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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市 聚 焦“ 三 微 六 位 ”，“ 打 造 株 洲 民 生 工

作样板”。

去年，李芳莲所在楼栋购买了电梯保险。“前

几天电梯坏了，隔天就修好了，住户们都很吃惊。”

李芳莲笑道。

小区电梯神速维修，得益于我市创新性地推

进“电梯微实事改革”。数据显示，参保电梯维保

时长提升至 40 至 70 分钟，电梯故障全部在 30 分

钟内响应，60%的故障在半个工作日内修复。此

项“微实事”获得湖南省委改革办推介，被中央政

法委《长安评论》称为房屋安全治理的“株洲模

式”，并成为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引入保险机

制研讨会主角，走向全国。

市人社局通过“班子成员走流程”“干部职工

下基层”等“走找想促”活动，从服务“三微六位”出

发，发布了 20 件“情系民生·服务发展”微实事，涉

及就业创业、社会保障、根治欠薪等。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岗位”，建设了“就业驿

站”“零工之家”“就业超市”等一批基层就业服务

微平台，帮劳动者“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数 据 显 示 ，1 至 7 月 ，全 市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3.96 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5 万人，

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低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王
博林） 日前，“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启

动，经第一轮推选，22 名 2023 年度“湖南省教书育人

楷模”候选人从 84 名申报者中脱颖而出，来自茶陵

县界首中心小学的陈艳辉老师入围。

陈艳辉出生于 1992年，除开常规教学，她在长期

为特殊孩子送教过程中，特殊教育也越来越有经验。

乡村的孩子住地偏远分散，最远的一家距离学

校 28 公里。与陈艳辉同校执教的父亲陈二文默默

支持着，每次骑摩托车接送女儿。受女儿感染，后

来，教语文的父亲也向校方申请加入送教队伍。

2013年至今，她一直扎根乡村教育，为每个孩子

量身制订教学计划、教学设计、建立“一生一档”。她

与同在学校执教语文的父亲一起，8 年间，共为 21 个

乡 村 特 殊 儿 童 送 教 上 门 ，蹚 出 了 一 条“送 教 长 征

路”。陈艳辉曾获“全国美丽青年乡村教师”“湖南好

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三微六位”民生工作已提前完成14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琳 通讯员/黄波 彭伏

市“三微六位”工作专班昨日传来好消息：截至 7月底，全市“三

微六位”民生工作 42 类 72 项工作均已启动，其中 14 项提前完成年

度任务；52项超序时进度，占比 72.2%……

在市委常委会、市深改会等场合，市委主要领

导多次强调：“三微六位”要跟老百姓紧密地结合

起来，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要紧盯重点加快城

市建设，聚焦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和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深入推进“三微六位”建设。

民生顺应民声，民声决定民生。我市通过征

求群众反馈意见、走访核实、多轮次研讨，最终将

田心片区城市更新等“微改造”，“一件事一次办”

等“微服务”，保交楼、门前十小等“微实事”，以及

学位、岗位、床位、梯位、车位、厕位“六位”，共 42

类 72 项工作列为 2023 年“三微六位”的主要任务

清单。

芦淞区龙凤庵村村民袁桥生是“微改造”受益

者之一。袁桥生患有肢体残疾，他的老屋没有洗

浴间，一家人洗澡要烧水后提到杂物间角落去。

杂物间透风，冬天太冷，夏天有蚊子，很是不便。

向村里表达诉求后，市、区残联立即进行了家改：

在原来的杂物间里，用砖新砌了一个洗浴间，装了

铝合金洗手间门，并配备了热水器、淋浴器、毛巾

架等。

“微改造”带来大变化。残疾人居住出行环境得

到改善，日常生活愈来愈便捷。今年，我市将按照

“一户一方案”，为全市700个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

改造。目前，已经完成了 604户，预计月底前将全部

完成。

开辟民生实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市住建

局、市发改委精简审批流程，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下

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时间缩减近 2个月。

民声决定民生 72项工作被列进任务清单

创新推进提速增效 打造株洲民生工作样板

茶陵教师陈艳辉入围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

陈艳辉带着小黑板送教上门。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李登攀） 近日，第四届“中国足

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简称“中少赛”）总决赛在云南开远落

下帷幕。我市狼腾足球俱乐部 U11 梯队和 U12 梯队两支队伍代表湖南，均获得

所在组别亚军，U11 组队员朱少卿获得最佳守门员，U12 组队员喻子涵获得最佳

射手。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中

国足球协会指导，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主办的全国

青少年赛事。本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颇具规模。预赛阶段便有来自全国 751

支球队、近万名运动员参与，累计比赛场次近 6000场。决赛阶段有来自全国 12个

城市的40支队伍，决出了U8、U9、U10、U11、U12等5个年龄组别的全国总冠军。

狼腾队教练杨杰介绍，两支梯队是从今年 4月开始参加了“中少赛”湖南赛区

比赛，通过 3个多月的循环赛，获得湖南赛区冠军，取得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的资格。本次总决赛集中了来自成都、青岛、重庆、济南等足球强市的同年龄段

优秀队伍。株洲足球小将们克服了高原反应、伤病等困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其中狼腾足球俱乐部 U11 梯队以 4 胜 2 平不败战绩获得 U11 年龄组亚军，狼腾俱

乐部 U12梯队以 5胜 1负的战绩获 U12组亚军。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是国内颇具规模的青少年足

球赛事，是少儿足球精英努力拼搏、展示自我的舞台，自比赛之初就受到了社会各界

及全国足球爱好者的关注。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为展现青少年足球风采，培养青少

年足球人才，促进国内足球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市两支足球队获中少赛全国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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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篮球、看比赛、听演唱会……

你的青春，与哪座体育馆有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这个夏天，“厂 BA”掀起了全体市民的运

动热情，也让一座座体育馆变得格外引人关

注。

设计新颖、功能齐全的体育场馆，往往是

一座城市的地标，也是时代变迁、城市成长的

见证。

从 1973 年建成的株洲市体育馆，到 2006

年对外开放的株洲市体育中心，再到如今不

断完善的“10 分钟健身圈”，悠悠数十载，传承

的是株洲这片土地的奋进青春，满足的是市

民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老建筑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对于许多株洲人来说，从小到大

的记忆里都有株洲市体育馆的身影，

或是来这里运动、看比赛，或是来这里

追星、看文艺演出……

但这座老体育馆的故事，还要从

株洲的“厂矿文化”说起。

株洲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工业城

市，建市初期，一大批有志青年从全国

各地奔赴而来。

每逢节假日，他们会自发组织各

类体育赛事。

当时，株洲多为田径场和球类综

合性体育场，虽然场地条件简陋，但球

场几乎没有冷清下来的时候，各个厂

矿的职工们下班后，最爱以“球”会友。

1972 年，我市举行了一次乒乓球

职工联赛，几十家单位组织了上百支

队伍参加。

原市体育系统工作人员陈惠芬此

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看到株

洲的运动氛围火热，1973 年全国青年

篮 球 赛 时 ，省 里 把 分 赛 区 设 在 了 株

洲。但当时的株洲并没有承办大型体

育赛事的室内场馆，最终的方案是对

球类综合性体育场进行升级改造。

为了赶在比赛前完成施工，当时

市里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挖土、打地基，

24 小时轮班施工，仅用 43 天时间就完

成了体育馆的改造项目。

大家对体育的热情更延续到观赛

上，4000多张门票刚一发售就被抢购一

空。不仅如此，赛事结束后，这座场馆

的人气更高了。株洲也组建了自己的

男、女青年篮球队，经常在这里训练。

这座场馆建成时，河西还是一片

农田。这个体育馆所在之处，当仁不

让成为了城市核心地标。

历史无声，岁月有痕。

1988 年底，株洲大桥竣工通车，此

后，河西也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同样是为了迎接一场运动盛会，

2004 年 6 月 30 日，株洲市体育中心正

式开工，并于 2006年完工。

这座场馆由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

崔恺设计。相比株洲市体育馆，新馆

建设已时隔 31年，从设计理念、建筑面

积到场地功能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

全然不同的升级换代，也展现了新株

洲的形象。

不少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朋友们，

都拍摄过株洲市体育中心的远景照

片。这座场馆以“过江龙”为创作主

题，远远望去，900 余米的钢构屋顶蜿

蜒相连，仿若一条腾空过江的巨龙，气

势磅礴。

北临湘江、与巍峨的石峰山隔江

相望，怡人的风景环绕，让这座体育中

心更显文旅气质，还在 2006 年全国百

年建筑优秀作品评选中摘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热爱。

位于芦淞区的老体育馆，承载了

当时株洲人体育、文化生活的青春记

忆，来过这里的明星不胜枚举。

比如，最近因为电影《封神》再度

活跃于公众视野的费翔，就曾在株洲

市体育馆开唱；我们熟悉的腾格尔、刘

晓庆等明星，也曾在这里登台演出。

而在体育赛事方面，如果说老体

育馆主要承办的是省市级体育比赛，

那么株洲市体育中心，则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2009—2011 年全国排球联赛、

2003 年和 2016 年国际男子篮球四国

赛、2018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等一项项

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相继在这里举

办。

除了各类球赛、体操，这座体育馆

还见证了拳击赛事的发展与热潮。

2012 年底，WBO（世界拳击组织）

洲际拳王争霸赛在市体育中心开赛，

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职业

拳手给株洲市民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

伦的攻防挑战。

赛场内外，更让市民感到骄傲的

是，株洲妹子胡蝶首次亮相这一国际

级职业拳台，也让她一战成名。

8 月 19 日下午 3 点，记者走进位于

芦淞区的老体育馆就发现，来这里健

身、训练的孩子比预想得还要多。不

管是体操房、田径场，还是足球场，每

一处都回荡着孩子们的加油声，教练

的鼓励声。

这座体育馆虽然已有岁月沧桑的

印迹，但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却从未因

此消减。

而在河西的市体育中心，无论白

天还是下午，总能看到来这里跑步、打

球或者游泳的居民。

这种全民健身的场景，是株洲人

每天的常态。

2009 年起，我国确立每年 8 月 8 日

为“全民健身日”。此后，我们的关注

点从竞技体育、专业赛事，越来越多向

全民健身发展。

2010 年，株洲市有各类体育场地

1319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2平方米。

不过，当时株洲尚存在体育场地

布局不均衡、部分场地对外开放难等

问题。

革新随之而来，2014 年 12 月起，

我市通过整合市本级的公共体育场

馆，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进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

此后，我市又将一批运动场地、健

身器材见缝插针般“嵌入”市民的生活

圈，让社区里、桥底下等等闲置空间，

成为全民健身的“金角银边”，我市“10

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市

已 有 体 育 场 地 9517 个 ，其 中 运 动 场

565 个、游泳池 94 个，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达 187.4万人。

我市还在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

力争到 2025 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不低于 2.2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超过占全市总人口的

48%。

一串串数字，反映的不仅是城市

发展，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更是幸福

株洲建设的生动剪影。

从竞技比赛到全民健身
2025年，株洲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2.2平方米

费翔、腾格尔等明星都曾来此演出
从省市级跃升承办国际性赛事

从河东到河西，两代体育馆都是株洲的“门面担当”

株洲市体育中心内株洲市体育中心内，，举办了一项项国际举办了一项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国内高水平赛事。。记者记者//伍靖雯伍靖雯 摄摄

位于芦淞区的老体育馆内，各个场馆的运动

氛围不减当年。记者/伍靖雯 摄
位于芦淞区的老体育馆内，孩子们来此健身、训

练。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