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朱朝阳 美术编辑/邱 鹏 校对/邓建平 本土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春 节 脚 步 临 近 ，烟 花 爆 竹 产 业 进 入 产 销 旺

季。网红“加特林”、生肖龙元素的烟花受到

消费者追捧。市安委办、市应急局提醒，生产

企 业 在 快 马 加 鞭 生 产 之 余 ，必 须 守 好 安 全

关。在朋友圈销售烟花爆竹涉嫌违法，售卖

方、转发者均要担责。

1 月 8 日，醴陵市科富花炮实业有限公司

各生产线一片繁忙，研发人员加紧研发设计，

冲刺年底销售“黄金期”。

在公司产品展台，各类小型烟花产品琳

琅满目。“今年消费回暖，我们公司订单量与

客户量都有显著增加。”科富花炮销售经理吴

筱介绍，公司新推出的米兰之夜、焰舞九州、

一出大戏三款特效烟花，获得了顾客和消费

者追捧，订单量比预期计划增长了 50％。

烟花爆竹需求火爆，一些人在未办理任

何销售资质情况，在朋友圈中公开叫卖。

“网红‘加特林’，想要的快下单！”“亲戚

在烟花厂上班，包送货上门。”……连日来，市

民冯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发现，身边有朋友做

起了烟花爆竹生意，咨询购买的人还不少。

“这些经营者使用私家车拉货送货，也有

可能将产品储存在民房内。这些行为不仅违

法，而且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市应急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通过微信朋友圈等贩

卖烟花爆竹的量较大，涉嫌非法经营罪；未经

许可经营烟花爆竹制品，应急管理部门可依

法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

违法所得；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

的，公安部门可依法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

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人会帮朋友转

发此类广告，一旦所销售的烟花爆竹出现问

题，售卖方、转发者均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市应急管理局提醒，生产、销售、运输烟花

爆竹的企业商户，要依法依规，安全至上。市民

购买、燃放烟花爆竹，也要文明守法，勿忘安全。

株洲，是一座流淌旋律、跳动音符的城

市，素有“音乐之城”“歌剧之乡”的美誉。20

世纪 50 年代，祖国各地的建设者云集株洲，带

来了五彩斑斓的文化艺术，也为这座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同步生长的“制造名城”植入了敢

为人先、包容开放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日前，市文旅广体局发布“文艺评论员”

招募令，诚挚邀请热爱舞台艺术、喜欢敲键码

字的“文艺评论员”，一起走进神农大剧院品

剧、赏剧、评剧。入选“文艺评论员”后，你的

文章不仅可以在“文旅株洲”“神农大剧院”等

公众号上发表，还将有机会获得神农大剧院

观演券。

报名方式：请点击下方二维码。联系人：

黄佳怡 1827325557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黄佳怡）

我市发布“文艺评论员”招募令

文某被查4天后再次酒驾
吊销驾照、拘留5日、罚款1000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许琳）
1 月 7 日，天元交警大队向媒体通报称，已查处一名屡教

不改的酒驾者。

1 月 1 日晚上，该大队六中队民辅警在天元区某路段

设卡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晚 9 时 20 分，一辆白色

小车距离检查点还有 100 余米时，将车辆停下，驾驶员下

车后向相反方向跑去。民警发现情况后紧追不舍，最后

在附近一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驾驶员文某。

文某承认自己喝了一杯白酒，并称自己曾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晚在石峰区响石广场因酒后开车被查处。被

查 4 天后再次酒驾，民警不由感叹文某不长记性，屡教

不改。

经过吹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文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38毫克/100 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因为属于二次酒驾，

文某被处以 1000 元罚款、5 日拘留、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

天元区
建成“爱蕾小屋”15个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王晓英）
“感谢善良的面孔，为我不幸的家庭增添几分幸运。”近

日，在天元区雷打石镇建龙村举办的“爱蕾小屋”落成典

礼上，受助儿童充满感激地说。

“爱蕾小屋”是专门为困境儿童居住环境进行改造的

公益项目。2023 年，天元区共有 15 个“爱蕾小屋”建成，

涉及雷打石镇、三门镇、群丰镇等多个村（社区），项目不

仅对受助对象房间的电路、墙壁、地面等基础设施进行改

造，还根据房间实际情况添置家具。

环境改变之后，爱心团队、志愿者及社工还将根据受

助对象的个性需求，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通过“五支

队伍”，即一个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一个志愿者，一个儿保

专干，一个结对家庭，一个监护人，提供“六个服务”，即每

周与孩子谈心一次了解情况，每月与监护人交流一次等，

让孩子在充满爱和温暖的环境里积极向上成长。

在此次的落成典礼现场，参与“爱蕾小屋”的爱心人

士代表获得“荣誉证书”，爱心企业代表获得锦旗。该项

目通过关爱帮扶措施，联动爱心单位及个人、社区社会组

织、当地城乡帮困队伍、所属站点社工及所在村社区民政

专干等力量，一系列服务提高了受助对象综合素质，让他

们获得全面成长。天元区民政局将进一步优化帮扶措

施，联动更多社会资源注入“爱蕾小屋”，组建爱心帮扶志

愿者队伍，为困境儿童提供精准的帮扶服务。

停车请上锁
别被“开盲盒”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龚建
华） 近日，一位谭姓男士到茶陵县下东中心派出所送锦

旗，对民警快速破案、追赃挽损表示衷心感谢。

2023 年 12 月 20 日凌晨 4 时许，谭先生发现自己的爱

车里面一片狼藉，放在车中的 2000 余元现金以及数包香

烟不翼而飞。

得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至现场询问得知，谭

先生停车时因正在接电话忘记给车门上锁。民警立即联

合县刑侦大队等对该案件开展调查，很快便发现两名男

子有作案嫌疑。后在“情指行”一体化实战中心进一步的

追踪调查下，确定两名嫌疑人已躲至乡下。

民警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面在乡下扩大核查范围，

另一面在两名嫌疑人居住地蹲守。经过不懈努力，5天后

终于将犯罪嫌疑人王某、周某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到

案后对自己实施“拉车门”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

经查，王某、周某两人因没有收入来源，加之整天无

所事事，多次在茶陵县城以拉车门“开盲盒”的方式实施

盗窃。两人均表示因很多人下车忘记锁车门，才让他们

尝到了“甜头”。茶陵公安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下车一定

要将车门窗锁好，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沃柑俏枝头

近日，天元区群丰镇新塘社区的沃柑和

砂糖橘喜获丰收。种植基地里，迎来了一波

又一波的采摘“果粉”。周末，有的一家老小

齐上阵，在果园里采摘、品尝。据新塘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刘强介绍，今年，沃柑和砂糖橘的

种植面积共有 200多亩，产量将达 30吨。近年

来，新塘社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探索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壮大集体

经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彭露 摄

朋友圈卖烟花爆竹涉嫌违法
售卖方和转发者均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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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焙菜火焙鱼加工现场。

朱兴良 摄

株洲省级非遗朋友圈“扩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张丹 张坚煜

日前，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在新一批省级非遗名单中，共

有 254个项目入选省级非遗名录，新增 109个项目，扩展 145个项目。

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中，株洲新增 18个省级非遗项目，让株洲的省级非遗数，从 19个增长至 37个，几乎翻了一番。

此次入选省级非遗名录的株洲非遗项目，不仅创下新增省级非遗数量之最，还填补了株洲在省级非遗的部分空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株洲项目
炎帝陵祭典、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

▲第一至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株洲项目

炎帝传说、茶陵红色故事、

苏区歌谣、炎陵客家山歌、三人

龙、客家火龙、醴陵市星子灯、槚

山皮影、茶陵湘剧、长沙花鼓戏、

瑶拳、炎陵客家藤牌阵、烟花爆

竹制作技艺（花炮制作技艺）、攸

县打铁水 、豆腐传统制作技艺

（攸县豆腐制作技艺）、湘菜烹饪

技艺（祖庵家菜烹饪技艺）、中医

正骨疗法（北张正骨术）、中医诊

疗法（唐氏皮肤病疗法）、云阳山

南岳宫庙会

▲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株洲项目
朱亭传说、醴陵民歌、黄氏汇

宗拳、渌口酒曲制作技艺、腊制品

制作技艺（醴陵焙菜制作技艺）、腌

制食品制作技艺（攸县坛子菜）、唱

章习俗、炎陵畲族三月三习俗、淦

田遊傩习俗、木雕（株洲竹木雕）、

剪纸（株洲剪纸）、酿造酒传统酿造

技艺（攸县古法酿酒技艺）、民间乐

器制作技艺（青山大筒制作技艺）、

米粉制作技艺（攸县米粉制作技

艺）、红茶制作技艺（神农红茶制作

技艺）、拓印技艺（福亭晏拓印技

艺）、毛笔制作技艺（醴陵瓷用毛笔

制作技艺）、中医诊疗法（龙氏驱寒

中医中药技艺）

株洲省级“非遗家族”几乎翻番

“湖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发布，对株洲非遗事业而言是

一次大丰收。”市文旅广体局非遗科科长张

丹说，此次省级“非遗家族”扩容，株洲有 18

个项目入选，创下历批省级非遗名录株洲入

选项目数量之最。

张丹介绍，前五批省级非遗名录，株洲

一共才 19 个项目入选，加上入选第六批省

级非遗名录的株洲项目，株洲省级非遗项目

数一下暴增到 37个。

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的 18 个株洲项目

中，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 7 个类别，也是

历批省级非遗名录中，株洲非遗项目所涵盖

类别最广的一批。

省第六批省级非遗的 18 个株洲项目，

还填补了不少株洲在省级非遗项目上的空

白。以《思情鬼歌》为代表的醴陵民歌，填补

了株洲非遗在省级非遗传统音乐类别的空

白。朱亭传说以渌口区朱亭镇为故事发源

地，描述当地老街码头、名人风物的民间传

说，是我市首个乡镇民间传说的省级非遗项

目。大筒作为湖南花鼓戏表演时的灵魂器

乐，位于芦淞区的青山民族乐器厂制作大筒

已传承百年，青山大筒制作技艺也成为我市

首个乐器制作的省级非遗项目。

与此同时，神农红茶制作技艺是我市首

个茶叶制作的省级非遗项目，攸县古法酿酒

技艺、渌口酒曲制作技艺成为株洲首批与酒

相关的省级非遗项目……

与美食相关的非遗项目受宠

株洲美食入选省级非遗项目并非首次，

以前有攸县豆腐制作技艺、祖庵家菜烹饪技

艺，攸县香干在全省大名鼎鼎，祖庵家菜更

是湘菜之源，入选省级非遗实至名归。

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中的 18 个株洲

非 遗 项 目 ，与 美 食 相 关 的 非 遗 项 目 有 6

个。菜有醴陵焙菜、攸县坛子菜，酒有攸县

古法酿酒技艺、渌口酒曲制作技艺等，茶有

神农红茶，还有在株洲大街小巷都能吃到

的攸县米粉。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一份醴陵火焙鱼，

能消除人们一天的劳顿；一碗攸县粉，可以

让人停下忙碌的脚步。美食的魅力，不仅在

于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更在于给人心灵的

慰藉。更何况，名列省级非遗名录的美食，

还浓缩着一方水土的味道、映照着普通人的

奋斗故事和一代代人的家国记忆。

张丹介绍，这些地方美食能够进入省级

非遗名录，一方面因为它们源远流长、底蕴

深厚、制作技艺有特色，另一方面因为它们

至今依然活力四射，能紧跟时代脚步，满足

人民生活生产需要。

民俗文化非遗项目受到重视

民俗是群众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

生活的一种文化，它不仅是历史的延续，也

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近

年来，民俗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入选第

六批省级非遗名录的民俗非遗项目数量便

可见一斑，新增加扩展共有 34 个项目入选，

株洲也有 3个项目入选。

此前五批省级非遗名录中，民俗类株洲

非遗只有一个，即茶陵县的云阳山南岳宫庙

会，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新增的 3 个，唱章

习俗、炎陵畲族三月三习俗、淦田遊傩习俗。

有的民俗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唱章习

俗，作为起源于攸县的道教仪式，已经演变

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的民间文化

习俗。淦田遊傩习俗，传说专事降福消灾

的傩神，会在正月初一至初五云游四俚八

乡，届时家家户户接傩神，喜庆场面蔚为壮

观，成为当地春节期间与其他地方迥异的

风俗。

有的民俗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炎陵畲族三月三习俗，是流行于我市唯一的

民族村——炎陵县十都镇洋岐畲族村的一

项民俗文化活动，该项活动常在农历三月三

进行，故又名“畲族三月三文化节”，包括祭

祖仪式、乌饭节和各种民俗风情表演等。今

年的炎陵畲族三月三就被纳入到首届神农

谷文化旅游节。听山歌、品山味、看文艺表

演、赏畲族祭祖游行……活动现场，质朴热

情的炎陵人为游客献上了一场别具民俗特

色的“文化盛宴”。

不少非遗项目走出国门

很多非遗项目在为传承发愁时，株洲部

分非遗项目已经凭借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

品质，已经走出国门。纵观入选第六批省级

非遗名录的株洲非遗项目，就有不少项目走

出国门。

作为株洲一张文化名片的株洲剪纸，自

南宋即开始流行，经过数百年的传承与发

展，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体系。作为株洲剪纸

的代表李映明，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展现

株洲工业文化，记录时代变迁。在国家申奥

成功之际，他创作了《福娃贺喜》，被中国农

业博物馆收藏；在“神五”飞天之际，他创作

了《普天同庆》，在人民大会堂展出……2013

年李映明到加拿大探亲，陆陆续续收了来自

西班牙、菲律宾和当地的 10 多名洋徒弟，将

中国剪纸文化推广到海外。

醴陵瓷用毛笔作为伴随醴陵陶瓷工艺

的崛起而延续创新的产品，自 1934 年湘潭

制笔人赵芷江来醴陵开铺授徒传承至今，该

笔用料考究、工艺精湛，1974 年生产研制

的毛瓷专用毛笔堪称业内顶级产品，一时名

扬海外，得到国际国内外各界艺术人士的一

致好评。

神农红茶是茶陵、炎陵一带传统技艺制

作的红茶，现有的黄金茶、潇湘红、金牡丹、

万阳红等品种，金针红茶，茶祖三湘红等系

列茶产品畅销国内多个省市，茶叶产量和品

质不断提高，上世纪 70 年代便远销欧洲等

国家。

攸县古法酿酒技艺打造的酒品，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曾被推举为国务

院办公厅的“庆功酒”，得到了毛泽东的夸

赞。如今，该技艺打造的新产品苝韵颜酒，

也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

产 是 独 一 无 二 、不

可 复 制 的 文 化 资

源，很多是以声音、

形象或者技艺表现

出 来 的 。 醴 陵 民

歌、唱章习俗等，它

们大多通过言传身

教或口口相传得以

传 承 。 因 此 ，相 对

来 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特 别 脆 弱 ，一

旦中断后很难恢复

再生。

如何才能更好

地保护和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

应当仁不让成为主

导 力 量 ，在 大 力 挖

掘、整理的同时，从

政 策 、资 金 等 层 面

提 供 保 障 ，引 导 更

多 的 民 间 力 量 关

注 、参 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传

承、发展。

但是，保护、传

承和发展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不 仅 仅 是

政 府 的 责 任 ，更 应

该充分调动广大群

众 的 积 极 性 ，让 非

物质文化遗产走进

更多的普通群众中

去 ，成 为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艺 术 节 目 ，

成为群众生活中的

一 部 分 。 因 为 ，艺

术和产品来源于群

众 ，只 有 根 植 于 群

众这块“沃土”，非

物质文化遗产才有

强大的生命力。

回归生活是最

好 的 保 护 ，接 轨 现

代 是 最 好 的 传 承 。

非 遗 源 于 生 活 ，只

有 与 时 俱 进 ，融 入

现 代 社 会 ，才 能

“活”得更加滋润。

非
遗
回
归
生
活
才
是
最
好
的
保
护
温

琳

大院农场

龟龙窝正在采

摘茶叶。

龙淑珍 摄

延伸阅读

炎陵县十都镇杨岐畲族村三

月三活动现场。 周峻宇 摄

青山大筒第四代传人

袁青山正在打磨琴托。

袁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