 近日，由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株洲市博物

馆、醴陵窑管理所联合组建的醴陵

窑考古工作队在醴陵窑王大德生窑

址发现清代窑炉一座。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进度了解到，

窑炉为依山而建的夯拱阶梯窑，共 6
级，窑炉券顶已基本垮塌。制坯作坊、晒

泥池、废弃瓷片堆积等以窑炉为中心分

布。初步认为该窑为清中期窑址，距今

200余年。

此次考古发掘的古窑址为编号

Y17 号窑址。窑址出土多为碗、碟等

器型，是醴陵地区青花土瓷最常见

的器型，具有明显的清代时期瓷器

的特征。其中一件出土瓷碗的外壁

以青花施以“大德生号”四个汉字，

正好印证了此前考古调查时“王大

德生窑”之名。

醴陵发现一座清代古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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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陈艳 刘晓聪 黄星

攸县的宾馆酒店，一款本土洗涤
产品很是打眼：无患子。

它的原材料，可能就长在攸县某
户农家院落。一棵无患子树，进入盛
果期亩产量上百公斤，按市场价折算
能产生效益 800余元。

于是，房前屋后种无患子树，成
为攸县乡村一道靓丽风景。据攸县乡
村振兴局统计，目前该县发展无患子
种质资源保护园 200 余亩，种植无患
子 1 万余亩，并在全县大力推广无患
子庭院经济种植，发展无患子庭院经
济 500余亩。

一棵无患子，为何在攸县茁壮成
长？又长出了怎样的风景？

小尝试产生大效益

6月 15日，记者走进攸县桃水镇
盘塘村，只见漫山遍野的无患子树长
得葱葱郁郁，树上挂满青果，微风吹
来清香扑鼻。

“放在十年前，这里到处是荒山，
啥也种不活。”湖南仙泉自然生物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仙泉公
司）负责人董华容，对当年的无心之
举倍感欣慰。

2012年，董华容到浙江安吉采购
茶叶，发现当地茶园长着一种“挂满龙
眼”的树木。经过了解，这种被称作“假
龙眼”的无患子树，富含的天然皂苷、
阿魏酸、果酸等成分，用现代科学方法
可生产生物柴油、高档润滑油、洗涤用
品。无患子树根系粗、抗风力强，耐旱
耐寒能力较强，对土壤要求不高，寿命
长，树龄可达 150年到 200年，是优良
的植被恢复树种，既经济又环保。

想到家乡桃水镇盘塘村石漠化
的土地，她返程时购买了一批种苗，
种在房前屋后和周边风化的石山上。
等到来年，这批种子成活率达 99%，
不仅房前屋后变美了，石漠化的山头
也有了生机。

于是，董华容趁热打铁，向村民
免费提供无患子种苗，编发种植资
料，组织技术培训，与乡亲们签订果
实回收协议，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发展无患子规模种植。

短短几年，盘塘村无患子树种植
面积达 5000 余亩，年产值约 200 万
元。无患子种植基地的诞生，不仅带
动了村集体经济,也为村民增收致富
提供了有效途径。

小车间连接大市场

“等到十月份，我们从农户手中
回收无患子，做成洗发水、沐浴露、洗
衣液等洗涤产品。”树越种越多，董华
容开始谋划产品深加工。

2015 年，她在攸县高新区建成
1000 多 平 方 米 现 代 医 药 级 洁 净 车
间，引进两条消毒产品生产线和 1 条
年产能 500 吨的无患子皂苷生产线，
打通无患子种植、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的产业闭环。

“无患子全身是宝，产业前景十
分广阔。”董华容表示，无患子的种子
可以串佛珠，是重要的佛珠品类之
一；种仁含油 40%以上，是生物柴油
的原料；榨完油的果仁渣饼富含蛋
白，是饲料原料；种壳极其坚硬，是制
作高级活性炭的良好原料。

借助专职科研团队，该公司申报
专利 17项，研制出 19款医药产品、20
多种工业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5000
万元，一跃成为农业龙头企业。

攸县也加大了扶企帮企力度，让
公司产品成为全县学校食堂和园区
洗涤单位的主要供应产品，并对农户
开展抖音带货培训，通过采取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畅通产品销路。

“我们注册的‘仙美无患’‘菩晶’
两大商标，获得中国动力谷十大消费
品牌。”董华容介绍，公司与攸县高盛
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展无
患子景观林向果木林的改良技术创
新，计划以万亩无患子生态林为依托，
打造无患子文化产业园，带动现代观
光农业、产学研等第三产业发展。

小庭院长出好风景

产业风生水起，催生了庭院秀美
风光。

近年来，攸县着眼家庭这一“小
单元”，立足资源优势，围绕“宜种则
种、宜养则养、宜加则加、宜商则商”
庭院经济规划，大力推广“基地+农
户”无患子种植模式，实现种植无患
子庭院经济规模化。

盘塘村村民刘文成，在自家房前
种植几棵无患子树，一有时间就对树

苗进行护理。“一年下来，收入有近
4000 元，更重要的是庭院风景让人
羡慕。”他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在盘塘村，82 户村民在自家房
前屋后空坪栖地种植无患子 3 万余
株，其中脱贫户监测户就有 17 户。

“去年共回收无患子 1.2万公斤，户均
收益达 900 元。”盘塘村党总支书记
吴志阳说。

近两年，攸县开始向全县推广无
患子庭院经济种植模式，先后带动石
羊塘、菜花坪等 10 多个镇（街道）600
余户发展无患子庭院经济 500 余亩，
按照每吨收购价 8000 元来计算的
话，预计丰产期每年可为种植户带来
约 400余万元收入。

“攸县无患子基地已成为全省最
具规模的天然洗涤原料供应基地，吸
引多家企业签订原料供应协议。”攸
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以家庭为阵地，以庭院为载体，以房
前屋后栽植无患子树为抓手，广泛开
展植绿补绿行动，把普通的农家小院
变成小花园、小公园，让村民在美丽
庭院里发展“美丽经济”。

一棵无患子激活“方寸之地”
攸县庭院经济长成富民产业

工人正在制作无患子产品。 通讯员 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
员/潘田）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

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根据《湖南省特

色小镇综合评价办法》，对被列入省政府

清单管理的 60 个特色工业小镇、特色农

业小镇、特色文旅小镇 2022 年度建设工

作进行综合评价，醴陵五彩陶瓷小镇在

特色工业小镇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一。

特色小镇旨在着力培育发展特色产

业，加快推动创新创业，充分发挥小平台

大产业、小空间大贡献作用，为县域经

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次评

价根据主导产业、市场主体、投资强度、

质量效益等综合质效指标以及相关减分

项指标进行排名。

醴陵五彩陶瓷小镇于 2019年被评为

首批省级特色产业小镇，以陶瓷产业为核

心，致力产城融合发展，规划面积 3.52平

方公里，规划了陶瓷展示交易、旅游休闲、

创新创业、现代物流等多个功能片区，现

有陶瓷及配套规模以上企业107家。

近年来，醴陵经开区坚持产业建镇，

从产业集聚、品牌打造、产城融合等方面

努力，做精做强陶瓷特色产业，完善基础

配套。2020年该小镇入选全国 20个精品

特色小镇，为全省唯一，获国家发改委典

型推介。2022年实现特色产业产值 201.9
亿元、同比增长 16.5%。

全省60个特色小镇“PK”

醴陵五彩陶瓷小镇居“工业”榜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
讯员/张仪） 6月 15 日，渌口区首批 2个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室——侯建中工作

室、刘日红工作室挂牌成立。

侯建中工作室设置在株洲时代华先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成员6人，由该公司

装备安全部部长侯建中任工作室负责人

兼牵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芳纶材料的

先进制造技术，致力于提高芳纶材料制造

的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减排以及安全水

平，实现高端芳纶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刘日红工作室位于渌口区中医医

院，总成员 8人，由该院内二科科主任刘

日红任工作室负责人，工作室汇聚该院

糖尿病、心血管、中医、消化、针灸等专科

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重点围绕临床

科研、青年人才培养、中医传承、专科建

设等工作，实现行业发展和统战工作共

建、共融、共促、共赢。

据悉，工作室将依托和发挥各行业

领域现有的平台载体和资源优势，采取

“行业职能+统战职能”的工作模式，发

挥“思想引领、建言献策、合力攻关、服务

社会、培养人才、联谊交友”六大功能作

用，为建设“青春渌口，创业新城”贡献党

外人士的智慧和力量。

渌口区首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室成立

近日，醴陵市东岸小学 800 多名师

生来到东富镇东富村，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

同学们先参观东富寺，了解毛泽东

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故事，后

来到村幸福屋场留守儿童之家，赠送礼

物。此外，同学们还参与垃圾分类互动游

戏等活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员/阳慧 李政明 摄

小学生赴东富村研学

项目建设，拆迁先行。今年，我市开展“项目攻坚年”活动，各县市区正全力以赴，争先恐后，掀起了项目建设的新高潮。为了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本报联合各县市区征拆部门，推出“奋进征拆·县市行”系列专栏，聚焦县域征拆一线催人奋进的场景，挖掘征拆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事迹，敬请关注。【编者按】

道是“无情”却有情
——炎陵县征地拆迁工作实录

①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黄建云 李志忠

孟夏时节，炎陵大地愈发生机勃勃。炎
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扒渣车等车
辆紧张施工；远山蓝建设项目现场，机声隆
隆，泥土车往来穿梭……多个项目建设现场
热火朝天。

项目建设的背后，绕不开一个话题——
征地拆迁。

征地拆迁事关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
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是一项十分重要且棘手的工作，被誉为“天
下第一难事”。

近年来，炎陵县把征拆工作当作抓项目、
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头等大事，因地制宜，
积极实践，大胆创新，变拆迁安置难点为关注
民生、赢得民心的最大亮点，走出一条和谐拆
迁、多方共赢的拆迁安置新路子。10年来，该县
征地拆迁工作，未发生过一起群体性事件，
炎陵征拆人被誉为“项目建设开路先锋”。

夏日炎炎，位于中村瑶族乡康乐村的
炎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
员正下到水库导流排水洞紧张施工，挖掘
机轰鸣作业，运输车往来穿梭。排水洞施
工现场不远处的进场道路施工现场，10多
名施工人员正手持砍刀，进行砍青作业。

“工程进展比预期的快，得益于大家
上下一心，得益于拆迁工作人员的不懈努
力。”该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是罗霄山片区首个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总投资 82.3 亿元，装机规模
120 万千瓦。工程建成后，将承担我省电
力系统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相、紧急
事故备用等任务，为我市乃至全省高质量
发展，提供电力支撑。

因项目建设需要，需移民 26 户 101
人，其中开工仪式现场涉及 12 户村民的
16 亩土地，黄桃果园 4 个，黄桃树 741 棵。

炎陵县委书记尹朝晖带头到当地组织召
开乡村屋场会，宣传项目意义，乡镇和有
关部门合力做好群众工作，两天就全部签
订用地补偿协议。仅用一年时间便完成项
目核准，并于去年 9 月 21 日顺利开工，跑
出抽水蓄能项目建设的“炎陵速度”。

该项目征拆工作涉及中村瑶族乡、下
村乡 3 个村民小组，4153.68 亩山林土地。
按照要求，该工程所有征地移民安置工
作，要今年底全面完成并交地。

今年 2月 20日，该县启动征地移民安
置工作。这次征拆涉及面广、牵扯事项多。
该县罗萍江抽水蓄能抽水电站协调推进
指挥部牵头，带领县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
心和所涉两乡工作人员组成的征拆工作
小组，50 多名征拆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掀
起征拆热潮。

经过征拆工作人员日夜奋战，眼下，

18.6公里配套进场道路建设，涉及中村瑶
族乡鑫山村、平乐村、康乐村共 17 个村民
小组征拆，征收土地 403 亩，拆迁各类房
屋 12 座。目前已基本完成。中村瑶族乡康
乐村李家组 1900 多亩土地已签订征收补
偿协议、下村乡清溪村和清溪村川坳组
1700多亩山林土地征收进展顺利。

衡炎天然气管道、县城长江路提质改
造等工程征拆中，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经常主动听取征地拆迁工作汇报，深入征
地拆迁一线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分析
重点难点，为征拆工作出点子、想办法、强
措施。

随着征地拆迁工作深入，各种矛盾凸
显。该县建立征地拆迁一线考核领导干部
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征拆周例会制度，
倒排时间，奖罚分明。确保了这些项目全
部提前完成征拆任务，确保了工程施工。

上下齐心，破解“天下第一难”

炙热太阳下，炎陵县征地拆迁工
作人员头戴草帽，奔走在山间小道，
挨家挨户做拆迁户思想工作……这
是记者日前在衡炎天然气管道项目
征拆现场看到的情景。

吃得苦、霸得蛮，是湖湘人独特
的精神气质。炎陵拆迁人，把这种精
神用在工作上。

文旅康养、园区建设、城区提质
改造……近年来，随着炎陵城镇化、
工农业产业发展加速，征拆工作量
越来越大。

征地拆迁是一项政策性强、矛盾
交织的工作，也是一项关系民生福祉
的工作。征拆工作人员首先深入调研
摸实情，全面了解掌握各村组风土人

情、农户心理动态、利益诉求，根据项
目具体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操作
性、前瞻性的征拆方案。其次，依靠和
发挥基层骨干带头作用。根据各村组
特点，分别采取安置先行、先易后难、
搁置争议等办法，各个击破。

讲究策略，还得有一股子拼劲。
该县征地拆迁干部发扬“五加二、白
加黑”精神，不畏严寒酷暑，始终奋
战在征拆一线。

2 月，炎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征
地拆迁启动以来，征拆工作人员的
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基本上没有
工作日与休息日、白天与黑夜、晴天
与雨天的概念，几乎每天连轴转，平
时就住在山上的旧土坯房里。

中村瑶族乡政府征拆工作人员
沈玉明，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但他
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每天骑摩托车
深入群众家中，被称为“老黄牛”。有一
次，他骑摩托车上门做征拆户思想工
作，行驶至康乐村路段一个急弯处，不
慎摔到两米多深的路坎下，裤子撕破，
腿上出了血。他挣扎着爬起来，强忍痛
疼，一跛一跛，坚持走访拆迁户。

风里来雨里去，征拆工作人员把
工作做到拆迁户心坎上，拉近了彼此
的感情，取得拆迁户的支持与配合。项
目征拆任务确定后，县乡村组工作人
员组成工作组，进村入户，一个月签订
山林田地征收补偿协议 55个，确保项
目顺利进行。”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舍昼夜，鏖战一线攻城拔寨

“打破人心的壁垒，关键还是用
心。”这是炎陵拆迁人的工作诀窍。
征拆中，征迁工作人员保持信息公
开透明。他们坚信，心里时刻装着百
姓，把自己当作征迁户，用心、用情、
用法去做群众思想工作，没有破解
不了的难题。

炎 陵 远 山 蓝 旅 游 项 目 占 地 约
2600 亩，计划投资 6 亿元，主要发展
森林康养、运动休闲、原创文化及旅
游地产业等。

该项目征拆工作是 3月启动的，
涉及青石岗林场、沔渡镇、策源乡 2个
村 4 个村民小组，征收 106 亩山林土
地。在山上，共有 3栋房屋需要拆迁，
但由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在山上，开始
并不愿意。征拆工作人员上门做思想
工作，遭遇“躲猫猫”。在项目指挥部的
统一部署下，县征地拆迁中心主任唐
鹏带领工作人员，晚上登门做思想工
作，宣传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

次不行两次，十次不行二十次。
为帮助这些拆迁户选好址，征

拆队员他们头顶烈日，翻山越岭，摸
出几个备选地址。见拆迁户不满意，
他们又重新选址，直到选好 6 个地
址，拆迁户满意为止。见拆迁户担心
今后的生产生活，征拆队员又在山
下协调好一些土地，让他们种菜、种
果树等，增加家庭收入。不久前，这 3
个拆迁户签订了拆迁协议。

炎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省
“十四五”重点实施的 13个抽水蓄能
项目之一，征拆面广、情况复杂。征
拆工作人员在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基
础上，时刻站在拆迁户角度着想，在
政策法律范围内力争利益最大化。
同时，他们不厌其烦地为群众排忧
解难、答疑解惑，尽可能满足拆迁群
众愿望，解开拆迁户心结。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征拆
工作人员多番努力，得到了拆迁户

们的理解。
炎陵路东段延伸段、桃源路等炎

陵县城的主次干道，由于历史原因，一
些遗留问题未处理，征拆工作艰难，仍
有 4栋房屋未拆迁到位，影响了工程
建设，成为炎陵县城的“断头路”，打通
这些“断头路”，将全面缓解县城井冈
路、洣泉路等城区主干道交通压力，方
便居民出行。为尽快完成征拆任务，征
拆工作人员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几轮谈
判，事先预案、分析，政策原则与温情
关怀同步释放。就这样，他们仅用 15
天，就圆满完成 4户签约倒房目标任
务，确保项目建设按期开工。

去年来，该县共完成土地征收
2615 亩，征收拆迁房屋各类房屋 21
栋，为全县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
用地保障。

伴 随 着 征 拆 数 据 的 一 次 次 更
新，炎陵呈现出一幅幅更加绚丽的
发展图景。

破除“心墙”，真情实感换民心
征拆人员上门做拆迁户思想工作。 黄建云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