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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地方像清水塘一样，在株洲人心中有着如此重的分

量。大家对清水塘的情感如此复杂，所以媒体对它的关注度也始终

居高不下。继去年株洲日报社推出深度调研报道 《湖南清水塘：此

局何解》 后， 4月 2日，再度推出重磅文章 《湖南清水塘：几重明

朗》，并在旗下各个新媒体平台同步发布，引发株洲人的强烈共鸣。

网友@漂漂小猪：不负多年努力，株洲有了真正的清水塘，它

是产业新城，更是绿色新城。久久为功，我们定能打造一个属于清

水塘的新模式！

网友@大长腿走慢点：清水塘的蝶变凝聚了太多人的智慧和汗

水，期待清水塘的发展能早日迎来新的春天。

网友@霏雨馨：既坚守环保“红线”，又画出高质量发展“上

扬曲线”，真正探索了一条科、产、城、人真正融合发展之路，必

须点赞！

户口管理制度因为涉及社保、医疗、教育等众多问题，历来是

百姓关注的重点。3月 28日，株洲晚报微信发布湖南省关于户口迁

徙的相关推文 《@株洲人 这 7 种情况可迁户口回村》，受到众多网

友关注。大家纷纷为这一举措点赞，并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农村地

区落户相关政策。

网友@半边天针织老兵：这才是真正的惠民政策。文章说老家

有宅基地的可以迁回农村，可是有“2016 年以后”这个时间限制，

希望能够进一步放宽，让愿意回农村的都可以将户口迁回农村。

网友@蜗居逆行者：我想把户口迁回娘家，主要是小孩上学方

便。孩子现在上五年级了，我们两口子都在外地打拼，孩子如果回

我妈那儿读书，我和老公可以每个月回去看看孩子。

网友@铃铃的龙哥：请问株洲的农村户口迁回政策是什么？我

是 1995年迁到城里的，家里还有座老宅，请问有政策可以让我迁回

农村吗？

网友@用心做事哪怕输了也精彩：这样的好政策，希望能在全

国推广，让更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可以回到老家。

“一场江海相连，心手相牵的遇见，正在发生。”3 月 30 日上

午，“株洲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论坛”作为 2024 海南国际文创周的

首日首场论坛在三亚举办，众多文旅企业和行业“大咖”围绕“株

洲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寻求合作，探讨“工

业+旅游”创新发展的无限空间。株洲网友对“走出去宣传株洲”

这一举措予以好评，并在株洲日报微信、今日头条号、掌上株洲

App等新媒体平台向全国网友推荐起了株洲。

网友@戈融嵌：这是株洲推进工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一次

创举。

网友@星空：欢迎来到株洲，株洲工业旅游点很多，推荐来醴

陵看看陶瓷产业文化。

网友@任佳：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株洲的工业文化转

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让工业品牌

“火”起来。

1.1公里的街道上有21家金店
缘何满街尽是黄金店

访问量：78.3万次 发布时间：3月 29日 记者：任远

2024湘江马拉松赛首站株洲开跑！
访问量：75.4万次 发布时间：3月 31日 记者：旷昆红

株洲123个项目集中开工
访问量：69.7万次 发布时间：4月 1日 记者：周蒿

湖南清水塘：几重明朗
访问量：66.1万次 发布时间：4月 2日 记者：李军、王娜

中车株洲所百万年薪招聘科创平台“掌门”
访问量：65.2万次 发布时间：4月 2日 记者：高晓燕

为何株洲强对流天气频发？
访问量：64.8万次 发布时间：3月 30日 记者：王娜

惊险！大风将30楼住户家窗户吹倒
访问量：61.4万次 发布时间：4月 3日 记者：李曙光

王者电竞今日首战九郎山
访问量：60.9万次 发布时间：4月 3日 记者：李逸峰

重大科技成果频频出圈 企业“知”本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株洲科创成绩单亮眼
访问量：59.2万次 发布时间：3月 29日 记者：陈驰

网友热议

权威资讯 尽在掌握

新闻点击排行榜（3月29日—4月4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张园

春天,总是充满蓬勃生机。在神农福地,年轻的湖南工业

大学里,文化和科技的创新融合“大舞台”好戏轮番上演。

青年师生、青年创客、青年匠人,正迎风生长、逐风飞

奔,朝着“具有包装文化特色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目标,

急速前行。

新技术、新成果、新场景潮涌不息,新时代青年文化的

“湖南工大样本”正在“出彩”“出圈”。

打造“文化+科技”人才高地
如何借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契机,推动项目成果

从“书架”走上“货架”？

怎样修复被污染的耕地,持续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3 月 31 日,在第十一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决赛暨校园科技文化节上,湖南工业大学一批 05后青

年学生尽情展示着自己的研究成果，700 余名师生代表参

加此次赛事。

已获得 9 项专利的“制动未来——高强韧铝基钛面制

动盘”团队研发的制动未来高强韧铝基钛面制动盘，通过

新材料的运用及 3D 打印快速凝固技术等，打破“技术瓶

颈”实现重量更轻、性价比更高、制动更安全、节能更环保。

“桥梁守护者——无人机桥梁健康检测系统项目”团

队创新建设无人机桥梁健康检测系统,联动政府、企业,打

造产学研基地,预计直接和间接解决就业岗位逾千个。

在怀化、张家界的广袤乡村正进行成果转化的“草塑

——稻草创意转化助力农业资源循环项目”团队,充分发挥

该校包装教育体系优势,对稻草的原材料进行了阻燃、防腐

处理和内部结构的优化,有力地推动了三农产业“变废为

宝、变乱为美、变旧为新”,进而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升级。

赛场上,青年学子们的一大批技术底座、孵化平台、重

点项目,充分展现了湖南工业大学打造“文化+科技”人才

高地的累累硕果。赛场下,湖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蒋昌波和众多师生一同全程观摩并感受着这场高水平赛

事带来的惊喜。“以赛促学,以学竞赛。”蒋昌波就各团队的

项目推进情况与选手深入交流。

站位决定高度,态度决定行动。蒋昌波说,高等教育与

高校服务地区发展的任务要紧密关联。事实上,该校在推

进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实现大发展的道路上,早已聚集了

大量创新人才,不断夯实了“人才高地”的基础。

“创新基因,早已根植在我的血液里!”湖南工业大学校

友、湖南德尔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付盟介绍,早在

大三时,他就在校团委的支持下,借助学校创新创业平台,

创立了自己的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把创业理想逐渐变成了

现实；而像这样的成功案例,在湖南工大还有许多。

咬住“文化+科技”发展目标
新科技在传统文化展示和新场景信息传播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进一步咬住“科技+文化”创新发展目

标、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由大学生创意、大学生举

办、大学生参与的“首届创意社团音乐美食文化节”点燃了

湖南工业大学的春日夜晚,跨界音乐、网红美食与创意包

装的沉浸式互动场景,逾万名大学生共同向公众呈现了该

校青年文化“出圈”的生动画面。

锣鼓声起,金龙腾飞,瑞狮摆尾……当二次元的律动遇

上传统民俗音符,会释放怎样的惊喜？

湖南工业大学青年龙狮队将中华文化就用创意为师

生们呈现了这道文化大餐!校园歌手、青春舞者的创意编

排与科技感舞美技术、新媒体直播技术,实现了与观众“线

上+线下”的即时交互,网络话题持续热议。

与此同时,在株洲团市委的支持下,湖南工业大学学生

会的同学们还将网红夜市与包装展览“搬”进了这个校园

文化大观园。

来自星城长沙的彩虹扬帆夜市被称为“网红必打卡

点”,借力正在湖南举行的中国城市夜间经济峰会的契机,

彩虹扬帆夜市将 30 余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特色美食呈现给

了师生,“烟火气”与“青春感”的碰撞,让校园里洋溢着独具

魅力的“色香味”。

“摆摊卖的是美食,拼的是匠心和创意!”00后创业达人

梁磊是参展小吃摊主之一,摆摊之余她和前来购物的同学

们探讨着关于创业与就业的话题,引得许多不少学生驻足。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贺莹 黄平芬）“勤能补拙是

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从中车株机

一名普通的数控车工成长为高铁工

匠，张利好只用了六年时间。现在，他

已经成长为转向架事业部技能大师工

作室主要负责人。30岁出头的他，连续

4 年代表公司参加各级数控加工技能

大赛，在国家二类比赛中获得“加工中

心一等奖”“数控车工二等奖”的优异

成绩。

张利好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株洲市技能大师、株洲工匠年度人物、

中国中车“劳动奖章”“高铁工匠”、中

车首席技能专家、中车科技创新青年

奖、中车青年岗位能手、中车技术标

兵，中车株机“十佳杰出青年”等荣誉

称号。

勤学自勉，锤炼过硬本领
2010 年，张利好成为中车株机公

司转向架事业部的一员。为了学好技

术，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到设备边观

察，围着老师傅请教，很快就熟悉了数

控系统的编程和操作，弄懂了班组数

控机床的结构性能，精通了加工各个

工序的操作与编程，一步一个脚印，逐

步提高技能水平。

2017年，张利好考证期间，白天上

班，晚上跟着高级技师学习实践操作，

回家看书做题，一次性通过了所有考

核，顺利拿到技师证书。目前，张利好

已是公司为数不多考取数控车和数控

加工中心双高级技师的技能大咖。

困难越大，越能燃起张利好的激

情和干劲。有一次班组同事在加工产

品时出现差错，他下决心要找出原因

和解决办法，避免再出现同样差错。通

过仔细分析，张利好发现加工过程中，

是刀具刀刃角度的因素导致刀具折

断。于是，他查阅大量资料，在原有刀

具上优化修磨角度，消除了质量隐患。

以此为基础，他完成了《避免麻花钻折

断改善提案》《取折断麻花钻操作法》。

目前，此操作法在生产现场得到了推

广运用。

攻坚克难，解决现场难题
十多年来，张利好兢兢业业，不断

钻研工艺，通过技能技术创新，让工作

更加高效，让产品更加高质。

2018 年，中车株机建设轨道交通

转向架智能制造车间期间，装备了两

台双滑枕数控立车和两台双滑枕数控

立式车铣中心。

“新线越早调试好，我们的生产效

率就能越早提高。”张利好主动请缨，

一头扎进新设备的调试。

张利好牢记 30 多个产品尺寸的

每一道加工工序和加工路线，协助技

术人员，反复研究每一个参数设置、每

一个数据量值，比原计划提早 2 个月

完成各型机车、动车组、地铁车型的产

品试制，为智能制造产线顺利通过国

家工信部验收做出了积极贡献。

“做人踏实可靠，做事严谨细致”，

这是身边同事对张利好的一致认可。

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止于此。他刻

苦钻研数控技术，热衷于解决关键技

术难题，近年来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完成技术攻关 8 项、QC 攻关 3 项、

推广先进操作法 4 项，精益改善多达

80 余项，在关键性期刊杂志上发表论

文 8篇。

传师授艺，引领技术突破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张利好以点带面，积极带动身边的

同事一起进步，毫无保留地做好传、

帮、带工作，辅导培养数控车工技师、

加工中心技师和高级技师累计 30 名，

其中高级工 12 名，为推动公司技能人

才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他多次受邀

在“金粉课堂”和“中工云课堂”网络直

播平台授课，收听人数达 10 万余人

次。

2020 年 6 月，一设备关键零部件

损坏，无法正常运转，导致生产线一度

停工。他带领技师队伍在没有设计图

纸、没有加工参数、没有设计程序参考

的情况下，凭借团队积累的经验，共同

完成了尺寸测绘、建模编程等相关准

备工作。利用现有的加工设备，经过工

艺验证与维修人员精心调校后，一件

大家认为难以加工出来的异型零件被

加工出来。直到今天，谈到张利好制作

的这个异型零件，大家仍交口称赞。

精湛的数控技艺、敢于创新的精

神，让张利好在同事心中赢得了“大

师”的称号。但在张利好眼中，真正的

大师应该还要拥有坚韧顽强的品质和

不断创新的工匠精神。

从默默无闻的新手学徒成长为赫

赫有名的“工匠人物”，从刚入司的“技

术新手”蝶变为“数控技术大咖”……

面对诸多荣誉，张利好从不自满，依旧

耐心专注、坚守敬业。

“科技+文化”创新融合，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湖南工大样本
正在“出彩”“出圈”

参赛选手正介绍项目。通讯员供图

张利好正查看设备数据。通讯员供图

6年时间，从普通车工成长为行业“大咖”

编

者

按

3月 28日，《科技观察》开辟“创新成果转化年
之外国专家在株洲”栏目，市科技局与本报也将持续
带领大家走近身边的在株外国专家。而成果转化的
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的科研人才、外国专家等攻关
核心技术，在产品量产的过程中，还或多或少会遇到
波折，这些难题，更需要我们的株洲工匠挺身而出。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也将聚焦成果转化一
线中的“三尖”人才、外国专家、创新工匠，《科技观
察》特开辟“创新工匠在株洲”栏目，看他们拼出的
“光”，如何增添转化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