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台·时评 责任编辑：邹家虎 美术编辑：王 玺投稿邮箱：ttsp2017@126.com

责任编辑：邹家虎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杨 卓

2023年10月19日 星期四04 智库·理论 投稿邮箱：zzrbxclt@126.com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

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为我们大力

推进以文兴县、文旅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

前进方向。

炎陵的第一资源是文化，第一产业是文旅。这里

集“古、红、绿、彩”文化资源于一域，属全国罕见、全省

唯一。近年来，炎陵县委、县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和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文化

产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文兴县有高度。坚定不移走绿色崛起、

融合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科学编制文化事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打造“文旅康养基地”为总

揽，以培育“古、红、绿、彩”文化品牌为抓手，着力建

设世界知名的“寻根祈福目的地”和全国一流的“红

色研学目的地”“生态康养目的地”。

——以文塑旅有热度。获评全国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试点县、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建设试点

县，连续两年跻身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

成功举办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大会、中华茶

祖节等各类大型节会活动，在海内外同胞中引发强

烈反响。

——以文惠民有温度。2 次荣获“全国服务农

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成功创建湖南省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县有民宿、农家

乐 500余家，年营收超过 3.2亿元，带动 9000余名从

业人员人均年增收 1.8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排名全市第一。

当前，党中央、省委、市委围绕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出了一系列重

大举措。炎陵以文化产业赋能高质量发展、振兴革

命老区，其势已成、其时已至。我们将保持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着力在株洲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一、围绕全域化发展抓规划引领。落实《炎陵县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炎陵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坚

持系统观念、全域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第一，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眼于全域旅游的全局性、

空间性、带动性、整合性和共享性，把炎陵作为一个

大博物馆、大景区、大花园来打造，有效解决布局分

散、“分割”明显、效益不高等短板。到 2025年，成功

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2亿元，旅游产业增加值达到

20亿元，文旅产业综合收入突破120亿元，文旅市场

主体达到200家，带动就业超过5万人。

二、围绕体系化推介抓文化传播。文化是旅游

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加大炎帝文化、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自

然生态文化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力度，提高传统村

落、民族村寨建管用水平，办好“海峡两岸神农文化

交流大会”、第二届株洲旅游发展大会等重大节会

活动，创办炎帝神农中医药发展国际论坛，擦亮“祭

祀炎帝陵典礼”“水口连队建党”“毛泽东在炎陵”等

文化 IP 品牌，切实把散落在井冈山西麓、罗霄山脉

中段的每一处历史文化遗产、革命文物遗址、名城

名镇、古村古树规划好、保护好、利用好。

三、围绕优质化供给抓项目建设。围绕消费需

求和文旅发展趋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高起点谋

划、高水平建设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文旅项

目。重点是加快推进总投资超过 200亿元的炎帝陵

农耕文化园、神农谷温泉康养度假区、远山蓝森林

康养基地等 80 余个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建设黄桃

小镇、中医药小镇、红色小镇，开发一批健康养生、

户外运动、休闲疗养、文化体验、田园观光、生态度

假旅游项目，打造一批有体验感和获得感的“消费

打卡地”，全域提升“吃、住、行、游、购、娱”优质供给

力，让炎陵有更多“不得不去”的地方、“不得不买”

的产品、“不得不体验”的生活。

四、围绕普惠化发展抓群众增收。把文化旅游

产业作为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重要载体，牢牢把

握旅游为民、旅游惠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完善群众

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农

产品加工、农家乐接待、精品民宿开发、传统手工艺

制作、旅游务工等，引导群众参与到旅游产业发展

中来。同时，大力实施文化惠民活动，在传统文化中

注入时尚元素，打造湘赣边桃花节、杜鹃花节、瑶族

盘王节、畲族三月三节等“爆款”民俗节会活动，让

群众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更多的收益。

五、围绕多元化投入抓工作保障。把文化旅游

事业摆在全县中心工作的重要位置，健全党委政府

领导、多元投入的支持保障机制，县财政每年统筹

1 亿元支持文旅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落实用地、

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方面惠企政策，构建“大旅

游”工作格局。积极招引大企业、大集团尤其是在旅

游行业中有经验的企业参与旅游开发建设，深化

“院县合作、校地合作”，探索景区“所有权、管理权、

经营权”相分离的运行模式，发挥县民宿产业协会

作用。加强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一支会策

划、懂经营的专业化旅游人才队伍，培养一批乡村

文化和旅游的“土专家、田秀才”。

自长株潭都市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省市共同谋划，三市协同奋进，在打造“三

个高地”上率先突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引领示范，成为了湖

南高质量发展引擎和全国重要增长极。进入新

发展阶段，株洲应一如既往地坚持自立自强，

主动融合融城，聚焦重点发力，扬优势补短板，

在长株潭都市圈建设中找准目标、定位和突破

口，主动担当作为，坚守融合发展、协同发展和

错位发展，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

献株洲更大力量。

坚持城市错位发展，在互助中
培育国际化制造名城，力促城市品
牌强势出圈

“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是株洲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加快实现

“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的具体体现。培育制造名

城与打造中国动力谷一脉相承，与长沙建设

“全球研发中心”等既唇齿相依又各具特色，在

互助中坚持城市错位发展。一要主动对接，进

一步共建融城交通圈。以形成高铁、轨道、高速

公路、城际快速道路、高等级航道等协调发展

的立体交通网络为目标，加快长株潭城际轨道

建设，株洲段延伸至渌口、醴陵，促进长沙地铁

与株洲高铁西站接轨，逐步完善域内交通网络

和提升交通枢纽能级，将“制造名城”全身融入

都市圈。二要发挥优势，加大制造名城城市品

牌建设。在“中国·动力谷”区域品牌的基础上，

全力打造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动力强劲、享有

国际盛誉的“动力城”和创新发展引领、产教融

合示范、区域融城先导的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职教城”，全面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

核心竞争力，借助长沙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

之势，携手强势出圈。

坚持产业错位发展，在互补中
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力促制造品
牌唱响全球

目前，株洲已经有良好产业基础，发展势

头强劲，有一定的创新优势和创业优势，也存

在规模短板和结构失衡，应在都市圈产业互补

中推进差异化发展。一方面，在战略上布好局，

以产业同兴为目标，推动三市共同签署《长株

潭全面推进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

坚持产业优势互补，尽快组建长株潭先进制造

业产业联盟，合力推动产业协同，共同打造一

批世界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共建

长株潭都市圈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错位发

展、优势互补、特色明显、协调联动、相互配套

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在关键处

落好子，牢记“创新是第一动力”，围绕“3+3+

2”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出一批品牌知名度高、

核心竞争力强、行业带动性大、综合实力和创

新能力全国领先的创新型龙头企业，推动轨道

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先进硬质材料等优势

产业加强引领性技术创新，鼓励电子信息、新

能源、高分子新材料等战略产业加强颠覆性技

术创新，帮助服饰、陶瓷等传统产业加强开放

性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的全球影响力和领跑力。

坚持教育错位发展，在互动中
推动职教体系全面优化，力促人才
品牌特色凸显

近年来，长株潭三市以学校为桥梁，以教

育资源为纽带，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加快推进

长株潭都市圈教育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实现

教育资源共享。在长株潭都市圈现代教育体系

中，长沙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有明显优势，株

洲职教教育也有鲜明特色。株洲产业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离不开职业教育，人才品牌蕴含“产

业”和“职教”双重色彩。随着长株潭都市圈教

育一体化深入推进，株洲职教教育必须尽快充

分共享长株潭都市圈职教资源，全力构建现代

职教新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把专业

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搬到生产线旁，促进产

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衔接，培养更多能工

巧匠、湖湘工匠、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对接

长株潭都市圈产业布局，打造一批国家级、省

级产教融合型基地，建立教学科研协作机制，

制定卓越教师联合培养计划，培养一批产教融

合领军人才和产业导师。

坚持创新错位发展，在互促中
扩增“厂所结合”创新优势，力促创
新品牌再创辉煌

多年来，在共建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过

程中，长株潭都市圈创造了“长株潭自主创新

现象”，建强了战略科技力量“国家队”、培育了

三市创新“共同体”、构筑了科技型企业“蓄水

池”、打造了科技人才集聚“新洼地”、优化了科

技成果转化“生态圈”。坚持创新同为是赓续长

株潭自主创新现象、共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和共同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株洲也形成了

“厂所结合”创新优势。立足新发展阶段，株洲

应坚定创新错位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主体

的创新策源能力，聚集高素质创新人才，健全

区域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搭建开放式创新平

台，充分发挥“厂所结合”创新优势，大力实施

新型科研机构增量工程、高层次高素质科技人

才集聚工程、“卡脖子”联合攻关工程、智能化

创新网络共建工程，放大“1+1＞2”的创新效

益，及时、高效促进转化科研成果，突破“卡脖

子”技术和催生“杀手锏”技术，实现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可控，解决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问

题，勇担打造“三个高地”重大使命。

坚持消费错位发展，在互享中
共建统一大市场，力促文旅品牌魅
力闪耀

后疫情时代，共建统一消费大市场是长株

潭都市圈的重大任务之一。其中，建设长株潭

都市圈文旅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完整的文旅

内需体系，扩大都市圈文旅内需，尤为重要。在

共享中，构建长株潭文化旅游圈，促进长株潭

三市的文化旅游集群发展，合力打造节假日

“湘江文旅经济带”和“3＋5”长株潭国家级文

旅经济城市群；共建湘赣边区文化旅游协同发

展示范区，签订和落实《湘赣边区文化旅游协

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促进湘赣边区域

政府、文化旅游企业和社团全方位深入合作，

共同推动文化旅游业协同发展；在错位上，紧

紧围绕“中华始祖炎帝、世界制造名城、千年瓷

都·天下醴陵和红色根据地”文旅主题，充分发

挥株洲产业特色和人文优势，打造集红色、古

色、蓝色、绿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品牌体系，展

现株洲独特的文旅品牌魅力；大力发展夜间文

化旅游，开发差异化旅游商品与特色夜间消费

产品，开展一批常态化、特色化的夜间文旅特

色体验活动，提供一系列“必看”“必吃”“必玩”

“必买”的文旅产品，努力把株洲打造成为“神

农福地、制造名城”驰名旅游目的地。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本文系株洲市社科重点课题“长株潭都

市圈背景下株洲多方位错位发展路径研究”的
部分成果）

株洲在长株潭都市圈中
错位发展的五维路径

赵先辉 钟荣丙 李青利

深入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古红绿彩映大道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中共炎陵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近日，有博主发帖分享“自创

旅游省钱过夜小妙招”——可到

医院急诊室挂号留宿，30 元就能

舒服安心过一夜。没想到激起一

众网友的口诛笔伐。

“急诊是生命通道，儿戏不

得。”“省钱不丢人，但不能丢了原

则和底线。”……从网友的一众留

言中不难看出，大多数人都对这

种无端占用和浪费医疗资源的所

谓“妙招”嗤之以鼻。还有网友一

针见血指出，想出这样没底线的

馊主意，还发帖分享吸睛，这种用

损招收割流量红利的种草笔记，

该治一治。

最 近 几 年 ， 通 过 文 字 、 图

片、短视频等形式，自发向用户

分享吃、喝、玩、乐各方面心得

与攻略的种草笔记迅速兴起。但

是，“流量为王”的注意力经济

时代，逐渐演变成为博主对流量

的扭曲追求，“黑红也是红”的

准则大行其道，一些脱离了遵纪

守法的轨道，博眼球、无下限的

内容跃然“帖”上，向社会散播

“毒气”，传递负能量。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今年 3

月，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从严

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其

中就明确要从严整治“自媒体”造

热点博流量，发布争议性、误导性

言论煽动对立、撕裂社会共识的

行为。因此，面对这些“乱花渐欲

迷人眼”的种草笔记，平台不能做

甩手掌柜，必须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对一些明显悖离社会公德、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帖子予以审核

拦截甚至封禁账号；广大网民也

要擦亮眼睛，坚决抵制那些“毒”

草笔记。如果大多数网友都能像

对待“急诊留宿”这样的帖子一

样，针锋相对予以批评与驳斥，类

似的“毒”草笔记也就没有了生存

空间。

【还消费者一个舒适安宁的电信环境。】

正开着会，或者午休，突然接到来

电，接起来发现对方是个智能客服 （AI客

服），心情顿时烦躁……许多人都有过类似

经历。类似的智能客服在众多消费行业兴

起，给消费者带来极差体验。如何对其进

行规范整治，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近年来，智能客服因为成本低、效率

高、拓客能力强，被广泛应用于电商平

台、金融房产、物流通讯、消费旅游等行

业。央视曾在 3·15 晚会中披露，相较于

人工一天两三百的电话拨打量，机器人一

天能打 5000个电话。

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简直是灾难般的

体验。有消费者反映，自己一天能接到四

五个智能客服电话。

智能客服看似可以帮企业降本增效，实

则牺牲了消费者体验，打扰了消费者安宁。

再者，当有对促销信息感兴趣的消费者出现

时，智能客服对他们提出的疑问又会开启

“智障”模式，出现答非所问、不解人意等情

况，以至于最终的推广效果被打上问号。

好的产品和服务，应该让人有如沐春

风之感。智能客服作为一种新的推广渠

道，究竟如何用好用到位，既有推广效

果，又不让人生厌？值得商家认真思考。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采取技术手段规范

信息通信企业的市场经营行为，维护良好

的市场秩序和用户合法权益，真正让智能

客服不再强人所难，还消费者一个舒适安

宁的电信环境。

【每个人的言行既是被检验
的对象，也可以是示范的引领。】

熊孩子吵闹、高声打电话、视

频 声 音 外 放 、邻 座 无 休 止 交 谈

……乘坐高铁时候的不文明现

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对此，

中国铁路官微发布的最新一则消

息引起了热议，消息称京沪、京

广、成渝高铁等部分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上设置了静音车厢。

何谓静音车厢？乘客方面，使

用手机要求不外放、调震动、戴耳

机，打电话或交谈要离开车厢，看

管好小孩等；高铁方面，报站音量

降至 30%至 40%，餐服人员不作商

品服务介绍。总的来说，静音车厢

的推出，可以说是铁路部门“对症

下药”，为提升乘客的旅途体验、

避免因噪音发生冲突的一项创新

文明之举，彰显了其人性化、精细

化的现代服务意识。

规范已立，贵在遵守。在笔

者看来，公共交通工具本就是特

殊的公共场合，每个人身在其

中，就需要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

和公序良俗。无论是否身在静音

车厢，都应该保持相对安静不干

扰他人，这是现代人应有的文明

规范。

眼下，株洲的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在即，考

验的便是细节功夫，每个人的言

行既是被检验的对象，也可以是

示范的引领。这就需要每个人常

怀“礼尚往来”之心，共同成为文

明环境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正如

这静音车厢的设置，便是一种对

文明乘车的“发声”和示范，引领

文明向上的新风尚。

【对企业“问诊把脉、对症下
药”，先要治企业“躺平”的毛病。】

近日，我市曝光了三季度全市

41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究其问

题清单，除了大部分存在消防设

施、设备缺失或失效等硬件问题，

在一些单位自查隐患“零报告”中

也发现了不少猫腻。

企业自查自改是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一环，可总查不出隐患，

行业主管部门带专家一查，就揪出

问题一箩筐。这种情况在这些隐患

单位中都有不同程度存在。

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企业缺

乏能查问题之能人，一些企业为

了 经 济 效 益 ， 压 缩 人 力 资 源 成

本，不聘用有真本事的安全员，

导致隐患即使摆在眼前却看不出

来；另一方面，执法监管部门在

推行“专家帮查”机制时，没有平衡

好授人“鱼”还是“渔”的问题，把有

些企业养成了“懒汉”。“正好有人

帮我查，吃现成的不更好吗？”“一

到 检 查 ，就 在 册 子 上 做 做 样

子。”……抱着这种思想的企业逐

渐形成“等靠要”习惯。

笔者认为，对企业“问诊把脉、

对症下药”，先要治企业“躺平”的

毛病。企业要完善“吹哨人”制度，

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引导一线员工

依法举报企业问题隐患和整改不

落实行为，通过典型执法案例和约

谈警告、立案查处、停产整顿、顶格

处罚等手段，释放警示威慑涟漪效

应，让企业负责人对隐患整改心生

敬畏。监管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

时，要真正做到“授人以渔”。该由

企业完成的工作，必须督促做好做

实，同时，教授其方法和要领。

【一道菜中所包含的，是文化
的一脉相承，是人与人情感的交
汇碰撞。】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株洲美

食进北大活动举行，29 道株洲特

色菜走上了北京大学的餐桌，让

更 多 北 大 学 子 在 美 食 中 了 解 株

洲、爱上株洲。如今，“跟着味蕾

去旅行”日渐流行。“你会因为美

食喜欢一座城市吗？”在一次网络

调查中，超八成网友选择“会”。

今年以来，株洲在积极尝试

以美食助力城市“出圈”。前不久

的“攸县十大名菜”评选，吸引

了 1.3 万 人 到 现 场 品 鉴 ；《去

“湘”当有味的地方》 节目组来株

洲打卡，助推了株洲美食出圈；

醴陵举办首届炒粉节活动，3 天

接待了游客 78.3 万人次。这些都

充分说明，以美食为媒，打造城

市品牌，大有可为。

“千篇一律”很难突围，“各

具特色”才能蹚出新路。在各大

城 市 纷 纷 打 出 “ 美 食 牌 ” 的 当

下，发展地方美食，不仅仅要打

造一流的服务和风味，更要讲好

美食背后的故事，真正让来客美

食在口，故事在心。

株洲美食文化源远流长，茶

陵祖庵家菜是湘菜鼻祖，炎陵白

鹅、攸县香干、醴陵小炒肉等美

食闻名遐迩。近年来，株洲院子

餐饮美食在全国引领潮流之先，

广受好评。

这些美食元素中，所蕴含的

地 域 特 色 、 文 化 传 承 、 饮 食 习

惯、烹饪技艺等，都代表着城市

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值

得深入挖掘，让人们在追求舌尖

体验的同时，感受到不同地域的

风土人情。

《舌尖上的中国》 里有一句台

词，“城市变得极为相似，唯一不

同的就是楼宇森林之间烹饪的食

物和空气中食物的香气。”一道菜

中 所 饱 含 的 ， 是 文 化 的 一 脉 相

承，是人与人情感的交汇碰撞，

讲好美食背后的故事，株洲还需

继续努力。

AI来电，不胜其扰。漫画/左骏

“静静”也是一种文明的声音
易蓉

生产安全拒“躺平”
马文章

讲好美食背后的故事
周蒿

共同对“毒”草笔记说不
侯德怀

让消费者免受AI电话之扰
任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