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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初冬时节，走进荷塘区仙庾镇樟霞

村，漫山遍野的百年油茶林里，弥漫着

甜蜜的油茶花香。村民正抢抓晴好天

气，晾晒茶果。在百年榨油坊里，一阵阵

茶油香扑鼻而来。近年来，小山村的百

年油茶树焕发生机，成了当地群众的

“摇钱树”。

930多公顷油茶林
很多树龄高达100多年

11 月 27 日中午，樟霞村喉冲组 97

岁的唐秀华家门前，晒着拣回来的油茶

果，堂屋里摆着 10 来袋晒好打算去榨

油的油茶果。

唐秀华是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10

多岁就嫁到樟霞村，那会山上已种上了

油茶树。“那时候 100 斤果子也榨不出

好多油，家里的油也就只够自己一家人

吃，偶尔一点结余拿去换钱。”

樟霞村党总支书记黄四平介绍，樟

霞村气候和地理条件特殊，有着大山里

最好的“馈赠”，村里的油茶种植历史悠

久，全村拥有油茶面积 933 公顷，很多

树龄高达 100 多年。栽种的油茶树品种

所结果子虽小，但籽粒饱满，压榨出来

的茶油浓，油品好，带有独特的香气。

筹资162万元
升级4条榨油坊生产线

浓浓油香，承载着樟霞人浓浓的乡

情。如何让百年油茶树转为惠农富民的

财富？去年，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经过

走访调查，并结合村里油茶发展现状广

泛征求村民意见，决定成立樟霞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采取“党组织+合作社+村

集体+农户”的形式，负责指导种植、统

一收购和销售。

为此，樟霞村共筹资 162 万元，引

进了 4 条设备先进、出油率高、油品质

好的生产线，建设了一个 400 平方米的

现代化榨油坊。茶油坊所有工序使用电

能替代，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在蒸

粉速度上，电热锅炉远超传统火炉，5公

斤多的油茶粉仅需蒸 1 分多钟，就能达

到制饼的要求。

村民可将自家油茶籽委托榨油坊

进行压榨、灌装、包装，也可由合作社进

行统一收购、销售，彻底告别土作坊压

榨、无卫生保障、无安全监管、无销售资

质，只能在镇里、村里零售散卖的状况。

打造“樟霞古树茶油”品牌
申请国家地理标识认证

如今，随着品牌化观念的逐步深

入，消费者更喜欢购买包装精致、有较

好声誉的农产品。而樟霞村的茶油过去

由于缺乏特色标识，销售时遭遇到“东

西好却卖不起价”的尴尬。为此，该村提

出了“樟霞古树茶油”的概念，并对此进

行整体包装设计，正在申请“樟霞古树

茶油”的国家地理标识认证。

榨油坊去年建好后“小试牛刀”，统

一包装后的茶油逐渐“出圈”，很快被抢

购一空，不仅村民腰包鼓起来了，村集

体经济也有了收益。黄四平信心满满地

算了一笔经济账：“今年全村茶油产量

约 3 万公斤，樟霞古树茶油坊产出 5000

多公斤，按照每公斤 160 元，预计产值

80 万元。除去成本，预计可为村集体经

济增收 10万元。”

仙庾镇樟霞村

百年油茶树 变身“摇钱树”

榨油坊师傅将油茶粉压制成油茶饼，后续进行榨油。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蔡金钒） “以前下雨就发愁，

因为进出的道路边坡又高又陡，积水

路滑存在危险，出行十分不便。现在就

好了，不仅新修了道路，还实现了雨污

分流，出行便捷多了！”近日，株洲经开

区菊塘路雨污管网改造项目完工，周

边大丰社区和丰家园的居民为此笑逐

颜开。

过去，和丰家园前的道路，不仅窄

小，还只有一条雨污合流管道，污水经

合流管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最

终排入秧田湾干渠，造成污染。今年，

菊塘路雨污管网改造项目启动后，不

仅新修拓宽了道路，还铺设了全新管

网约 350米。株洲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利

用老管道作为雨水管道，接入旁边碧

桂园路的雨水市政管网后，排入秧田

湾干渠。同时，重新敷设新的污水管

道，实现雨水、生活餐饮污水分流，彻

底解决了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难题。

株洲经开区雨污分流年度污水管

网新建与改造市级任务为 2.421 公里，

包括玉龙路、兴园路、银山路等 6 条道

路，截至目前已实际完成 2.983 公里，

为考核任务的 123.2%。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
如 通讯员/周奕江） 推进学校劳

动教育纵深发展，让劳动教育落地

生根。11 月 28 日，天元区雷打石学

校、建宁实验中学共育劳动实践基

地在雷打石学校挂牌。

劳动实践基地实行自主建设

管理模式，班主任积极引导，学生

全员参与，为全体学生搭建起劳动

体验、劳动实践的平台。每个班级

可在基地内认领一块属于本班的

“责任田”，种植自己喜欢的瓜果蔬

菜，并负责对“责任田”进行平整、

播种、浇水、除草、驱虫等操作。两

校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组

织学生种植季节性多品种蔬菜，确

保四季见绿。

活动当天，学生们迫不及待来

到劳动实践基地，种植菜苗，给菜

苗浇水，拔掉地里的野草……在生

机勃勃的基地里，感受劳动的快

乐。接下来，两校将继续合作推进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在提升

学生劳动技能的同时，培养他们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形成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的校园氛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宁翔） 11 月 28 日中午，建宁

街道城管执法中队队员谢彩平、凌志

敏正在开展日常巡查，突然来了一位

头发斑白、年约八旬的老奶奶。只见她

面色焦急、有气无力。两名队员主动上

前询问，才得知老奶奶迷路了。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老奶奶非

常着急。谢彩平和凌志敏考虑到老人

的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将老人带到

中队，为其端来茶水。

老人表示，她早上坐公交出门转

悠，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也不知道

离家有多远。经过一番沟通，通过老人

手机通讯录，终于找到其儿子的联系

方式。

接通电话后，老人的儿子说，母亲

住荷塘区 601 厂区宿舍，今年已经 84

岁了，而自己身在广州，希望城管队员

帮母亲叫车回家。谢彩平担心老人独

自回家途中再出现其他意外，提出亲

自护送老人回家。在得到批准后，两人

一起开车将老人送到家门口。

建宁街道城管中队一直以实际行

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城管蓝”穿梭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小事成大爱，让

群众真切感受到“看得见的平安，摸得

着的幸福”。

回想老旧小区改造之路，市

住建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感慨

“艰难险阻，麻纱万千”。

老旧小区改造，第一难是基

础设施问题多，风险隐患大。老旧

小区房龄普遍已超 20 年。根据调

研统计，45%的住宅存在房屋漏

水、地基开裂、外墙脱落等问题。

停车难、下水道堵塞、供水不稳定

等各种“短板”凸显。二难改造投

入不足，与群众期待有差距。甚至

出现“边改边乱”“前改后乱”情

形。三难人心难齐。老旧小区住户

结构复杂，有原住户、新业主、外

来租户等不同类型，对居住品质

要求不一，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四

难物业覆盖率不高，服务水平低，

低廉的物业费导致了物业只能提

供基本的保洁和保安服务。五难

治理力量不够强，自我管理难度

大。据抽样调查统计，老旧小区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近 46%，治理力

量难以维系。六难体制机制不顺

畅，资源难下沉。小区治理涉及众

多部门，职责不清、联动困难。

针对这些难题，我市对症下

药，精准施策。一是变“无序”为

“有序”，着力建强小区党支部，引

导党员在老旧小区治理中作模

范、当先锋。二是变“个体”为“整

体”，着力提升物业覆盖率，探索

新的物业管理之路。三是变“整

治”为“自治”，着力建强业主自治

组织。四是变“独唱”为“合唱”，探

索健全城市更新多元投融资机

制，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模式。五是

变“输血”为“造血”，着力盘活小

区治理资源。对机关事业单位闲

置办公用房、场地等进行全面清

理，探索采取“产权不变、共享使

用、收益分成”的方式，增强老旧

小区“造血”功能。

经过 10 年持续不断的改造，

我市老旧小区焕发新颜，大批小

区形成合力，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

天元区新增一家劳动实践基地

学生开心种植菜苗，提升劳动技能，体验劳动之美。 记者/杨如 摄

八旬老人迷失街头
城管队员送其回家

建宁街道城管队员化身“保镖”护送老人回家。 通讯员 供图

株洲经开区

超额完成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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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重拳打击
非法储存燃气钢瓶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徐滔） 年底

将近，我市重拳打击非法储存燃气钢瓶案

件，多人被拘留。

10 月 25 日，醴陵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专班接群众举报，枫林镇时轮村

宋某违规储存大量液化气钢瓶。经查，宋

某家储存液化气钢瓶 32 瓶，其中 15 公斤实

瓶 31瓶，50公斤实瓶 1瓶，充气枪 1把。经

湖南省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鉴定，在宋

某家扣押的液化气内，检测出异丁烯成

分，系危险化学物质，且收录在公安部

《危险化学品目录》 内。

此前，醴陵市板杉镇长坡口岭上组王

某违规储存液化气钢瓶 48 瓶，未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违法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天

元区雷打石镇养鲤村姜某非法储存 17 瓶实

瓶燃气罐，没有储存危险物质的资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三人均被行政拘

留。

让幸福看得见，让人心聚得齐

十年磨一剑“老区”焕新颜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徐滔
通讯员/李艳艳

十年磨一剑，“老区”焕新颜。始
于 2014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让
大批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更让居
民幸福感实现了质的提升。

用二中老小区居民话说，就是
“幸福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在
晚饭后在小区散步，人人脸上都是幸
福的笑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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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硬双提质
幸福老小区

老旧小区，一般指 2000年前建成的住宅，适度

情况下，也可将 2005年前建成的房屋纳入范围。

据统计，我市 1970 年-1980 年建成的住宅为

1.22 万套，1980 年-1990 年为 5.44 万套，1990 年-

2000 年为 10.17 万套。2000 年-2010 年为 11.64 万

套。20多万套老房子，近 50%为 80平方米以下。

我市老旧小区改造起步早。2014年，我市就启

动了这一民生工程。当时的主要内容为“穿衣戴

帽”，拆除沿街防护栏等。2017年，市委市政府制定

《株洲市旧城提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7-2019

年）》，40 家驻株央企省全部签订“三供一业”移交

改造协议，对 139 个职工家属区、7.73 万户住房实

施了维修改造；中心城区棚户区拆除新建 37689

户；拆除控违 352万平方米，拉通提质小街小巷 120

条；“厕所革命”新建驿站 201 座、改造 200 座。全市

2019-2020 年完成老旧居民家庭餐厨油烟净化治

理 5万户。

2019 年，启动中央财政部分补助老旧小区改

造。2019 年至今，中心城区共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368 个，20231 户，1856 栋。2023 年申报改造项目

100 个、10796 户，352 栋。全市共累计加装电梯 569

台，目前在建约 126 台，惠及 130 个小区，3000 户居

民。

11月 29日 11：30，天元区二

中老小区。

崭新的沥青路面，绿茵茵的

大片草地，整齐的白线车位，一

尘不染的全新电梯玻璃幕墙，新

建的休憩亭台。太阳底下，几个

悠闲的老人正晒着太阳。

此情此景，很难让人相信，这

里竟然曾是株洲的一个老旧小区。

谈起老小区改造，原本平静

的居民刘桂球突然激动起来。

“以前根本不愿下楼，小区

就是垃圾场，狗屎遍地，苍蝇乱

飞，杂草丛生，出门就生闷气。”

刘桂球是二中的退休教师，

78 岁，住二中老小区 8 栋 3 楼。

随着年龄增大，上下楼成为一大

难题。小区改造安装了全新的电

梯，解决了他和小区老人们的一

个最大难题。

而在荷塘区的茨菇塘街道

公交小区内，彩色地砖取得了原

来坑坑洼洼的破旧水泥地，乒乓

球台，羽毛球场，统一的晾晒架，

整齐而规划立在小区的公共区

位，居民再也没了“雨天一身泥，

晴天一身灰”的烦恼。

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负责

人介绍，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已推

行多年，形成了一些可复制推广

的经验和独有的亮点。

老旧小区改造与建设海绵

城市结合。改造中，全面普及雨

污分流和海绵化改造，这在很多

地市难以做到或没有想到。

新加电梯与老旧小区改造

同步推进，力争应装尽装。不少

老旧小区做到了 100%加梯。

建立党建引领老旧小区长

效管理机制。例如，每年派驻年

轻干部进社区，其重点工作之一

就是建立健全老旧小区长效管

理机制，协助开展老旧小区改

造；持续推进“动力党建活力家

园建设”和红色物业创建，举办

“幸福邻里节”。

在老旧小区改造面貌焕然

一新的基础上打造活力街区、活

力街巷。如芦淞区文艺巷近期的

火爆出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老旧小区的围墙绘就文

化墙，展示小区文化底蕴。

贯穿完整社区理念，打造老

旧小区 15分钟步行生活圈。

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片区

更新相结合。例如田心片区、棉

纺厂生活区。

“特别是株洲的基层党建引

领+老旧小区，让原本涣散的老

旧小区居民凝成了一股绳，成为

老旧小区改造的火车头。”该负

责人说。

艰难改造路
广厦千万间2 六大拦路虎

五招化无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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