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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伍靖雯

【呼声】

市民反映：芦淞区的夜

间经济越来越兴旺，核心区域

周边的建宁驿站能否延长开

放时间，让大家夜间“方便”更

方便？

【目击】

“跑夜班是能多赚一些，

但我以前是相当不愿意跑

的。”网约车司机张师傅说，这

是因为，之前每到夜里 10 点

以后，街上公厕几乎都关门

了，真急起来确实不太方便。

不过，今年元旦节期间，

张师傅带着家人一起去神农

公园附近玩耍时却意外发

现，这附近的建宁驿站竟然

改成了 24 小时开放，他赶紧

在工作群里告诉大家这个好

消息。

的确，根据区域人流量

大小，我市建宁驿站开放时

间各有不同，此前，绝大多数

建宁驿站的“下班”时间在晚

上 9时 30分以后。

不过，这两年，随着我市

夜间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

芦淞区文艺路、大汉·JOJO

街、贺嘉路等区域形成了夜

经济“网红打卡点”，前来游

玩的市民对这周边的夜间公

共配套服务需求有了进一步

提升。

此外，对于出租车、网约

车司机以及外卖骑手等群体

来说，深夜、凌晨仍在奔忙是

常态，延长建宁驿站开放时

间，对于他们更友好。

“我们已经迅速调整优

化，‘一点一策’推进建宁驿

站延长开放时间。”市城管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天元区 86 座建宁

驿站已实行 24 小时对外开

放，芦淞区、石峰区和荷塘区

则根据周边居民需求，于去

年底开放了 12 座 24 小时建

宁驿站。

今年起，城管部门进一

步测算了各个建宁驿站周边

的夜间人流量，在芦淞区新

增了 9座 24小时开放的建宁

驿站。截至目前，芦淞区、荷

塘区和石峰区已有 21 座 24

小时运营的建宁驿站，城区

24 小时开放的建宁驿站已
有 107座。

为何河东三区的建宁驿

站不能像天元区一样，全面

实行 24小时开放？

“主要还是考虑建宁驿

站周边人流量、夜间安全和

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环卫

部门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芦

淞区、石峰区和荷塘区优先

在核心繁华地段、居民夜间
如厕需求高的区域实行。

为了确保建宁驿站的运
行管理更加便民，目前，市城
管局已要求各区严格按照公
示时间对外开放，并通过增
加指示牌、张贴引导等方式，

增强 24 小时开放的建宁驿

站、社会公厕的知晓度。

【声音】

陈东（外卖小哥）：以前

我 们 都 是 找 夜 宵 店“ 蹭 厕
位”，今后就方便多了，也不
会觉得不好意思了。

张师傅（网约车司机）：
在株洲，我们反映的烦恼和
问题能被迅速解决，让我们

能安心打拼，祝福株洲的夜

经济越来越好。
郭敏（夜跑爱好者）：我

喜欢夜间在中心广场附近的
江边跑步，但不敢多喝水，现
在我知道有24小时开放的建
宁驿站，跑起来就更从容了。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上月20日，寒风夹雨，在芦淞区白关镇姚家坝

村，村民张立强正在地里忙着检查棚架，为来年的丝

瓜种植做着打算。

“老张，老张，有办法了！”忽然田埂上传来一

阵呼唤，原来是谢石强和几位专家快步走来。

丝瓜种植是白关镇经济发展的“命根子”，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亦是。为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落地见效，充分发挥关键执行层作用，破解白关丝

瓜产业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去年 6月 30日，我

市召开“作风建设年”专场座谈会。次月28日，一支

“矛盾攻坚”青年突击队开到这里。市资规局耕地

保护科谢石强成为该组组长。

这次他们再登门，就为破题而来。

“老张，现在趁着丝瓜下架了，这些地闲着也

是闲着，我们再种点粮食把它利用起来……”谢

石强分析着规划，张立强听得若有所思。

张立强是村里的种植能手。2023 年，他手里

耕耘的 150 余亩地产出了 60 万元的效益，凭着产

量高、质量好，他家的丝瓜还卖到了英国。

近年来，随着白关丝瓜畅销海内外，产值已超5

亿元，相关从业人员达4500余人。随着种植面积不

断增加，从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导致耕地“非粮

化”现象。

据统计，白关镇耕地保护目标为4.4万亩，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4.2万亩，占比94.7%。白

关镇现有1万多亩的丝瓜地，很多都在永久基本农

田里。

“我也想过，去年就试着种了不少辣椒，可收

成不太好。”张立强紧了紧棚架上的扎带然后摆

摆手。

为破解耕地“非粮化”问题，青年突击队曾走

访多地，巧借“他山之石”，提出了新的解题思路。

他们发现，丝瓜种植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

结合点在于合理规划和布局上。首先建立“永久

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地块、规划耕地保

护空间”的耕地分级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耕地保

生产、保供应的作用，利用种植丝瓜“空档期”种

植粮食作物。

“能行吗？”“能行！”队伍里来自农业部门的高

级农艺师李亚荣果断答道。

“辣椒可不算粮食作物，这次可以种土豆。”按她

分析，丝瓜2月育苗，5月挂果，10月下市，中间有足够

的换作期。而且土豆易种植，耐储存，附加值高，市场

需求量大。

事实上，队员们提出种植土豆之前，做足了

功课。

听完分析，张立强立马算起“账”来，去年按

照 3 元每公斤计算，一亩地 2000 多公斤产量，抛

去 3000多元成本，菜农亩赚 3000元不在话下。

“行，今年我就带个头，趁丝瓜下架前把土豆

套种起来。”说完，张立强跨上田埂拉起队员们往

家走。

2023 年 ，我 市 超 额 完 成 耕 地 保 护 底 线 目

标达到 262.09 万亩，完成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 ”专 项 整 治 875 宗 ，完 成 率 100% ，位 居 全 省

第 一 ，筑 牢 了 粮 食 安 全 底 线 。但 是 ，之 前 少 数

地方出现的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对

本 就 稀 缺 的 耕 地 资 源 造 成 挤 占 ，仍 然 值 得 我

们警惕。

防止耕地“非粮化”，不能仅靠政策与监管，

其根本是要充分正视粮农依靠耕作养家糊口的

基本需求，帮助他们不断优化耕种条件，实现增

收增产，让种粮更有“钱”景。

去 年 我 市“ 青 年 突 击 队 ”开 进 芦 淞 区 白

关 镇 ，破 解 耕 地 上 的 产 业 和 保 护 矛 盾 ，称

得 上 是 耕 地 保 护 工 作 中 一 次 有 力 突 破 和 创

新 尝 试 。相 信 这 支 队 伍 能 够 以 更 高 站 位 、

更 大 力 度 、更 实 举 措 守 住 守 牢 耕 地 保 护 红

线 ，筑 牢 粮 食 安 全 根 基 ，让 乡 村 田 野 充 满

希 望 。

记者手记 让种粮更有“钱”景

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提名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姓名

罗智勇

卞武宗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提名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网
络、短信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
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24年 1月2日至2024年 1月8日
受理举报单位：株洲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株洲市委大楼9楼925办公室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3；1887331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http://12380.0733.gov.cn
邮政编码：412007

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

2024年1月1日

性别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2.11

1982.07

学历学位

中央党校大学

省委党校研究生
文学学士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民建会员

现任职务（职级）

市农科所党委委员、副所长

民建市委会秘书长、组织科
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拟任职务（职级）

拟任市直单位正处级领导
职务

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副职
候选人

备注

基层工作
经历破格

越夜越美丽的株洲街头，“方便”不方便？

城区107座建宁驿站
实行24小时开放

更换轮作巧解耕地“非粮化”
——株洲市“青年突击队”工作侧记

◀◀上接01版① 助力关键技术攻关，攻克了

大载重无人机轻量化设计、仿真以及减震降噪、5

秒速热和高达 99%以上热转化率一次成型、微网

储能 353KWh系统等多项科研技术难题。

株洲市动力谷发展研究中心的胡雅思认为：

“县域普遍招商引资难，龙头企业在县域经济发

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通过‘央企带

县企’行动，做强做大本地的龙头企业，为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人才春水激荡

2023 年 4 月 27 日，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中车株洲所总工程师冯江华

一行来茶陵调研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洽谈合作。

2023年 7月 29日，中车株洲所 33名博士来茶

陵开展“下企问诊”活动，促进双方企业管理及技

术发展经验的交流。

顶尖科学家和博士团现场为企业服务，在茶

陵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一拨又一拨的央企高端人

才来到茶陵，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

动力。

茶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副局长郭琴认为：

“茶陵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提升，人

才跟不上，成了最大的难题。”

央企带县企，人才交流是重点。

茶陵与中车株洲所签署一揽子合作框架协

议，在中车株洲所、茶陵经开区双向设立联络处，

搭建“博士讲坛”“企业赋能工作室”“产业链对接

联络站”三大平台。其中，“博士讲坛”用于中车株

所等央企博士、专家每月为园区企业和干部授课

增智；“企业赋能工作室”用于中车株所专家和专

业团队为园区企业把诊问脉，提升企业经营管理

水平；“产业链对接联络站”用于打通链接，服务

双方产业合作对接。

中车株洲所与茶陵县上下联动，推行年轻干

部“柔性交流、上派下挂”。中车株洲所选派 2人分

别挂职茶陵县副县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推

动县域经济发展。茶陵县组织 25名干部和企业负

责人赴中车株洲所，零距离学习央企的先进理念

与管理经验。

支永健，之前在中车株洲所研究院工作，

挂职茶陵副县长。在茶陵工作 1 年多时间，他

看 到 了 茶 陵 干 部 为 了 努 力 补 上 工 业 短 板 ，甚

至 放 弃 节 假 日 ，多 次 跑 央 企 争 取 项 目 和 合 作

机 会 ，给 本 地 的 企 业 牵 线 搭 桥 争 取 进 入 供 应

商 序 列 ；也 看 到 茶 陵 工 业 园 区 企 业 家 孜 孜 不

倦追求产品工艺再提升、生产节拍再提高，为

了追求更高的产品价值彻夜与技术人员讨论

如 何 精 益 求 精 ，甚 至 为 一 个 工 艺 细 节 争 得 面

红耳赤。

“有这样务实的干部，茶陵工业一定能够腾

飞。有这样的企业家，茶陵工业一定能强起来。我

要向他们学习，继续加强中车株洲所和茶陵的联

系，争取更多的项目和合作落地。”支永健充满感

情地说。

茶陵经开区办公室科员尹阳乐在中车株

洲 所 跟 班 学 习 半 年 ，他 说 ，到 央 企 学 习 ，开 阔

了 眼 界 ，更 新 了 观 念 ，提 升 了 能 力 。央 企 的 创

新精神、精益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值得茶陵学

习借鉴。

借助中车时代学院成功经验与资源，茶陵经

开区创办产业发展学院，聘请专家、博士作为长

期顾问。在此基础上，探索“产教融合”联合发展

模式，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牵手”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采取“3+2”分段制贯通培养、共建

专业，为园区发展持续输送产业技能、科技教育

人才。

人才春水激荡，经济活力奔涌。2023 年 1 月

—11月，茶陵经开区实现技工贸收入 205.4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 29.7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85.9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24.5%、25.3%、23.2%；新增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1家。

依 托 海 峡

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大会

等平台优势，邀请郑佳明、林

安梧、马平安、管志明、璩毅、

卢仕融等两岸专家学者分别

围绕“炎帝神农氏与华夏文

明的起源与形成”“祭祀神农

炎帝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启

示”等主题作交流发言，全面

挖掘、宣扬炎帝神农文化最

新研究成果，共同讲述新时

期的炎帝精神。

随着炎帝文化研究日益

广泛深入，炎帝文化研究成

效全面显著，进一步扩大了

炎帝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增进了全球华人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归属感。

交流走心：炎帝文化
品牌持续擦亮
去年 9月 23日，2023（癸

卯）年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

化交流大会在万众期待中如

约而至。

“炎帝神农老爷子，我们

回来了。回到老祖宗的怀抱，

我们的内心充满诚挚的感恩

和期待。”在交流大会开幕式

上，随着台湾中华神农大帝

协进会理事长李火炎的发

言，台下掌声雷动。

海峡难隔鸿雁，时光未

阻同行。

这些掌声，代表了炎黄

子孙对故土的永恒眷恋。这

些掌声，是两岸同胞的共同

心声，同时也代表着新时期

炎帝文化正从株洲出发，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去年 11 月，株洲市 2023

炎帝文化传承教育活动在荷

塘小学举行，来自全市的示

范学校代表作经验交流，炎

帝文化书画展琳琅满目。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努力推动炎帝文化与学科教

育结合起来，使广大学子在

传承教育中感悟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023 年 ，株 洲 坚 持“请

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有

关炎帝神农文化的宣传、推

广活动频次增强、持续创新、

全面出圈。

炎 帝 文 化 普 及 广 泛 深

入。炎帝文化课程、《炎帝文

化读本》等逐步在全市中小

学 校 、机 关 、社 区 、企 业 普

及；炎帝文化宣讲先后走进

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

高校，推动形成了炎帝文化

传播热潮。

炎 帝 文 化 交 流 卓 有 成

效。全面加强与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及陕西、甘肃、湖北

等地炎黄文化研究机构的联

系交流，组织开展炎黄文化

专题调研，推出了关于公祭

人文始祖的考察调研报告；

依托炎帝陵“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平台，积极争取各级台

湾事务部门支持，策划组织

系列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两

岸同胞的祖先认同、民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

融合出圈：打响“中华始
祖炎帝”文化品牌
去年 12月 30日，在长沙

石头记读书社年会上，一场

别开生面的炎帝文化知识抢

答赛正在举行。《炎帝知识

100 问》在读书群广为传播，

省炎基办为该社授牌“炎帝

文化传播志愿服务队”。

一年来，以炎帝文化为

媒，省炎基办与炎陵县、有关

部门、社会组织共同发力，助

推文旅融合。与市委宣传部、

市网信办联合举办“炎帝杯”

创建文明城市全国短视频大

赛，系列视频全网播放量逾

千万；中华炎帝文化摄影大

展收到参赛作品 5000 余幅，

《中国摄影家》杂志推出炎帝

文化专版；中国著名诗人炎

陵采风，株洲旅游发展大会，

炎陵黄桃大会祭祀炎帝陵活

动影响广泛；以炎帝文化元

素为主体的“株洲礼物”，在

北大校园和 2023 轨博会上

火爆出圈。今年元旦假期，炎

帝陵景区游人如织，来自世

界各地的炎黄子孙虔诚拜谒

炎帝，慎终追远，祈愿新年事

事如愿。

与此同时，省炎基办全

面加大炎帝陵基金筹措力

度，着眼于炎帝陵的保护和

建设，积极推动完善炎帝陵

保护建设各项规划，全力推

动炎帝陵农耕文化（体验）

园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持续

丰富炎帝文化传承与传播

载体。

“新的一年，我们将认

真落实市委十三届七次全

会精神，深挖文化内涵，深

化 交 流 宣 传 ，深 耕 传 承 教

育，深谋文旅融合，进一步

打响‘中华始祖炎帝品牌’，

推动株洲文旅产业发展，助

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

株洲。”省炎基办党组书记、

主任沈红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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