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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谭昕吾

青少年如何度过有趣且有意义的暑假？今年夏天，天

元区开展“新区童行——青少年实践学院”系列活动，为孩

子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选项。

现场：丰富青少年社会视角
法官手里的法槌是做什么用的？法官戴假发吗？人民

陪审员也是法官吗？

7 月末，30 多名青少年儿童在志愿者的陪伴下，走进

天元区法院，当一次“小小法官”。这是“新区童行”系列中

的“法学院”活动现场。当天最火热的环节，莫过于走进审

判庭。法官拿出模拟法庭起诉书，孩子们轮流走上审判席，

按照不同的角色，进行法庭审判流程的模拟演示。

“最开始，大家有点扭捏，后来都迫不及待地冲上审判

长座位，孩子们的声音渐渐变大，自信不少。”天元区文明

办主任张淑君描述着孩子们身上的变化。

每一个“学院”都有系列活动支撑，在“法学院”中，天

元区检察院也提供了社会实践平台。这个暑假，几批参加

“新区童行”的青少年走进检察院，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

察官祝晓明带领孩子们参观了未检办案区后，还观看了

《都是苹果惹的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坏叔叔》等普法

视频。在检察宣告室进行的“小小检察官”角色体验，是活

动的高潮，教育孩子们要保护自己，不被坏人欺负，自己也

不能做违法的事。

“环保学院”里，青少年以手工课“变废为宝”；“军事学

院”的军训，让学生们树立起规矩意识；红色宣讲员、对越

自卫反击战老英雄彭泽良的宣讲，则让孩子们感受到榜样

的力量……

联动：政府搭台、志愿服务助力
不难发现，“新区童行”的社会实践场景，大多来自政

府职能部门。派出所的民警叔叔是怎么出警的？市场监督

部门是如何对食品进行质量检测的……天元区通过整合

政府机关、医疗机构、企业、农业基地、志愿服务机构、社会

组织等资源，让这些机构、部门从“旁观者”变“参与者”，为

辖区青少年搭建丰富的社会实践平台。

“活动有主题、有延续性，覆盖的行业多，课程设置都

是体验式、劳动式的实践，真正让中小学生周末、暑假从各

类校外培训、电子游戏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军事学院”

“法学院”的李梓仁的妈妈说，活动对孩子走进新区、了解

和服务社会，增长才干，培养好的品格，很有帮助。

“这次‘青少年实践学院’活动的时间跨度长，为了保

障活动的有序进行，辖区志愿者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张淑

君说，截至目前，辖区有 49 个志愿服务队共 265 名志愿者

参与“新区童行”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强化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促进精

神文明建设。

8 月 10 日，石峰区铜塘

湾街道清竹社区联合石峰

交警大队，开展“七彩假期·

美丽乡村童行”交通安全教

育活动，社区网格员、学生、

居民和三星志愿者参加。

活动中，交警现场发放

《文明交通从小做起，从我

做起》《一盔一带，安全常

在》等宣传画册，并结合真

实案例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和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大家

了解酒驾醉驾、骑乘摩托车

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进一步增强孩

子们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唐小平 摄

涓涓细流汇成海洋，点滴热

血凝聚大爱。近日，为全力保障

临床用血需求，石峰区龙头铺街

道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用实

际行动诠释“爱的奉献”。

当天，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以及辖区居民早早来到献血点，

有序排队登记。经初筛检查，最

终有 16 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

达 5400毫升。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蔡佳汝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陈婉玲 朱志纯） 产研融

合，科创未来。8 月 15 日，科技成

果转化株洲高峰论坛暨湖南工

业大学科技园开园活动举行，专

家学者、行业大咖齐聚株洲，纵

论科技成长转化之路，共襄科技

成果转化盛宴。

在当天下午的“菁帆路演”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专场，15 个来

自电子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

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分三

个场次同时路演，精彩纷呈，吸

引了近 70 家省内外投融资机构

和企业的 120余人参加。

“千里马”不仅需要茁壮成

长的沃土，更需要“伯乐”。现场，

省内外创投机构与路演项目负

责人面对面交流，碰撞思想的火

花，寻求合作的良机。

“适用于卫星物联网的超低

速率语音压缩芯片”“芯片测试

及封装设备研发及应用”“矿山、

冶炼、火电行业大宗固废全消纳

与高值资源化集成技术”等一批

高端前沿项目，让众多投资机构

感受到株洲浓厚的创新氛围与

创业活力。

来自武汉科技大学的张利

平博士，带来的路演项目是“生

产系统智能排程与调度决策技

术”，该项目构建了数字仿真环

境，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系统排

程与调度决策技术，可应用于汽

车、医疗、钢铁等行业。“第一次

在株洲，感受到这里浓厚的科技

创新氛围，希望项目能在株洲落

地生根，开出产业之花。”张利平

充满期待地说。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总监张奕，是“菁帆路演”

的“常客”，谈及吸引他的原因，

他说：“路演项目不仅体现了株

洲市的产业特色，还体现了全国

产业升级的趋势，能看到更多未

来有前景的技术。”

动 力 谷 自 主 创 新 园 ，通 过

“孵化+路演+基金”的模式，建立

“菁帆路演”品牌，打造全市路演

中心，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并

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

展的深度融合。气象部门为黄桃丰收
全程“护航”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胡毓灵
吴文爽）今年炎陵黄桃迎来了大丰收，其中离不开气象

部门全程“护航”。

“从黄桃花期到挂果成熟，气象部门一直在背后不

断提供技术支撑。”炎陵县气象局局长杨昌顺介绍，该县

在主产区共建设了 8个黄桃气象监测站，不仅可监测温

度、湿度以及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水分状况等，还可以

获得黄桃种植区翔实的气象数据，实时掌握黄桃园的气

象信息，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每周，炎陵县气象局还根据黄桃物候条件情况制作

未来一周《气象专题报告》，密切关注低温阴雨、强对流

等影响较大的天气状况，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多

渠道向黄桃大户发布黄桃成熟期农业气象专题和田间

管理、采摘建议；同时，利用“天帮忙”App,开展定制化、

精细化的专家气象志愿服务，尽可能让每一个桃农都能

足不出户观天气，为实现“黄桃产量增收”贡献气象力

量。

下一步，炎陵县气象局将根据农业生产状况与气象

预测、预报，及时向相关部门及广大农户发布信息，为合

理安排农业生产，趋利避害提供科学依据，打通农业气

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振兴发展蓄势赋能。

2019 年 8 月，清水塘大桥开工建设；2022

年 4 月，清水塘大桥南岸水中引桥钢梁完成首

次顶推；2023年 4月，清水塘大桥主梁合龙……

“听说有上下两层设计，什么时候完工？真

想上去走走。”“通车了吗？从清水塘去河西就

不用绕路了。”

大桥何时通车，市民翘首以盼。转眼又到 8

月，离清水塘大桥开工恰好 4年，远观大桥主体

基本完工，目前还在进行哪些施工，市民朋友

什么时候能近距离一睹大桥风采？带着这些问

题，近日，记者探班清水塘大桥建设一线。

大桥“一楼”在吊顶
“二楼”已完工

8 月 16 日上午，天元区珠江北路与滨江北

路交会处，我市横跨湘江的第 8 座大桥——清

水塘大桥施工现场，轰隆隆的机械声回响在郊

野，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清水塘大桥北起清水塘大道，上跨清霞

路，往南越过湘江，对接珠江北路落地，道路全

长 2.85 千米，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下层为人非

景观通道，全桥跨径为 408 米。远远看去，犹如

一道长虹飞跨湘江两岸。

走近一点。来到清水塘大桥的“一楼”，10米

余宽的路面，铺装基本完成，在光线下乌黑发

亮，两侧人行道只差最后再铺一层防滑涂层。

“左边一点，好！再往上升……”刚才，一场

阵雨叫停了原本在大桥外沿安装排水管线的

工作。片刻雨停，2名施工人员就爬上大型登高

车继续作业。顺着施工人员脚下望去，便是波

光粼粼的湘江，在此位置的工作人员离江面垂

直距离约 30米。

“一楼”路面停放着大大小小登高作业车

共有 30 余辆，大车负责安装排水管线，小车则

负责安装天花板吊顶和照明设施。

“‘吊顶’以简单实用为主。”现场施工负责

人介绍，因为大桥下层设计是行人、非机动车

的慢行道，所以在美观和照明上也有充分考

虑。目前，每天全线有 70 人的工作队伍在昼夜

抓紧安装，预计 10天后便可“亮灯”。

逛完“一楼”，再看看“二楼”。阵雨过后，大

桥桥面格外光亮。雪白的标线与乌黑的沥青路

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此时桥面各项施工已经完成，一眼望去，

六条车道宽阔平整，已具备通车条件，只是还

有少数施工车辆在对接“楼下”排水管线工作。

当车行至北岸，桥面堆放着的材料格外显

眼。原来是“清水塘大桥”五块鎏金大字被有序

摆放。“过几天就会悬挂起来，到时候远远都能

看到。”一旁现场施工负责人补充道。

桥梁检测质量合格
已经具备通车条件

在大桥施工现场，总能看见一位头戴红色

安全帽，身穿绿马甲，胯下电动车的负责人来

回穿梭。他叫潘竝，是清水塘大桥项目现场施

工负责人，从项目开工第一天起，就扎在了项

目上。

难度大，这是潘竝对清水塘大桥项目最直

接的评价。因为难度大，所以该项目也成了同

类型钢桁拱桥的湖南第一、国内第三以及世界

第六。

“全桥钢结构通过 64万套高强螺栓进行连

接，钢结构总重约 3 万吨，相当于 2 万辆轿车重

量。”关于大桥的施工细节，他如数家珍。

作为项目现场施工的“大管家”，进度如

何，材料协调，事无巨细，他都要第一时间掌

握。“最忙的时候，一天接了 300 多个电话。”回

忆起那段时间，潘竝直摇头。

当“大管家”，对体力也有考验。为了保证

每个施工节点如期推进，桥面桥下来回跑，经

常要累到脚抽筋。潘竝的手机记录一天 4 万多

步是常事。

今年 4 月大桥合龙，他第一时间去买了辆

电动车，仅仅三个多月，电动车里程就骑了

3000多公里……

“看着第一根桩落成，到主拱合龙，再到现

在全线拉通，很有成就感。完工后，第一时间就

是回家看看父亲。”眼看大桥通车进入倒计时，

潘竝开始了对家的向往。今年他唯一一次回岳

阳，还是因为父亲骨折入院，跑完入院手续当

天就回到了工地。

大桥通车，月底可实现。据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清水塘大桥成桥检测已经完

成，桥梁检测质量合格，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已经具备通车条件，计划于 2023年 8月 28日正

式通车。

清水塘大桥通车后，将成为连接天元区和

石峰区新的交通大动脉，大大缓解天元区到石

峰区的通行压力，这两个区市民的通勤时间将

由之前的 20至 30分钟，缩短至现在的 5分钟左

右。此外，清水塘大桥还将缩短市区到马家河

（G4京港澳高速入口）收费站车程，有效推动当

地融入“长株潭”城市群发展。

让“旁观者”变“参与者”

天元区搭建多彩青少年社会实践平台

青少年在各个“学院”的学习实践中，兴趣高涨、十分投

入，既了解了社会，也增长了才干、培养了品格。受访者供图

“千里马”在株寻“伯乐”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专场路演
成功举办

撸
袖
献
热
血

七彩假期，美丽乡村“童”行

无人机助力
耕地种植监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张威 通讯
员/邓柯） 为制止耕地抛荒、提高耕地效

益，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近日，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工作方法，使用无人

机监测抛荒土地，精准监测各县市区粮食

种植情况。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基本保证。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粮食生

产，并于今年开展粮食生产问题剖析课题

调研，在南四县选取 12 个村作为监测的

试点区，共计监测 123平方公里。

“精确度可控制在 5厘米内。”市资规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使用无人机进行监

测，可以从监控屏幕上清晰看到飞机扫描

区域的实时动态画面，人工难以到达的监

测片区也一览无余，具有清晰度高、监测

范围广、工作效率高等优势，确保监测工

作全覆盖、无死角。

据了解，本次监测依托卫星遥感影像

及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基础，结合无人机倾

斜摄影技术，通过机器学习及人工判别的

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精准测算监测范围内

粮食种植与耕地抛荒面积，对促进全市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将拍摄好的数据导入电脑中，每一

块耕地就会生成一个数据模型，面积多

少、种植情况、在哪个位置都清晰可查，是

否抛荒，我们能精准落实到每一个角落。”

上述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耕地保护不

断完善“人防+技防”监管体系，目前全市

已发现并消除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

335 次，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专项整治

已销号 310个约 114公顷。

工作人员在田间地头布置监测点。

受访单位供图

清水塘大桥计划本月底正式通车
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已具备通车条件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大 桥“ 一

楼 ”正 在 加 紧

装饰作业。

记者/张威 摄

清水塘大

桥桥面完工，

具 备 通 车 条

件。

记者/张威 摄

大桥通车

后将成为天元

区和石峰区的

交通大动脉。

记者/张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