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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
张仪） 近日，渌口区渌口镇张公岭村村委会，
村民文某主动上交了制作烟花爆竹的木签、包
装纸等材料，并表示“终于安心了”。

为防止烟花爆竹安全事故的发生，渌口
区紧盯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时段、重点
人员，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

动，对非法生产、销售烟花爆竹的窝点严厉
打击、坚决取缔。应急部门、各镇村干部对城
乡结合部、农村废旧房屋、各类养殖场、退出
的 各 类 生 产 企 业 等 重 点 区 域 进 行 排 查 ，同
时，对辖区内的烟花爆竹经营点、红白喜事
经营门店等场所，就证照、进货渠道等情况
开展专项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除了强化“联合打、网格管、重点盯、源头
追”的工作机制，该区重点在“群众防”上下功
夫，开通了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热线，并通过微
信群、“村村响”等渠道，广泛宣传举报有奖信
息和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的危害性，
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维护公众安全，对查
实的按规定落实举报奖励政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李
妮） 连日来，醴陵市王仙镇镇村联动，深入辖
区废弃房屋、养殖场等重点场所开展烟花爆竹
非法生产排查，在重点区域周边进行政策宣
传，并查获一处非法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窝
点，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这是醴陵市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清剿”行
动的一个缩影。7 月以来，该市各镇街、相关职
能部门迅速行动、全面铺开，地毯式排查、重点
排查、精准排查并重，依法打击非法生产、存
储、运输、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

严查
——拉网式清查，做到一户不漏

7月以来，醴陵市孙家湾镇以网格为单位，
开展“打非清剿”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做到村不
漏户、户不漏室。针对废弃厂房、养猪场、老旧
民房等重点排查区域，该镇集中力量开展“地
毯式”巡查，现已查处非法生产现场 9 处，收
缴、销毁非法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 30余箱。

7 月 12 日，醴陵全面启动烟花爆竹“打非
清剿”行动，要求密切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活动由传统、重点地区向非重点地区转移的新
动向。同时，组织开展拉网式清查，做到一户不
漏，确保问题隐患全部排查到位。

船湾镇已开展执法活动 175 次，覆盖服饰
企业消防安全、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等多个领域，
出动执法人员 657 人次，排查整治一般安全隐
患 418处、重大安全隐患 24处，并将排查出的问
题逐一建档，责任到人、限期整改；沈潭镇 50余
名机关干部深入村（社区），重点对闲置厂房、偏
僻地区的养殖场、行政区域交界地带、临时搭建
屋棚等可疑场所开展夜间巡查；浦口镇借力无

人机，对各山区村和偏远地段进行空中巡查。
行动开展以来，醴陵各镇街、应急管理等部

门组织力量，开展不间断非法生产巡查。对排查
出的非法生产经营作坊、窝点，依法予以打击取
缔，追根溯源，查清和斩断非法生产原材料供应
和产品销售的经济链条。同时，充分发挥网格
员、党员、群众的作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屋场会、村村通大喇叭等进行广泛
宣传，努力形成“非法生产、人人喊打”的氛围。

严打
——对涉爆违法犯罪行为发

起凌厉攻势

7 月 23 日 ，醴 陵 市 公 安 局 发 布《悬 赏 通
告》，通缉 3 名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在逃人员，并
同步对在逃人员开展线下追逃工作，组织警力
多次到在逃人员家中做其家属思想工作。

7 月 25 日，在法律的威慑及民警的规劝
下，涉嫌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在逃人员马某放
下思想包袱，投案自首。

为深入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清剿”专项行
动，该市公安部门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对涉爆违法犯罪行为发起凌厉攻势，建立
每日通报、每周调度讲评工作机制，组织人员
对风险场所进行细致排查。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与镇街、职能部门通
力配合，逐一排查可疑流动车辆、人员密集场
所、废弃房屋，坚决、彻底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浦口镇政府联合浦口派出所在巡查时发
现，泮川村横岭上组邓某某老屋内有非法生产
狗尾草手工装药现场，经调查了解后，镇里调
配挖掘机，拆除了非法生产老旧民房，同时将
涉事人员移交至派出所。

该市纪检监察部门加大监督力度，从严、从
重查处干部成为“保护伞”的情况。应急部门每周
开展几次“零点行动”，严把高温停产关，动员机
关、各镇街安监站成员，督促全市 66家有滞留药
物的花炮企业尽快消耗药物，顺利进入高温停产
期。交通等职能部门联合执法，通过上路查、设卡
口、蹲点位斩断烟花爆竹非法运输链条。

严管
——建立常态化非法生产排

查机制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在醴陵，“打非清剿”宣传横幅随处可见，

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流动宣传车穿
梭在大街小巷，幸福醴陵微信群里不定期推送
安全知识和科普短视频，发动、引导、教育群众
知晓非法生产的危害性，自觉抵制、主动举报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等行为，营
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非”的浓厚氛围。

仙岳山街道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动员群众
自觉抵制违法行为，重奖举报重大安全隐患和
非法违法者；李畋镇拉响“警示铃”，“线上+线
下”同步开展宣传，掀起全民打非的热潮。

醴陵市安委会负责人介绍，将建立常态化
非法生产排查机制，聚焦重点人员、重点企业、
重点场所、重点时段、重点车辆，逐户检查、逐
人过筛，并加强上下游的追根溯源。同时，加大
烟花爆竹“打非”宣传力度，发挥典型案例警示
震慑作用，组织相关从业人员签好承诺书、告
知书、责任书。

醴陵市委、市政府要求严格落实党政领导主
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为
决战决胜“千亿时代”创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剑指花炮行业安全

醴陵“打非清剿”行动火力全开

渌口区开展“打非治违”行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卫红 谢柔冰） “双抢”时
节，高温少雨天气持续，攸县山塘水库
水量告急，尾灌区农田灌溉迎来考验，
为保障水渠末端的农田晚稻满栽全
插，攸县科学调度、精准调配，通过轮
灌+压水的方式打通农田灌溉“最后
一公里”。

7 月 25 日，在酒埠江灌区西干渠
边，攸县江桥街道泥脚巷村村书记吴建
湘正与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商量下一轮
的放水时间。泥脚巷村位于西干渠末
端，从渠首到达这里要历经 32公里，13
个小时，全程有143个放水涵闸，往往到
达泥脚巷村已所剩无几。今年的情况却
不一样，村里让水先进塘，再进田。

“我们通过上一轮的轮灌，把山塘
水库都灌满了。”吴建湘告诉记者，充足
的山塘水基本可以保证双抢顺利完成。

据了解，攸县有各类型水库 293
座，但由于去年夏秋冬连旱，今年前期
降雨偏小，导致山塘蓄水量并不多，尾
灌区灌溉形势相对严峻。对此，攸县水
利局安排抗旱工作人员进行巡河，掌
握农田用水一手资料，通过轮灌、压水
的方式，科学合理调配灌溉用水，全力
保障粮食生产。

“铭记汤飞凡系列图书”
被省档案馆收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刘
林真） 日前，湖南省档案馆向醴陵市颁发国家
档案资源捐赠证书，后者捐赠的《医学科学家汤
飞凡》《汤飞凡画传》《汤飞凡纪念文集》《纪念汤
飞凡书画作品集》被省档案馆收藏。

汤飞凡，1897 年 9 月 13 日出生在醴陵西乡
渌水河畔的汤家坪，是著名微生物学家、病毒
学家，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人之一。在 2017 年，
汤飞凡诞辰 120 周年之际，醴陵市组织了座谈
会、书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编写了“铭记汤飞
凡系列图书”，包括《医学科学家汤飞凡》《汤
飞凡画传》《汤飞凡纪念文集》《纪念汤飞凡书
画作品集》。

其中，《医学科学家汤飞凡》是国内第一本关于
汤飞凡的长篇传记，由其学生、我国著名生物制品
学家、国际知名血液学专家刘隽湘历时十年写成。

《汤飞凡画传》是国内第一本还原汤飞凡生平
的纪念画册，以时间为序，收集了汤飞凡不同时期
近百件珍贵的照片及文献资料。

《汤飞凡纪念文集》则收录了汤飞凡学界同
仁、同事部下、后学晚辈、家人亲属所著的纪念
性文章合集，从不同角度塑造出了一个真实而
饱满的汤飞凡。

《纪念汤飞凡书画作品集》共收录 216 幅书
画名家、社会名流的精心之作。

舲舫乡：
森林防火添“利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
罗蔚之 周煌围） 日前，茶陵县舲舫乡举行应
急救援物资交付仪式，为 11 个村各发放一台高
扬程水泵和两台对讲机，提升了基层应急队伍
防控能力。

高扬程水泵具有重量轻、启动快、扬程高、
流量大等特点。活动中，舲舫乡应急办重点就高
扬程水泵的启动、水带铺设和连接、接卸设备的
清理和水带回收以及设备使用维护的注意事项
等方面开展实训操作，确保应急队员们能熟练
掌握设备使用方法。

7月以来，茶陵县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森林火
险等级长期维持高位，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舲
舫乡积极组织辖区内 20 至 55 岁的村干部、党员
和村民在每个村都组建了一支 20至 40人的森林
防灭火快速反应志愿者队伍，并配备无人机，每
天通过步巡、车巡、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隐患
点全方位无死角巡查，一旦发现火情，及时消除。

攸县：轮灌+压水
为农田“解渴”

图为酒埠江灌区压水保灌。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卫红 谢柔冰 摄

台江乡村篮球和榕江“村超”持续走
红，与当下群众巧妙运用新媒体传播分
不开。随着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
媒体平台发展普及，新媒体产业日益成
熟，积极发展短视频、直播电商、线上营
销等业务，成为黔东南州多个县的发展
思路。

“谁不希望家乡好？谁不想听好声
音？”台江县常务副县长王竣表示，当地群
众、自媒体博主、“网红”使用快速、先进的
传播手段是台江乡村篮球火遍全网的重
要原因。

“人人都是自媒体，个个都是传播者，
拿起手机能拍能发，让台江县乡村篮球赛
连续多天成为各大平台热搜，引来权威媒
体关注。”王竣说。

徐勃说，近年来榕江推行“让手机
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

播变成新农活”的“新三变”，让新媒体
赋能乡村振兴。全县培育出 1.2 万多个
新媒体账号和 2200 余个本地网络直播
营销团队，在“村超”赛事宣传中实现了
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关注效应高
的效果。

榕江足球、台江篮球都有几十年的群
众基础，此前因地处偏远山区，经济薄弱、
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藏在深山人未识。

“沉睡资源”被唤醒，是因为脱贫攻坚后，
交通便利了，外地游客来得更多；网络通
畅了，新媒体传播更迅捷。

据统计，自从去年 7 月 12 日开打以
来，台江县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篮球
赛、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全国和美
乡村篮球大赛（村 BA）等赛事网络传播量
近 80 亿次；“村超”从 5 月 13 日开赛至今，
网络传播量超过 300亿次。

偶“燃”必“燃”？高人指点？幕后“推手”？
——贵州“两江村赛”出圈三问

新华社贵阳7月26日电

这个夏天，贵州“村超”火了。自今年5月13日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以来，持续出现的精彩进球瞬间、现场数万名观众的热情、特色美
食“宠粉”以及场内外独具魅力的非遗展演，让这项村级足球赛事迅速在全网发酵。

去年夏天，相隔不远的台江县台盘村，由当地苗族“六月六”吃新节篮球赛发展而来的乡村篮球联赛先行火遍全网。今年6月20日，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正式启动，意味着乡村篮球联赛有了“全国版”。

贵州“两江村赛”相继火爆出圈，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串问号。

在“村超”球场，运动员、裁判
员、解说员都是“兼职”，来自各行各
业；观众多是邻居亲戚，从家里拿着
锅碗瓢盆到现场助威呐喊；奖品都
是本地香猪、香羊、小香鸡等特色农
产品；拉拉队全是村民，身着民族服
饰加班加点排练，以在“村超”表演
为荣。

“难得的机会，全村人都来了。”
94 岁的侗族老人杨留香捐出 50 元
给本村球队买水喝，86 岁的苗族老
人杨老巷与村民专程到场为比赛表
演“萨玛节”民间祭萨活动。

溢出屏幕的农趣农味、群众发
自内心的热爱，让“村超”这项村级
赛事，打动了全国网友的心。

凭借 80 多年的足球历史沉淀，
全县 38.5万人的榕江县在 2021年入
选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县。榕江
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杨琼介绍，
当地村民素有“会说话就唱歌，会走
路就踢球”之说。

而台江的乡村篮球赛源于苗岭
山乡，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和悠久
的篮球传统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台江县县长杨德昭介绍，台江县民
族节庆多，“逢节必比赛、比赛先篮
球”，每逢篮球比赛开打，十里八乡
的村民都会蜂拥而来。为了参加和
观看篮球比赛，不少外出打工的村
民都会不远千里地赶回家乡。

台盘村有 270 多户 1100 多人，
约三分之二村民都打篮球。台盘村
村支书张寿双说：“自 1936 年起，台
盘村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篮球赛，至
今从未间断。家乡的球赛是一种难
舍的乡愁。”

除了纯粹热烈的篮球足球氛
围，还有魅力十足的民族歌舞、味道
独特的当地美食，才让一登场的榕
江“村超”、台江乡村篮球赛立即欢
乐了球场内外、线上线下。

“这一天，榕江等了很久。”榕江
县县长徐勃说，“村超”出圈并非一
时运气，而是得益于当地悠久的足
球传统、全县 20 多个民族衍生出的
多彩文化，也得益于各方面长期的
积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是
当地不断汲取经验教训，不懈探索
的结果。

上图为 7 月 15 日，丰乐村一队球员朱永辉在赛场上开球；下图为 7 月
14 日，朱永辉在建材装修门店里加工建材。朱永辉是一名装修建材加工工
人，在球队里任中后卫。

在今年的贵州省榕江县“村超”足球比赛中，20支参赛队的球员来自各
行各业，有建筑工人、有卖菜小贩、有烧烤摊老板、有室内装修设计师、有教
师、有学生……出于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大家临时组成参赛队。穿上球衣，
他们是为荣誉而战的足球队员；脱下球衣，他们是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虽
然很多人已步入中年，但他们仍在绿荫场上奋力奔跑，不知疲倦。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是偶“燃”还是必“燃”？

近年来，塑造城市 IP 成为各地发展
文旅产业探索的重点。随着台江乡村篮
球、山东淄博烧烤出圈，各地都想尝尝走
红的甜头。但在探索中，榕江县走了不少
弯路。

自 2021 年以来，榕江县相关民间协
会先后举办了斗牛、“大山里的 CBA——
首届侗年节篮球邀请赛”、苗族鼓藏节、侗
年节、马拉松等大型活动进行城市 IP 塑
造，但分别由于安全风险、缺少特色、受众
小、时间短等原因，最终都昙花一现，收效
平平。

在多次的尝试中，当地不断总结自身
得失，借鉴吸收淄博、台江经验。2023 年 1
月 24 日，大年初三，榕江县三宝侗寨侗族
同胞为庆祝新春佳节，举办了榕江车江三
宝侗寨 2023 年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比赛
现场激情四射，场外观众热情高涨。

“这一次尝试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村超”策划者之一、榕江县足协副主席杨
亚江说。

杨亚江说，“村超”就是要走“群众
路线”，主办单位是榕江县足球协会，承
办单位是榕江县三宝侗学会，赛事的队
伍 组 织 、赛 程 安 排 、晋 级 规 则 、节 目 表
演、奖励奖品是当地的村民自行决定、
自行实施。

“两个多月以来，群众参与的激情不
减，全国几百支球队报名参赛，本县以及
周边县很多村民打电话来要求在村超现
场上节目。”杨亚江说，“如果说背后有高
人指点，那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百姓在台前，政府则因势利导，顺势
而为，更多的是做好幕后。徐勃说，政府的
工作重点是抓好足球联赛的报备审批、服
务保障、环境提升等工作。

“村超”走红之后，一些感人的小故事
持续刷屏：来自成都的球迷连续开车 8 小
时后，榕江交警接过方向盘；榕江酒店爆
满，当地撑起一批帐篷供游客免费使用，
学校秒变露营基地；外省车辆进入榕江，
收费站备用车道变“绿色通道”。

背后是否有高人指点？

有无幕后“推手”？

7月 15日，拉拉队在贵州“村超”足球赛场边击鼓助威。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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