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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
讯员/谭斌斌） 近日，茶陵县对城区内投

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进行安全升级，上线

了全新不带线缆、摘盔断电的“智能头盔”。

当地居民正确佩戴“智能头盔”，方能实现

安全骑行，这也意味着该县共享电动自行

车管理越来越规范。

8 月 29 日，茶陵居民谭女士用手机扫

码解锁配备智能头盔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操作步骤简单明了，佩戴起来也比之前的

头盔更加舒适。手机扫码后，界面会提示使

用头盔，需要将头盔从卡槽中取出戴在头

上才能开始骑行，如果骑行途中取下头盔，

车身将会缓慢断电，并发出语音提醒。骑行

结束后，还需将头盔正确对齐卡槽后，才能

归还车辆。

“在茶陵投放的 1500 辆共享电动自行

车已全部配备智能头盔，使用时不佩戴头

盔车辆无法供电，骑行中摘下头盔 30 秒

后，车辆自动断电。”茶陵县哈啰出行城市

经理王铮说。

自开展“治顽疾、压事故、保畅安”交

通违法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来，茶陵县城

管局通过加强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秩

序管理、督促运营机构落实共享电动车管

理主体责任等措施，自 8 月 1 日起，该县 3
家共享电动自行车公司已有 2 家公司更

换和配备了符合新国标、3C 认证标准的

头盔并投入运营，1 家公司因未整改到位

已停止运营。

茶陵共享电动自行车智能升级

不戴头盔 断电限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
讯员/叶素） 新学期开学在即，8 月 29 日，

茶陵县交警大队联合县校车办对全县校车

进行安全大检查，进一步加强茶陵县校车

安全运行管理，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拧

紧校车出行“安全阀”。

茶陵县登记注册的校车共有 267辆，核

载规模18-56人不等，校车驾驶员共310人。

此次行动采取“自检+抽查”的形式，主要对全

县校车车况、基本设施、安全装置、常用药品

配备以及车属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进

行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

当场责令相关负责人在开学前落实整改到

位。检查中，交警还现场叮嘱校车驾驶员要警

钟长鸣，增强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将安全

牢记于心，确保开学后校车日常运行安全。

茶陵县校车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

该县还将对全县校车启封前进行人、车、

路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校车驾驶员上岗

前的培训、校车安全设备配备、校车线路

隐患，坚决杜绝“带病”校车驶出校门、驶

向路面，确保全县所有校车安全运营。

茶陵：拧紧校车出行“安全阀”

株洲日报讯(通讯员/言馨） 近日，

《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一书由团结出版社

出版。

该书从史籍和传说中的炎帝探源，解

码神农氏的发祥之地和族裔基因，总结炎

帝氏族的发展脉络、创造发明、精神血脉，

以及炎帝文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巨

大贡献，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基因，有着深刻的思想价值和文化

价值。这既是一部有关炎帝文化的开创性

著作，也是一部总结性著作，学术上有新

意，研究上有独到之处，论述上逻辑严谨、

引证缜密、史料丰富，语言上深入浅出，便

于大众阅读，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学术读物。

该书作者马平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研

究，先后撰写出版《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

《近代东北移民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得失》

《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等著作 50余部。

《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出版问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
讯员/高冰捷） 日 前 ，渌 口 区 渌 口 镇 政

府、向阳社区联合瑞和春天小区物业组成

工作组，开展“敲门行动”，排查、整改小区

消防安全隐患。

行动过程中，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

沟通，一边讲解高层小区消防安全的重要

性、分享警示案例，一边叮嘱住户不要在楼

道内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不在

楼道内给电动车充电等。同时，对小区内存

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登记，并向居民说

明小区内消防设施因老旧、失灵等原因需

要更换。

开展敲门行动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

微信群，向居民告知了消防设施损坏、维

修、费用的具体情况，并科普了相关法律法

规，让群众对维修资金用得安心、放心。“消

防安全不是哪一个户主的事，而是需要我

们全体住户共同维护好的事。”居民们纷纷

在“维修资金使用业主核实确认表”上签名

表示同意。

今年 5月，渌口区二届人民政府第 27次

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消防工作，明确要求推动

无物业高层住宅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配备

相应消防装备，年内完成盛金城、还看今朝、

金玉佳园、瑞和春天、瑞和名邸、九方佳园、

凯裕名城 7个小区消防隐患整改工作，并实

现小区居民自治。同时，该区还将通过组织

开展消防演练、文艺活动进小区等形式，增

强全民消防意识。

渌口区：“敲门行动”进高层小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邹怡敏 通讯员/张仪）
8 月 28 日，渌口区朱亭镇乡
贤促进会举行 2023 年奖助
学活动，鼓励品学兼优、家庭
困难的朱亭籍学子向高而
攀、逐梦而行。

活动当天，2 名大学新
生和 22 名考上渌口区五中
的学子，每人获得 1000 元奖
金，16 名低保家庭、单亲困
难家庭的学子每人获得助学
金 1600元。

帮女儿肖美玲领取奖学
金的白玉军，立马和身在北
京的肖美玲视频通话，分享
这份喜悦。今年高考，家住朱
亭镇杉桥村的肖美玲以 621
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科技
大学，现在的她已经踏入大
学校园，开启了一段新的人
生旅程。

而对于浦湾村的初三学
生文娅舒来说，朱亭镇乡贤
促进会发放的 1600 元助学
金如同雪中送炭。2012 年，
文 娅 舒 的 爷 爷 患 癌 去 世 。
2013 年，文娅舒的爸爸又因
车祸造成重度残疾，两次变
故让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困
境。生活很苦，但文娅舒很争
气 ，成 绩 优 异 。9 月 即 将 开
学，虽然上初中不要学费，但
住宿费、生活费仍是不小的
开支。有了这笔助学金，缓解
了文娅舒一家的燃眉之急。

今年 5 月，朱亭镇乡贤
促进会成立，作为渌口区首
个乡贤组织，现有会员 81名，
已募集发展资金 20余万元，
正大力开展“敬老”“助学”“帮
扶”“爱心”“振兴”5大工程。

渌
口
朱
亭
镇
：
乡
贤
促
进
会
奖
助40

名
学
子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
陈欣 刘玲） 8 月 25 日，茶陵县文江教育发展中

心启动仪式暨文江村第一届教育奖学颁奖大会在

文江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9名大学新生分别获得

5千元至 2万元不等的奖学金，共发放 8万元。

茶陵县文江教育发展中心是由文江村优秀

乡贤发起，以发展教育公益事业为目的，为文江

村教育事业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中心设立

有望教育发展基金，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奉献爱

心，每年组织开展奖学助教活动。目前已收到爱

心募捐款项 125 万元，主要用于奖励品学兼优和

家庭困难的学生。

“以前村里也有奖学助教活动，但力度不

大 ，但 今 年 乡 贤 们 特 意 成 立 文 江 教 育 发 展 中

心，就是为了营造更加浓厚的重教氛围，帮助

更多学子求学。”文江村党总支书记陈小芬介

绍，乡村振兴以人才为主，希望文江村走出的

学子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反哺家乡。

茶陵文江村：
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奖学助教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
周鹏程） 日前，醴陵市枫林镇举行议教助学活

动，当地知名人士捐资近 160万元，支持教育教学。

该 镇 教 育 发 展 促 进 会 成 立 于 2018 年 9
月 ，旨 在 搭 建 公 益 平 台 ，汇 聚 乡 贤 力 量 ，奖 励

优 秀 学 子 ，帮 扶 困 难 学 生 ，弘 扬 尊 重 教 育 、尊

重 知 识 、尊 重 人 才 、奖 学 助 学 的 时 代 新 风 。此

前，该促进会已累计募集善款 200 余万元，发

放 120 余万元，用于奖励助学。

记者了解到，本次新募集的 160 万元资金将

继续用于奖励优秀师生，扶助贫困学子和困难教

师，改善教学设施设备等。

醴陵枫林镇：
募集近160万元助教兴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
陈中铮 罗武吉） “ 这 笔 奖 学 金 对 我 来 说 是

激励和肯定，我会努力学习，将来为家乡建设

做 贡 献 。”8 月 26 日 ，攸 县 网 岭 镇 大 瑞 村 举 行

第五届奖学金颁奖典礼，为 13 位大学新生发

放奖学金 2.6 万元，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的新生

邱梦影说。

今年，大瑞村有 12 名学生考入大学，还有一

人考上硕士研究生，根据奖励标准，学生可领到

5000、3000、2000、500元不等的奖学金。

据了解，大瑞村教育奖学金协会成立于 2019
年 10月，由村党委号召发起、社会爱心人士积极响

应，5年来共筹集教育资金 32万元左右，资助大学

生 66人，累计发放奖学金 13.64万元。

网岭大瑞村:
13名大学新生喜领奖学金

8月 24日株洲日报刊发了《莲子丰收寻销路》

一文，报道了渌口人文略科返乡创业种植湘莲喜

获丰收却遭遇销路不畅的困惑，希望社会和政府

施以援手，帮其湘莲寻找销路。

其实，农产品滞销不是新鲜事，因为许多年以

前，谷贱、菜贱、果贱等伤农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地

方菜农甚至还冲击过政府大院，引发群体事件，影

响社会稳定。

农产品滞销带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农

民辛苦劳作，结果农产品滞销造成歉收，既影响了

在家门口就业心情，又有可能造成已脱贫的农民

返贫，触及乡村振兴的红线；二是当前各地政府积

极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动员在外闯

荡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投资农业项目，助推乡村

振兴。一旦农产品滞销，投入与产出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势必会影响成功人士返乡创业的激情。

农产品滞销原因有多方面，笔者认为，不外乎

是种植没有规划，哪样赚钱种哪样；不对接市场，

购销信息不畅；品牌不响亮，没有品牌货，难以进

商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何避免农产品滞销呢？笔者认为要从三个

方面发力：首先，农民应头脑清醒，不能盲目种养，

看市场需要什么种养什么；其次是要善于抱团，成

立种养协会，以便对接政府和市场，出台行业标

准，规避行业风险。当今不论种养什么，没有规模，

在市场上就没有话语权；三是政府不能缺位。农业

生产不只是农民的事，政府部门应积极作为，尤其

在生产规划、品牌建设、政策扶持等方面，更应该

积极引导，不能放任自流，各自为战。

在第三方面，笔者以炎陵黄桃为例。当今的

炎陵黄桃，品牌叫得响，货品走得畅，这完全得益

于政府部门的精心呵护。炎陵出台政策，在产供

销多个环节全面发力帮扶，如统一品牌，精心培

育，一旦出现有损品牌现象，市场监督部门打假，

全力护航；如统一生产标准，政府规划种植基地，

设定核心产区和出口基地，农技人员深入基地，

加大技术指导，确保黄桃品质优良，并附上“身份

证”，不能出现“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象；如

统一营销，外出进行推广活动，县领导亲自站台，

商务部门与外地商超对接；如延伸黄桃产业链，

政府吸引客商投资建厂，即便一时难以销售的黄

桃，可以加工成果脯或罐头，实行错峰销售，确保

果农收入。

农为帮本，本固帮宁。“三农”工作历来是我党

的重点工作，也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当前，乡

村振兴如火如荼进行，迫切需要资源下沉，需要人

才下乡，需要产销对路。在此关键时候，政府部门

不应缺位，当甩手掌柜，而应该积极作为。因此，要

真正实现农业丰收，农民增收，政府、协会、农民等

应齐心协力演奏“大合唱”，凝聚合力，才能有效避

免农产品滞销。

农产品滞销何时休
戎 哥

评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艺锋 高冰捷

8月 28日，渌口区龙门镇原长冲中学内的竹

木加工厂机器轰鸣，工人们正操作着设备，将竹

子加工成竹筷、烧烤签等。门口，不时有大卡车

将山上的竹子运进来，断料区附近堆放了成百

上千根楠竹。

“太长线改造好后，10 多米长的大挂车可以

开进来，一次能拖几十吨，村民们砍伐竹子干劲

更足啦。”长冲村党总支书记赵文介绍。

今年 5 月，全长 30.37 公里的太长线完成提

质改造，顺利通车，不仅方便了沿线数万群众出

行，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幸福路”“致富路”。

堵心：路窄弯急事故多

太长线是连通醴陵明月镇、攸县丫江桥镇

的必经之路，贯穿龙门镇境内 9个村。

在提质改造前，太长线路面很窄，最窄处仅

3.5 米。因年久失修，部分路段路面损害严重，两

车交汇时难以通行，让人堵心；道路弯道多且

急，许多地方是直角弯，而拐弯处有凸出的石壁

遮挡视线，影响行车安全。

“过去，这条路每年都会发生交通事故。”赵

文介绍，长冲村比较偏僻，山高陡峭，长冲村段

是太长线中最长的一段，有 7.62 公里，曾经有人

开车从 20米高的地方掉入河里。1998年，赵文也

曾因路况不好，骑车摔成肝脏出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路还是泥沙路，骑车

总是打滑，2010 年左右升级成了水泥路，但还是

窄，开车只能慢慢来，去一趟渌口镇至少要 1 个

半小时。”长冲村一些老人介绍。

狭窄老旧的道路不仅给村民出行带来不

便，也影响了当地农产品走出大山。还有些投资

人看中龙门镇良好的生态环境，却因道路问题

而放弃投资。

拓宽改造太长线，成了当地政府、村民的共

同期盼。

决心：投工捐资热情高

改造迫在眉睫，可这么长一条路，路面从 3-
4 米拓宽至 6-8 米，造价上千万元，钱从哪来？若
向上级申请等着列入省市相关改造计划，又不
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自己先干起来！2019 年初，太长线拓宽改造
工程满票入选龙门镇当年重点实施的民生实事
项目。

在镇党委、政府的引导下，太长线涉及的 9
个村，每个村都召集村组干部、党员代表、村民
代表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修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如果要占

我家的田地或损坏青苗，我不要补偿！”长冲村

老党员、老村支书龙振兴第一个站起来表态，并

捐资 1000元。

“我支持，路修好了，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少

了，也不会总是出现交通事故了。”花冲村村民

黄昌说。

当村组长找到狮凤村村民赵白余，表示修

路要砍掉他种的 40 多棵杉树时，这位 80 多岁的

老人丝毫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村民大会上，150 名村民参与讨论后全票

通过了修路提案。”李家村党总支部书记贺靖介

绍，村民热情非常高，纷纷表示会全力配合，让

项目顺利完成。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村民的行动感染

了一些在外地工作或经商的老乡，老乡闻讯也

纷纷捐资助力。

为更快更好地推进项目，龙门镇成立了修

路总指挥部，9 个村分别成立了项目分部。2019
年 3月 1日，项目正式开工。

“我们每天发布施工任务，党员、组长带头

报名，有时间有条件的村民积极参与。”赵文介

绍，长冲村共征集到农用车 17 台，用于拖运土

石。大家不仅义务做工，还自己带饭带菜，把修

路当做自家的事对待。

花了 1年左右时间，以拓宽路基为主要内容

的提质改造工程完工。经发改部门立项，2020 年

12月 6日，太长线改造项目一期正式启动。

舒心：好项目纷至沓来

今年 5月，太长线提质改造工程全线竣工通

车。“这是渌口区目前唯一一条三级公路，路基

宽 7.5米，路面宽度 6.5米，路面面层结构为 10厘

米厚沥青混凝土，无论是结实度，还是美观度，

都得到大幅提升。”渌口区交通事务中心农村公

路股股长严志介绍。

道路的拓宽提质，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2019 年和 2020 年，龙门镇连续成功举办两

届全国友好城市滑翔伞邀请赛，花冲航空滑翔

伞基地成为标志性旅游景点。2021 年，该村又引

入了露营基地云由·星云美宿。

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美的自然环

境，2022 年 5 月，花冲露营基地吸引湖南卫视

《花儿与少年·露营季》栏目组来村取景拍摄。

有了“明星效应”的加持，露营基地流量暴增，

游客纷纷来体验“在森林中听蝉鸣鸟叫，在清

晨赏万丈霞光”的乡村韵味。越来越多的人在

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分享花冲美景，云由·星

云美宿也成了花冲村一个闪亮的招牌，2022 年

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12.4 万余元。

长冲村借此机会建成越野赛道 10公里，湘·

雄鹰越野俱乐部和株洲猎鹰越野俱乐部经常来

此开展户外越野活动。该村针对目标客户，将

闲置的房子改造成长冲大院，提供游客用餐和

住宿休闲，有效带动了当地农产品消费。

“现在从村里去渌口镇的时间缩至 50分钟，

村民、游客来回的路程和时间缩短了。”龙门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家骏介绍，更喜人的是，在

长冲片区，来了太湖风电场等 3 个省重点项目，

投资都在 5亿元以上，“未来，通过大项目和产业

的带动，更多老百姓将实现家门口就业，把日子

过得更红火。”刘家骏说。

焕然一新的“太长线”。 曾俊敏 摄

太长线“变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