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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近日，2023

年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创评结果公示出炉，

全省 46 家单位入选公示名单，其中我市占据 3 席，分

别是：天元区普发生态农庄、茶陵县祖庵家菜文化园，

以及醴陵市横田山庄。

10 月 19 日发布的公示显示，经各市州初评和推

荐，省乡村旅游区（点）星级评定委员会组织检查验收

与专家会审，拟定46家单位通过2023年湖南省五星级

乡村旅游区（点），公示期为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天元区普发生态农庄坐落于天元区雷打石镇先

锋村，总投资 5200 万元，总占地 30 公顷，大部分用于

种植蔬菜、瓜果、花卉、树木及苗圃培育；也有养殖牲

畜、家禽，以及水产品的区域。农庄分特色文化区、农

家特色餐饮区、宾馆会务区、特色农产品购物区、民宿

服务区等，是集农业风情、种植文化、休闲观光等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观光庄园。

祖庵家菜文化园位于茶陵县高陇镇谭延闿故居，

园区总规划面积 6.7 公顷，内设祖庵荷花池民宿、“光

菜互补”采摘园、孝道亭等。该文化园集祖庵美食文

化品鉴、祖庵家菜厨艺培训、美食文化节主会场、游客

接待等于一体。

醴陵市横田山庄位于左权镇将军村，2015年开始

建设，是一家集休闲度假、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耕文

化展现、农业科普教育、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红色旅游

综合型休闲农庄。山庄内建有左家老屋、李明灏故居、

李铎艺术馆、湖南和平起义醴陵纪念馆、果蔬基地、特

色餐饮、特色民宿、休闲娱乐场所、康养度假胜地等。

这一段和煦、美妙的秋日时光，今天就

要结束了。

这一个转折，明天以多云转阴天有零星

小雨过渡，到了周三，随着一股冷空气到来，

北风吹起来，雨也会一阵阵继续下，气温跟

着下降。特别是夜里，在冷空气和辐射降温

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会降得更低。早出门的

朋友一定记得添衣保暖。因为冷空气的影

响，周五开始，最高气温又将至 20℃以下。

根据株洲的气候，10 月 10 日我们就进入

仲秋，这个时节一直持续到 11 月 5 日前后。

这 20 多天里，气温会降到 19℃以下，菊花也

会开放，大家期待的秋高气爽的日子应该也

会多起来吧，即使当下，我们又将回归到阴

雨天。

其实，不管盼或者不盼，四季轮回的脚

步总是按着它自定的规律，一步步不由分说

地向前走着。

有时，我觉得生活在株洲，四季还算分

明，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这样，我

们经常可以有各种念想，比如春花灿烂的日

子，可以想念秋日的梧桐叶满地；到了炎热

的夏天，又会期盼秋冬的寒冷脚步赶紧来

…… 一 季 一 季 的 更 替 ，让 生 活 多 了 许 多

乐趣。

（王娜）

今天 晴间多云 14～28℃

明天 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

16～27℃

后天 中到大雨 18～25℃

风力：2—3级

风向：北风

（市气象台10月22日16时发布）

19 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了 9 月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情况。

2023 年 9 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 286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03 人，其中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348人，占处理人数的 69.2%。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41 起，其中，在履职尽

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问题 131 起，占查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92.9%。

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145 起，其中，违规收送名

贵特产和礼品礼金 72 起，违规吃喝 25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 22 起，这三类问题占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

的 82.1%。

从查处级别看，厅局级 2 人，县处级 28 人，乡科级及以下

473人。 （据新湖南）

上个月，全省2名厅局级
28名县处级干部被查处

10月 21日，2023年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湖南株洲赛区预选赛暨第二届“海达杯”象棋公开

赛在渌口区开赛，百余名棋手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此次比赛分男女组，参赛选手中

年龄最小的 6岁，最大的 70岁，赛期两天。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10个省、市的 167位选手参加，其中株洲选手 54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曾钢 摄影报道

全国象棋业余高手对决渌口

株洲3地入选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

阴雨回归 气温下降
早上出门记得穿厚一点

本报推出重阳节特刊
名医谈老年保健

05-07

我市60岁以上人口超77万

株洲已是中度老龄化社会
04

1989年城区国营粮店分布图。

记者/伍靖雯 摄
1996 年 1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头版刊载株洲双季稻亩产过吨的好

消息。 记者/伍靖雯 摄

瞿永寿的研究成功攻克了降低水稻空壳率的世界性难题。记者/伍靖雯 摄

粮票，专属一个时代的记忆。

记者/伍靖雯 摄
当年人们吃饭的报销凭证 。

记者/伍靖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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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粒米有多重？株洲曾有多少家

国 营 粮 店 ？ 现 在 一 年 能 产 多 少 吨

粮食？

制造业基础雄厚的株洲，农业领

域的传承发展同样璀璨。1995 年，株

洲成为全国首个吨粮地级市；2010 年，

株洲在全省率先建立从中央到市县的

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去年，全市粮食产

量达 150.44万吨……这些数字，让丰衣

足食成为我们的平凡日常。

聚焦第 43 个“世界粮食日”，近期，

我市正以“节粮爱粮”为主题举办了粮

食文化展，吸引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到

市规划展览馆参观学习。

借此机会，我们一起来盘点株洲

“粮史”，回顾“粒粒皆辛苦”背后，一群

株洲人的付出。

国营粮店的峥嵘岁月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虽 然 湖 南 一 直 被 誉 为“ 鱼 米 之

乡”，但曾经的“靠天吃饭”，让粮食价

格并不稳定。上世纪 30 年代左右，为

了解决“洋米”倾销、谷贱伤农等问题，

当时的省政府决定向外输出湖南大

米，湖南与广东之间的谷米贸易得以

迅速发展。

此时，株洲凭借水运交通优势，稻

米贸易位居湘潭集镇商业之首，湖南

内陆腹地的谷米从株洲经由湘江运往

周边各地，粮商也纷纷在株洲大量开

设米厂、粮行。

新中国成立后，稳定民生、保障粮

食供应的重担落到了国营粮店身上。

在粮食文化展厅一角，一张“城区

国营粮店变迁图”，吸引了不少市民的

目光。

1950 年 10 月，为了平抑因夏粮歉

收导致的粮价上涨，我市在当时的解

放西街开设了首个国营粮店。

相关资料记载，“西街粮店”面积

不到 20 平方米，共有 4 名职工。店里

只卖大米，但销量逐月攀升，1951 年向

机关、学校、工厂及居民销售口粮大米

700 多万公斤，1952 年销售口粮大米

1100 多万公斤，平均日销售量达 3 万多

公斤。

1953 年 11 月，株洲执行统购统销

粮食政策，还规定全市的工业用粮和

商业用粮均纳入国营粮店销售，很快，

解放街、结谷街、钟鼓岭、上月塘等当

时的居民集中居住区，都陆续增开了

国营粮店。到 1992 年，城区的国营粮

店共有 33家。

与国营粮店的记忆想匹配的，便

是粮票。

老一辈株洲人都还记忆犹新，当

年每个月带着“城镇居民粮油证”，拿

着装粮食的布口袋到就近的粮店排队

买米。

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收藏了

不少这一时期的票证资料。据他整理

记录，市镇居民粮食供应凭户口按人

头分配，其中一段时期的标准是：市镇

居民定量为每月 12 公斤，单位职工按

工种补助工种粮作为副券，重体力如

建筑工、搬运工、锻工等，每月还有 5-

10公斤不等的补助。

众志成城
株洲成全国首个吨粮地级市

在粮食文化展厅内，一张 1996 年 1

月 14 日《人 民 日 报》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1995 年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种 植 双 季 稻

169.73 万亩，稻谷总产量 173.2 万吨，平

均亩产 1021 公斤，成为我国第一个双

季稻亩产过吨粮的地级市。”报纸头版

上这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将人们拉回

那段艰辛的光辉岁月。

市农委、市农业局退休干部们回

忆这段历史时都说，我市是吨粮田建

设的先行者。

吨粮田，主要指粮食每亩年产达

到 1000 公斤的农田。这一目标的确

立，要回溯到 1986 年，袁隆平院士提出

双季杂交稻亩产过吨粮。

当时，各地粮食生产受困于农耕

模式老旧、化肥匮乏等问题，粮食增产

压力较大。株洲当时的粮食亩产已攀

上 800 公斤，走在了全省前列，但要向

亩 产 1000 公 斤 迈 进 不 是 说 说 那 么

简单。

株洲决定勇当先锋。1986 年 4 月，

我市成立亩产吨粮开发示范领导小

组，拉开创建亩产吨粮市的序幕。很

快，市里设立“丰收杯”奖，确定醴陵市

白兔潭镇等 6 个吨粮开发重点示范乡

镇，资金支持也迅速跟上，购买化肥等

用于吨粮田建设。

结果令人惊喜，1990 年，当时的株

洲县杨梅村首次实施杂交早稻配杂交

晚稻“双杂”种植模式和综合配套栽培

技术种植的水稻，让该村当年双季亩

产达 1069.5 公斤，比上年亩产增加 135

公斤。

在建设吨粮田的拼搏历程中，还

有一位本地人是我们不能忘却的，那

就是醴陵人瞿永寿。是他发现了良性

水稻叶色现“墨绿—黄绿—青绿”的变

化规律，并成功掌握了定向培育高产

长相禾苗技术，成功攻克了降低水稻

空壳率的世界性难题。这项重要的科

学成果受到国际农业专家们的普遍认

可，1985 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正式授予

瞿永寿“杰出稻农”荣誉称号；1989 年，

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一群人的接连努力下，1995 年，

株洲市顺利成为全国第一个亩产过吨

粮的地级市，为全省乃至全国粮食生

产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这

张“名片”依旧闪闪发光。

地方储备粮可满足
居民3个月以上供应需求

数据显示，去年，全市粮食种植面

积 220.2千公顷，粮食产量 150.44万吨。

种粮是基础，粮库则是居民口粮

的“保险柜”。

在粮库技术升级、粮食安全保障

方面，株洲从不松懈。2010 年，我市

就 在 全 省 率 先 建 立 了 中 央 、省 、市 、

县（区）四 级 粮 食 储 备 体 系 ，并 通 过

实 施 粮 库 提 质 改 造 工 程 ，建 成 以 市

级中心库、县级骨干粮库为主体、一

线收纳库点为补充的现代粮食仓储

体 系 ，完 成 株 洲 片 区 24 个“ 智 慧 粮

仓”建设。

目前，我市共有 12 家国有储备粮

企业，其中由中央直属机构管理的中

央储备粮企业有 3 家，地方储备粮企业

有 9 家，粮库中的每栋粮仓都有固定人

员管理。

截至去年底数据显示，除中央储

备粮外，我市储存的省、市、县（区）三

级地方储备粮，可满足约 280 万居民 3

个月以上的口粮供应。此外，我市还

有 100 余家应急保供企业，随时可以调

得动、供得上粮食。

“粒粒皆辛苦”背后，有这群株洲人的付出
本地“粮史”知多少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