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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日期间，各街道、社区

等单位组织基层群众开展各种活

动，活跃节日文化生活，促进邻里

友好和睦。

天元区群丰镇，16个社区开展精

彩纷呈的端午节活动。响塘社区的包

粽子活动现场热闹又欢乐，居民朋友

忙得不亦乐乎。捋粽叶、填糯米、封

口、扎捆……很快，三角形、长条形

等形状各异的粽子堆满了桌面。

“我们包的不是粽子，而是快

乐！”一名参与活动的群众说。整个

活动现场欢声笑语，大家一边话家

常，一边包粽子，其乐融融。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还设置游戏环节，宣

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

防溺水、禁毒等各类安全知识，提

升了居民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

荷塘区宋家桥街道四三〇社区在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开展了“幸福邻

里节 粽香飘小区”活动。在一位位

技术娴熟的“裹粽能手”的帮助下，

大家尽情享受着亲手包粽子的过程，

用一盘盘饱满的粽子展示了传统端午

佳节的风采。随后，荷塘区残联、宋

家桥街道、四三〇社区工作人员带上

包好的“爱心粽”及其他爱心物资，

走访辖区部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为

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石峰区铜塘湾街道清水塘社区

联合天使之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在辖区睦邻吧开展“‘粽’享一

夏，欢聚一堂——我们的节日·端

午节”活动。网格员带着准备好的

粽叶、大米、红豆、花生来到睦邻

吧，周边的居民也提前抵达争当志

愿者，有的拉横幅、抬桌子，有的

淘米、洗粽叶……现场好不热闹。

“ 粽 子 还 是 自 己 包 的 吃 着 有

味。”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现场

教着一旁的青年居民包粽子。年轻

人满头大汗，第一次上手包的粽子

虽有些“其貌不扬”，但也包进了

自己的心意。

“活动开展得蛮好。”居民张阿

姨说，这不仅教给年轻人传统手

艺，还能传递浓浓的邻里情。

天元区群丰镇 16个社区开展精彩纷呈的端午节活动。 记者/杨如 摄

欢聚端午节“粽”享邻里情

ZHUZHOU RIBAO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5

第23343期

2023年6月 星期日

癸卯年五月初八 今日4版

日掌上株洲
客户端

25

株洲日报社出版 社长、总编辑/颜青春 社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印刷厂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邮政编码：412007 值班责任人/尹二荣 李 卉 责任编辑/李支国 美术编辑/张 武 校对/马晴春 投诉爆料热线：28829110

最受香港投资者青睐的20个湖南文旅产业项目发布

醴陵窑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上榜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员/宋丹） 日前，

2023年湖南重大文旅产业项目香港招商推介会上传来佳音，

醴陵窑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获评最受香港投资者青睐的 20 个

湖南文旅产业项目之一。

在此次推介会上，全省共推出 363个湖南文旅招商项目，

总投资 3388 亿元，投融资需求 2464 亿元。现场，由香港企业

代表和湖南文旅企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了“港湘招商合作联

盟”，并发布了最受香港投资者青睐的 20 个湖南文旅产业项

目，醴陵窑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上榜。

醴陵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目前保留规

模最大、遗址分布最集中的古瓷窑遗址群，总分布面积达 129

平方公里，核心区位于沩山镇沩山村，现存各类窑址 84座，与

窑址相关的瓷泥矿井、瓷器运输古道、生活设施、古塔、庙宇

等文物遗存 110 处，是醴陵瓷业的发源地、釉下五彩瓷的创

烧地。

目前，醴陵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顺利进行中，前期建成

项目已对外开放。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醴陵窑发

展历史、制瓷工艺以及文化内涵的考古研究。

炎陵县打通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

“酃峰夜话”屋场会上听民声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邱新平 张和生

柔和的月光透过繁密的枝叶，

洒在炎陵县垄溪乡木垅屋场大樟树

下。几张凳子、几杯热茶，村民们

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许太相等人围坐成一圈，就如何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乡村旅游

产 业 等 ， 你 一 言 、 我 一 语 ， 畅 所

欲言。

这 是 日 前 的 一 个 晚 上 ， 该 县

“酃峰夜话”屋场会的一个场景。

在炎陵县农村，村民们都有吃

过晚饭聚在一起拉家常的习惯，被

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屋场会。2020

年以来，该县创新“酃峰夜话”屋

场会形式，将其作为党员干部密切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

用几条板凳，把群众聚拢在一起，

以拉家常的方式，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了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效

便 捷 架 起 了 党 组 织 与 群 众 沟 通 的

“ 桥 梁 ”， 打 通 了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的

“最后一公里”。

从此，该县经常组织各级领导

分 头 下 沉 城 乡 基 层 ， 踏 着 田 埂 小

径，白天走访群众，晚上打着手电

筒，走村串户，在村头、树下或塘

边，跟村民们聊天，讲政策、听建

议、话家常。

该县规定，对群众在屋场会上

反映的问题，要立行立改，不能及

时解决的要建立“民情台账”，筛选

分类，尽快交办，将其转化为“履

职清单”，专人跟进落实，实行“问

题不解决不销号、群众不满意不销

号、矛盾不化解不销号”。

这种屋场会，形式多样、内容

丰 富 ， 可 一 事 一 议 ， 也 可 集 中 商

讨。这种形式拉近了干群距离，也

让 决 策 者 们 更 能 听 到 实 话 、 知 道

实情。

去年 4月，县交警大队政委雷鸣

一行在垄溪乡坂溪村召开屋场会，

涂 袁 日 、 罗 怀 远 等 村 民 提 出 注 销

难、办证难等问题，雷鸣当即表示

将 改 进 措 施 。 不 久 ， 该 县 便 组 织

“流动车管所”下乡开展便民服务，

在一些地方设立“临时窗口”，为群

众办理审验、注销等相关业务。

去年 6 月至 7 月，在沔渡、鹿原

等一些乡镇召开的屋场会上，一些村

民提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既要考

虑当前，科学布局教育、医疗、养老

等公共服务，又要顾及长远，统筹考

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该县很快将

其吸纳到政策层面，出台进一步加大

农业产业扶持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

等政策措施。

炎陵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全县共召开“酃峰

夜话”屋场会 200多场，现场交办解

决问题 500余个。

株洲“双椒”如何成为佼佼者
——株洲土特产振兴系列报道之二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夏季雨水丰沛，辣椒逐渐成熟。

在以辣著称的湖湘，株洲不乏

“傲椒”的本钱。湖南有 13个国家地

理 标 志 辣 椒 产 品 ， 数 量 居 全 国 第

一，而我市以醴陵玻璃椒、王十万

黄辣椒占据其中 2席。

近年来，株洲“双椒”的发展来

势看好，但相比樟树港辣椒等“网

红”，总还差个“出圈”的契机。脱

颖而出成为辣椒中的佼佼者，急需突

破临门一脚。

株洲“双椒”
各有“椒”傲之处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

株洲“双椒”的火辣：一样的雨水

滋润，红了醴陵玻璃椒，黄了渌口

的王十万黄辣椒。

醴陵玻璃椒与王十万黄辣椒的

主产地，分别位于醴陵市明月镇和

渌口区龙船镇。近年来，两地都立

足辣椒的“土”和“特”，着力在

“产”字上做文章。

《醴陵县志》 记载，醴陵玻璃椒

是当地在清末引进的牛角椒品种上

选育而成，已有百余年历史。上世

纪 70 年代，醴陵被认定为湖南省玻

璃椒出口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和

欧美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十万黄辣椒的主产地，位于

渌 口 西 南 的 湘 江 边 ， 这 里 光 照 充

足，雨量充沛，全年无霜期在 286天

以上。同时，河口泥沙淤积形成的

特殊砂质土壤“青夹泥”富含多种

微量元素，孕育了黄辣椒的独特味

道。曾经，周边市州乃至广州深圳

等地，都有商贩慕名前来收辣椒。

基于既有优势，当地党委政府

近年来都在积极引导，做大辣椒产

业，以“产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摘下“国标”是第一步。2018年

3月，醴陵玻璃椒被农业部评为“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王十万黄

辣椒则于2020年得到“盖章”认证。

数据显示，目前明月镇年种植

玻璃椒近 5000 亩，年生产能力达 0.3

万吨，年产值 1.2亿元，近 5000名从

业 人 员 从 中 受 益 增 收 。 而 在 龙 船

镇，辣椒种植面积在 5000 亩左右，

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2亿元，带动全镇

各村 3000余户农民就业。

发展辣椒产业，两地有相似举

措，比如联合村庄扩大种植规模、形

成标准化种植，同时借力“产学研”

合作提升品质与延长产业链等。这些

举措也助推产业迎来新气象。

去年，醴陵玻璃椒干辣椒在深

圳高端生鲜超市 Ole'超市上架，价格

卖到 99元/盒。这是其近年来第一次

走向省外。

而在今年4月，湖南农业大学-株

洲市渌口区乡村振兴合作共建暨邹学

校院士团队株洲市渌口区工作室，落

户龙船镇河包村。成功牵手“辣椒院

士”，进一步拓宽了王十万黄辣椒产业

发展的想象空间。

“抱团作战”
还要舞好产业“龙头”

变 “ 单 打 独 斗 ” 为 “ 抱 团 作

战”，这是近年来醴陵玻璃椒和王十

万黄辣椒产业发展的可喜趋势，而

且“双椒”也有各自的经验做法。

比如醴陵玻璃椒，明月镇将玻

璃椒主产区的 6个村 （社区） 党组织

联合起来，成立“联村党委”，推动

玻璃椒产业发展。渌口龙船镇则在

河包村等地打造了 4个标准化种植示

范基地，并成立王十万黄辣椒产业

协会，整合多方资源力量抱团发展。

这些做法都改变了过去散户种

植、品质良莠不一等面貌，初步形

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联

农机制，促进了品质标准、价格、

收购及品牌的统一管理。

但纵观株洲“双椒”发展现状，

“龙头”的引领作用仍有待加强。

在明月镇，醴陵玻璃椒产业龙

头企业——岩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近两年才建成 1700 平方米左

右的加工、仓储、营运中心。而王

十万黄辣椒，今年 1月才公布授权首

批企业使用“株洲王十万黄辣椒”

商标，目前仅有 3家。

“产业做龙身，企业当龙头。”如何

打造并舞好辣椒产业“龙头”？结合株

洲实际，或有两条发展路径可供借鉴。

一 条 路 径 是 “ 抱 团 作 战 ” 升

级 ， 榜 样 是 浙 江 淳 安 县 的 “ 大 下

姜”联合体党委。

早在 2019 年，当地便联合下姜

村及周边 20 多个村，成立大下姜乡

村振兴联合体党委，并创立大下姜

乡村振兴公司促进共同富裕。这个

联合体党委书记由县领导担任，下

设乡村旅游、农林、培训、文创四

个产业组，分别由县文广旅体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委党校、县委宣

传部等单位相关负责人担任组长，

实施专班专项攻坚。

大下姜乡村振兴公司由各村共同

出资，村民变股民，按照市场化模式

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域内农产品整

合开发、销售渠道建立、资源开发利

用和品牌宣传推介等活动。近年来，

公司先后推出蜂蜜、山茶籽油等优质

农产品，成功打响“大下姜”品牌。

第二条路径是扶持“龙头”企

业，为产业发展营造“气候”。

在樟树港辣椒核心产地，文谊

新村跻身“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

村”。村里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各 1家，省级示范园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 2 家，示范家庭农场 3 家，

有一定规模的辣椒交易市场 2个，辣

椒经纪人 100余人。

火辣“出圈”
要懂得放声“吆喝”

5 月底，头茬樟树港辣椒上市

了，价格依然高得令人咋舌：零售

价可高达 298元一斤。

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辣椒品

质、品牌打造等多方面因素都有，

但 令 记 者 印 象 至 深 的 是 它 “ 打 广

告”的方式。

“辣椒界的劳斯莱斯。”这是别人

对樟树港辣椒的形容，让人一下子就

知道了这个辣椒的档次和品质。还有

一个说法是，“几斤辣椒买一瓶茅

台”。这句广告词同样令人眼前一亮。

陈恢清督导检查燃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压实责任强化监管
确保燃气使用安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6月 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恢清深入

加气站、能源公司、餐饮店，督导检查

燃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吸取宁夏银

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的教训，举一反

三，强化源头管理，加快构建全系统的

标准化安全管理模式，有效预防各类用

气事故的发生。

位于芦淞区的谭家塅加气站，主营

汽车加气业务。陈恢清仔细察看汽车钢

瓶结构、充装要求，了解人员培训、应

急预案等情况，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规范操作流程，通过信息化

手段提升管理效率。

株洲凯士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主

要 从 事 瓶 装 燃 气 经 营 和 钢 瓶 、 灶 具 销

售。陈恢清详细了解作业规程、配送站

点管理、入户安全检查等情况，要求完

善 燃 气 使 用 全 流 程 、 可 追 溯 的 管 控 措

施 ， 实 现 从 源 头 到 末 端 全 过 程 精 细 化

管理。

在石峰区清石广场公交车站周边餐

饮店，陈恢清详细了解瓶装液化气罐配

送、日常使用等情况，叮嘱餐饮经营者

要提高安全意识，注意规范操作，确保

用气安全。

督导中，陈恢清强调，要强化源头

管理，各燃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做好燃气

管线、供气站等设施的日常监管维护，

保障燃气使用安全，提升服务水平。要

构建全系统的标准化安全管理模式，强

化燃气充装、运输、分销、使用等各环

节的监管，不断完善和提升信息化管理

水平。要健全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部

门责任，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现象，营造

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要加大打非治违

力度，严查充装“黑户瓶”、翻新气瓶、

不合格气瓶等情况，防止不合格产品流

入市场。要加大宣传力度，将安全用气

知识普及到户到人，切实提升老百姓安

全意识。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除风

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
讯员/张和生 郭羿菲） 近日，炎陵县红

军标语博物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

名步履蹒跚的 86 岁老人。他一进来，就

将自己珍藏多年的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

家属光荣纪念证》 照片，颤颤巍巍地交

到工作人员手中。

老人名叫黎长松，是该县下村乡坪坑

村村民、革命烈士黎育教的侄孙。证书是

1959年1月31日为褒扬黎育教在革命战争

中作出较大贡献，彰显对革命烈士和烈属

的尊崇，以毛泽东名义签发、颁发给家属

的，是新中国较早一批的光荣证书。

黎育教，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湖南一

师毕业后回乡举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

道理，开展革命斗争，曾先后担任酃县

农民自卫军第二中队长、工农革命军一

营一连党代表、酃县县委组织部长、湘

赣 省 委 巡 视 员 兼 湘 南 特 委 宣 传 部 长 等

职。1932 年 11 月，他在前往湘赣省委汇

报工作途中遇敌，壮烈牺牲。

黎长松老人说，因年代久远，几经

周折，证书的原件已经破损，后来只得

对证书进行拍摄过塑保护。

红军标语博物馆负责人表示，该馆

将认真挖掘证书背后的故事，广泛征集

文物史料，丰富红色文化内涵，让馆藏

文物活起来，让炎陵历史看得见，让革

命精神传承下去。

黎长松老人捐献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照片。 郭羿菲/供图

炎陵八旬老人捐献黎育教家属纪念证

醴陵孙家湾政企合作助力“一盔一带”行动

2600顶头盔和1800套平安雨衣捐赠校园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肖捷 通讯

员/文婧） 近日，醴陵孙家湾镇党委、

政府携手恒达烟花、陶润实业等爱心企

业走进孙家湾中学，开展政企合作献爱

心捐赠安全头盔、雨衣活动，助力“一

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共创文明交通

环境。

当天，孙家湾镇携手爱心企业为孙

家湾中学捐赠安全头盔 430顶、平安雨衣

430 套。捐赠代表叮嘱家长、学生，骑乘

电动车时要全程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倡导学生做好交通安全“宣传员”和家

长的“监督员”，通过“小手拉大手”，

督 促 并 带 动 家 长 自 觉 遵 守 交 通 法 律 法

规，共做交通安全的守护者。

“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安全的环境

下茁壮成长。”陶润实业副总经理余雪良

说。“感谢爱心人士的捐赠，让我的上学

之路多了一份安全保障。我将向爱心人

士学习，把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孙家

湾中学学生叶涵熙说。

近期，孙家湾镇携手 21 家爱心企业

向辖区内 12 所学校、幼儿园捐赠头盔

2600顶、平安雨衣 18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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