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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 之石

·茶陵篇

未未解解CC位之谜位之谜
——株洲县区发展大型新闻调查之七株洲县区发展大型新闻调查之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陈洲平

明朝茶陵籍宰相李东阳，“高才绝识，独步一时”，在其主持下，中国历
史上产生了第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诗派——茶陵诗派，文史留名。

青年毛泽东，三进三出茶陵城，缔造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让这个湘赣
边重点县、模范县彪炳党史。

“站C位”，无论是战略布局，还是内心呼喊，茶陵人向往已久。
然而，云卷云舒，抱负始终未尝如愿。即便近年来茶陵多次提出打造湘

赣边中心县，发力建设湘赣边界交通中心、特色产业集聚中心、文化旅游休
闲中心、现代服务业暨商贸物流中心，距离“中心县”的目标仍有不少距离。

论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偏居一隅、底子薄弱的茶陵，目前似
乎与中心县难以匹配。

但写在《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的蓝图，谁能断定这是“达到不了的远方”？

厚重的人文历史，时常令茶陵人骄傲。

洣水河畔，矗立着一段沧桑的古城墙，

脚踩青砖，手拂垛堞，仿佛见到先人们不畏

艰难、热火朝天筑城的场景。不远处，昂首而

卧着一座南浦铁犀，历经近 800年风雨，已升

华为茶陵人的精神图腾。

素有“一州形胜雄三楚，四相文章冠两

朝”美誉的茶陵，是“中华诗词之乡”，其中以

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更是在中国文学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茶陵一中旁边

的进士长廊、洣江书院更是彰显了茶陵的古

老文化底蕴。

1927 年，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茶陵县

工农兵政府，就诞生在洣水之滨的那栋小屋

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那

段艰苦的岁月里，5 万多茶陵人为革命前赴

后继，英勇献身，正式追认在册的烈士有

5301人，授衔的将军有 25人，茶陵被誉为“将

军县”，还有红军村、“湖口挽澜”旧址……茶

陵也纳入了全国第八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

的重要节点。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说不

完的历史故事。在株洲所有县区中，茶陵的

文化家底最为厚重。

然而，尴尬在于，如此领先的先天文旅

优势，在文旅消费一路高涨的今天，茶陵并

未分得太多蛋糕。

背后原因，令人叹息。

红色景点未连成线，经营开发乏力。外

地游客来茶陵，大多是去工农兵政府旧址、

红军村，其他景点很少去玩，这种“蜻蜓点

水”的旅游，只把茶陵当做中途站，不会住

宿，未能拉动经济消费。

红色资源未加整合，动能未能转换。茶

陵档案馆中珍藏着 100多首不同时代的红色

歌谣，那是五十年代起，经过党史专家、学

者、文化界人士抢救、搜集、整理、采写的心

血之作，可惜被束之高阁。

此外，茶陵湘剧团是全省仅存的两个县

级剧团，其作品可圈可点，如《洣水魂》获得省

“五个一”工程奖；如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云阳壮歌》。与之相对的是，却缺乏类似

《韶山印象》《沂蒙印象》等标志性实景歌会。

“红色旅游取消门票收入后，主要靠国

家、省财政资金投入，投资渠道和投资量有

限，诸如‘湖口挽澜’遗址、陈韶旧居等红色

景点，修复缓慢、陈设单调，没有看点。”茶陵

一位政协委员直言不讳。

除了文旅外，交通区位是茶陵打造湘赣

边中心县的另一大优势。茶陵境内有醴茶、

衡茶吉两条铁路，衡炎、茶常、武深、泉南 4条

高速公路，G106、G322 两条国道，融通湘赣

闽，连贯湘桂粤，是株洲唯一既有铁路客货

运站的县。尤其是 2014 年开通的茶陵南站，

是湘赣边的三等站，等级较相邻的攸县站、

炎陵站要高。其交通区位在湖南与江西交界

的县市区中优势明显，与醴陵、浏阳、平江难

分伯仲。

早在 2012年，茶陵提出了利用交通区位

优势再造新区的打算，南站新区列入了当年建

设项目规划方案：以火车南站广场为中心，按

照“同心圆”结构，周边规划建设商贸、物流、商

务、娱乐等产业集中区，开发建设再造一座茶

陵新城，打造湘赣交通枢纽和商贸“新贵”。

诚然，这样的战略规划具备一定前瞻

性，但现实是，经过茶陵南站的车次不多，客

流量不大。新区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周边

商贸、娱乐等设施缺乏，联通县城公共交通

较落后。

有权威人士透露，早些年，为了将老火车

站打造成湘赣边铁路物流中心，茶陵煞费苦

心，赴醴陵、赣州等地考察，与铁路部门反复

沟通，后不知为何，项目“夭折”，没有下文。

云阳山国家森林公园，峦、岩、泉、瀑俱

全，风景秀美，文化底蕴深厚，早些年提出创

建 5A景区，至今仍在路上。

打造“中心县”，归根结底要

把产业基础筑牢，否则无异于水中

捞月。

先看传统农业。1995年，界首镇独岭坳大

溪文化遗址被发掘，出土了若干粘有水稻颗粒，

说明早在 7000 年前茶陵就开创了农耕文明、稻作文

化，直接将株洲地区先民人工栽种水稻的时间前推了至

少 2000年。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在茶陵召开全国现场交流会，

2700 多位嘉宾参观学习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经

验。如今，茶陵拥有 3家国字号龙头企业，11家省级农业龙

头企业。是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县、冷链仓储全国示范县，今年还入选第四批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

然而，从全县层面看，茶陵农业依旧难以跳脱出“有高

峰没高原”的现状。

“茶陵农业有一些特色亮点，具备了迈向农业强县的

条件，但现代化水平还不高，品牌建设也不强。”县委书记

邓元连清醒地意识到，并在今年的三级干部会议上直言

不讳。

“茶陵三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历史悠久，声名远

扬，但产业链条不长，品牌建设乏力，缺乏规模生产，仍是

“小打小闹”。

作为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县，历史上的云雾茶、六

通庵茶、花石潭茶享有盛名。为了做大做强茶叶产业，茶陵

喊出了“千年国饮，始于茶陵”口号，然而不论市场份额，还

是知名度，与相邻县市仍有差距。

前些年，招商引资打造的“中国名茶汇”项目，期望集

聚茶类顶级知名品牌，构建“茶叶知名品牌展示及交易中

心”。然而十年过去了，如今沦为餐饮区，茶叶品牌店屈指

可数。

为湖南人所熟知的“茶陵黄牛”，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如今仅一家公司在经营，且处于初加工阶段。

2020年落户的湖南果月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果蔬

冻干加工为主的企业。公司创始人付正德告诉记者，落户

茶陵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果蔬资源，但如今本土产品供应

份额仅占 40%，究其原因是规模化种植程度低，供应稳定

性差。

再看工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喷灌机是茶陵工业的

一张闪亮名片，远销东南亚和非洲。

改革开放催生的茶陵经开区，起初功能定位模糊，“揽

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建材、食品、服装等，产业可谓五花八

门，园区面积不大，后经过调整梳理，腾笼换鸟，确定以电

子信息、高端服饰两大产业为主，结束了曾经混乱无序的

产业发展模式。

它也有着中部小县园区的“通病”，即科技含量不高、

大多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环节、产业链条不长。

醴陵经开区有 321 家规上工业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

业占了 144家。而茶陵经开区现有企业 150余家，高新技术

企业仅 4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仅 1家。

制约因素依存。随着入园企业的增多，园区供地成了

难题，新园区基础设施有待改善、老园区企业安置不合理

制约发展、园区腾笼换鸟难度大……相较于已成规模、具

有特色的三园区，一、二园区发展更新和发展仍然存在一

定问题。

“最开始我们落户在茶陵经开区二园区，一年后厂房

就不够用，只好再次搬迁到三园区，期间设备搬迁、新厂房

装修等工作麻烦。”一位电子信息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

聚集效益欠佳。“终端产业链，才是产业聚集的引力核

心，才是创新的高地。”茶陵经开区相关人士说，相比浏阳

的烟花、醴陵的陶瓷，都是终端产品，能吸引配套企业入

驻。园区企业多是电子信息零部件生产企业，配合度较低，

聚集效应差，科技创新也不高。

去年，茶陵县吹响了打造“三个高地”的号角，县委

县政府将目光聚焦于央企，借助其力量“打造欠发达地

区先进制造业高地试验区”，先后与中车株洲所、中车

株机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次邀请央企专家园

进园入企把脉问诊，期望推动产业升级。今年促成了 3

个县域企业与央企合作，攻克了石墨烯发热材料制备

关键技术、微网储能 353KWh 系统、大载重无人机轻量

化设计等多项科研难关，开创了“央企带县企”合作新

模式。

不可否认，携手央企谋发展，为茶陵园区企业注入了

新动能。可是，园区根基较弱、沉疴较多，且与央企合作时

间不长，县域企业能否满足央企的要求，加强配套，还有待

观望。

中心县，需要“人气”。这些年，茶陵在“人气”方面下足

苦功。

打造湘赣边高人气文旅集散中心、高水平医疗中心、高

品质冷链物流中心“三个中心”，推动四个街道融城等举措，

剑指湘赣边新城。

其中，医疗中心功能初见端倪。2021 年开始，茶陵县级

医院“联大靠强”，先后与湘雅医院、省人民医院等联手打

造医联体，借助省级医疗力量提升医疗水平，获得居民一

片赞誉。

吊诡的是，近两年茶陵三家公立医院的接诊数据显示，

来茶就医的其它湘赣边居民仍不多，原因何在？

“来茶帮扶的医生不多，看病不一定能挂上专家号，且

医疗设备比省里差，所以我更愿意去湘雅医院做复查。”去

年，在湘雅附二医院做过甲状腺切除的王莉，如今每季度去

长沙做复查。

“合作期限 5 年，想培育医疗高精尖人才，时间恐怕不

够，我们只能将重心放在提升医疗规范化水平上，这才是医

疗发展的基础。”湘雅医院第三批进驻茶陵医疗队队长、普

外科专家贾泽明说，后续期望通过更深合作提高县域医疗

水平。

医疗之外，就是商贸，而这，更是茶陵人心中的痛。

工业品市场是茶陵最大的综合市场，基础设施不全、场

地狭小局促、功能配套欠缺、物流服务落后。这个小有名气

的市场，难以吸引更多的湘赣边居民前来购物。

如何改变窘境，茶陵一直在尝试。2018 年，在洣江街道

打造新农·湘赣农产品批发市场，计划建设湘赣边干辣椒集

散中心，但项目投产日期“一拖再拖”，至今仍未运营。

去年，居然之家茶陵店开业运营，100 多个国内外大品

牌入驻，然而一年过去了，生意不温不火。

“周边配套不足，不是复合型商业综合区，物流配送也

不方便，也担心产品售后服务。”近日，从外地来茶陵探亲的

刘女士逛完商场后，遗憾地说。

除了医疗、商贸，文旅发展也有些疲软。云阳山创建 5A

景区没有实质进展；乡村旅游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少农村旅

游项目得不到维护，民宿开发“养在深闺无人知”，如大龙

村、春风村等地民宿建设一言难尽。

祖庵家菜，是湘菜千年脉络中重要的分支，央视曾以

《茶乡访古 湘菜寻源》专题报道。早些年，为了弘扬这份产

业，茶陵出台过文件，举办过祖庵美食节，评选过祖庵家菜

示范店和名厨师，如今祖庵美食节停办多年，难觅踪影。

茶陵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茶陵一中曾是省立二中，其

打造的“二级教学辅导法”，曾风靡一时，吸引省内外学校纷

至沓来参观取经。由于诸多原因，近年来，茶陵教育有点式

微，不少生源外流。

好在县领导和教育部门意识到了这一窘境，多方发力，

靠大联强，期盼重振雄风：茶陵一中与华中师大“联姻”，打

造优质生源基；茶陵职专与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合

作，促进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但效果有待观察。

茶陵是体育强县，获评全国体育先进县，还多次被评为

全国基层群众体育先进县，尤其是举重、田径项目，其选手

多次代表国家省市参赛获得过不少荣誉。近几年，“万步有

约”健走激励大奖赛活动有声有色，在全国多次获奖。体育

工作也不乏创新之举，如聘请体育老师作为指导员，深入基

层体育场所，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居民，提升幸福指数。

可遗憾的是，大多赛事很少邀请外地选手参赛，影响未

“出县”。

千年茶陵，何时建成“湘赣边中心县”，人们期盼着、等

待着。

郸城县：
豫东“明珠”
焕发光彩

郸城县地处豫东平原，无山无矿，一马平

川，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 年摘帽。作为传

统农业大县、两省交界县，郸城与茶陵有太多

相似之处。10 年来，郸城县抓住机遇，奋力崛

起，而今成为豫东开放高地。

深耕现代农业，打造农业强县。2022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河南周口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该示范区位于郸

城县。这个示范区何以选择郸城县？回眸这十

年，郸城县高质量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特别

是 2019年至 2020年，共投入 3.86亿元，建设高

标准农田 21.5 万亩，传统农区由会种田变成

了“慧”种田。全国、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会在郸城召开。

打造医疗集团，做优医共体服务。近日，在

河南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专题新闻发布

会上，郸城县作为先行试点在大会上典型发

言。其实，早在2019年，郸城县就被命名为全国

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该县以县

级公立医院牵头，联合全县乡镇卫生院、民营

医院组建了4个医疗健康服务集团，采取行政、

人事、业务、财务、绩效、药械、信息“七统一”策

略，实现管理统一、服务同质、责任共担、利益

共享，为河南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操作、可推

广的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加大教育投入，擦亮教育新名片。2012

年，邯郸县巴集一中仅有 5 个班级，随着教育

投入的不断加大，目前发展到 21个班级，在校

学生 1400人。班班都有多媒体，开设了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教育均衡

发展带来的红利。这是郸城县教育发展的一

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郸城县每年拿出财

政收入的 30％，支持发展教育，开展各类师资

力量提质培育活动，10年来有近 400名学子考

入清华、北大。

1 道不尽的厚重
看得见的短板 2 高峰有了

高原在哪

3 医教文体
写好“出圈”启示录

游客在茶陵县工农兵政游客在茶陵县工农兵政

府旧址宣誓府旧址宣誓。。 张东升张东升 摄摄

湘 雅 专 家 在 严 塘湘 雅 专 家 在 严 塘

镇湾里村义诊镇湾里村义诊。。

陈洲平陈洲平 摄摄

▲俯瞰严塘湾里。谭浩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