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胡 乐 美术编辑：左 骏 校对：贺天鸿

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05综合·城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
刘笑贝 李琼璜） 近日，株洲经开区召开 2024

年“重大项目攻坚年”“创新成果转化年”“干部

效能提升年”活动推进大会，下发“三个年”活

动实施方案，奋力实现“奋战双百亿 挺进三十

强”目标，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重大项目攻坚

开展“五大攻坚行动”
实施市重点项目42个

株洲北斗信息产业园一期项目，“三中心

一论坛”将基本建成，赛德雷特总部基地及卫

星工厂下线首颗卫星整星；中国移动（湖南株

洲）数据中心项目二期已封顶，今年将竣工投

用；西飞利达出口设备生产基地+北斗动态监

控平台已完成土地摘牌，年内将建设矿山设备

生产基地和北斗应用监测平台；湖南同裘镭盾

科技有限公司高能激光防护涂层材料（一期）

项目，完成厂房装修改造和机电工程……

今年，株洲经开区将以重大项目建设为主

抓手，深入开展“争资引项提标、招引落地提

质、建设达产提速、要素保障提档、管理服务提

效”五大攻坚行动，强化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

管理等工作机制，确保完成“重大项目攻坚年”

活动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实施市重点项目 42

个，总投资 37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2 亿元以

上；全年力争签约引进亿元项目 35 个以上；全

年新开工项目 20个以上，竣工项目 12个以上；

加强建设用地保障，实现动态储备产业用地

2000亩以上。

创新成果转化

落地创新成果20个以上
国家“高企”突破55家

湖南赛德雷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

一流的微纳卫星整星制造商与空间应用解决

方案供应商。公司位于株洲经开区的赛德雷特

卫星智能 AIT 工厂，集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

等功能于一体，预计今年 6 月正式投产，将具

备每年批量化研制 150 颗卫星的能力。去年，

该公司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湖南越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是先进封

装行业领先企业，拥有先进封装产品的设计和

制造一站式服务能力，专注于高性能和高密度

芯片封装产品。去年，该公司获评省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今年，株洲经开区将围绕“奋战双百亿、挺

进三十强”主要目标，开展创新成果转化系列

活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3.3%以上，落地

创新成果 20 个以上（其中高校院所创新成果

转化 5个以上），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5家以

上，招引科技型企业 30 家以上，创新成果裂变

企业 4 家以上，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6 家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55 家，园

区高新技术产业营收 85亿元以上。

干部效能提升

大力实施“四大行动”
推动园区提质增效

3月24日，株洲经开区发出招募令，面向国

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2024 年应届毕业生招聘

优秀人才18人。截至目前，已有320余人报名。

今年，该区将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服务企业”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

“干部效能提升年”活动，大力实施选贤任能、

素质赋能、激励争先、改进作风“四大行动”，全

面提振干部雇员敢争先、不服输的精气神，推

动全体干部雇员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升能

力素质、提高工作效能、严明纪律作风，引导全

体干部雇员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谋发展，

为全力冲刺“奋战双百亿 挺进三十强”工作目

标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今年，该区将加强干部精准选配，每月举

办一期“经开大讲堂”，设置产业发展能力、专

业化能力、综合素养提升等专题，全面提升干

部雇员综合素养和专业化能力。设立干部效能

“红黑榜”，严格落实提升干部效能“六项制度”

“十个不准”，树立实绩优先风向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作为芦

淞区涉农林街道，枫溪街道有着各种深浅不同的

绿。树木层峦叠嶂的背后，森林防火也是重中之

重。生态护林员，每日穿梭在林间，协调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4月 3日，记者就跟着护林员吴汉华出

发，一起去巡山。

街道9名“守绿人”分工开展一线巡护

“我给你们准备了马甲！”一上车，吴汉华赶

紧递给我们。套上马甲，仪式感立马出来了，我们

似乎和林长的身份更近了一步。

曲尺村有 3000 亩林地，老百姓靠山吃山。而

且村里还有一座大型公墓，清明前后，祭扫人群

剧增，稍有不慎，就有火灾隐患。

吴汉华每天一大早就会开着面包车从家里

出发，踏上巡山护林之路。为了守护好这一方山

林，单靠他一人之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像吴汉

华这样的生态护林员，枫溪街道共有 5人，还有 4

名协管员。大家分工协作开展一线巡护。

“就当锻炼了。”吴汉华说，林间小路虽然崎

岖难行，但自己已经习惯了，有时候走累了就喊

两嗓子，有时候边走边大声唱歌，“这样时间都感

觉过得快些。”

一路上几乎没有能歇脚的地方，记者喘着粗

气前行，而吴汉华却如履平地。他时不时地向四

周观望，查看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偶尔还折返照

应记者。在他心中似乎有一幅地图，他熟知这里

的每一片树林，了解周边群众的生活生产习惯，

也因此知道哪些地方需要重点防护。

青山无言，绿色有我。对于护林员来说，眼下

正是森林火灾高发期，也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

尤其是清明节期间，吴汉华悬着的心一刻也不敢

放松。

整备应急物资 开展森林防灭火演练

沿着盘山路向山林中走去，路边一处小房子

惹人注目，小房子占地大约 140 平方米，白色屋

面与绿意葱茏的山林融为一体。“这是我们护林

员的‘根据地’，也是我自己的家。为方便护林员

工作，我把房子空出来打造成应急仓库。”吴汉华

告诉记者。

走进房间，里面整齐摆放着水泵、灭火水带

等相关工具。近几年，各地火灾时有发生。针对基

层力量薄弱等问题，枫溪街道在曲尺村率先试点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配备消防水带、铁镐铁锤、

电灯电筒、头盔、喊话器等应急物资，不断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火情处置，背后的办法其

实非常朴实。吴汉华对记者展示，街道有一个应

急工作群，能够实现实时定位联系。当辖区内发

生火情时，工作群第一时间发送实时定位，接收

信息后，火情周边各村人员可迅速赶赴现场扑

火，真正做到一村有火、各村支援。

用着朴素办法的同时，街道还强化科技赋

能，建立技、物、人“三防网络”及时传递信息。4

月 1日，街道还组织开展了一场 30余人参与的森

林防灭火应急救援演练。“这样的森林防灭火应

急救援演练已趋于常态化。”吴汉华说。

到了中午饭点，吴汉华吃着自带的盒饭。吃

饭间隙，和记者聊到自己的心愿，他脱口而出：

“希望村里的树越来越绿，生态越来越好。”对于

这片山林，吴汉华有着最质朴纯粹的感情。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4月 2日，

武汉知名茶饮品牌爷爷不泡茶在大汉悦中心试营

业。作为株洲首店，数据显示，门店试营业期间，点

单量达到 1000杯/天。这不过是芦淞区蓬勃发展的

“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多个知名品牌首

店陆续落地，通过集聚效应，一家家首店构成了一

种业态——“首店经济”。推动“首店经济”发展，芦

淞区做了些什么？呈现出哪些特色和亮点？

首店数量攀升
品牌与城市“双向奔赴”

“先去爷爷不泡茶喝一杯樱花龙眼，再直奔二

楼打卡刘口水耙牛肉火锅，晚上约着闺蜜去一丹

喝咖啡聊天，顺便拍点美美的照片。”这是在湖南

工业大学读研的江西妹子邹晓臻在开学前给自己

安排的“首店 walk”。作为一名吃货，株洲的任何一

家首店都逃不出她的镜头。

循着探店达人的首店打卡“路线图”，不难发

现，这些门店都有一个共同的大本营——位于芦

淞区的大汉悦中心商业综合体。

4 月 2 日，爷爷不泡茶在株洲试营业第一天，

就点燃了消费热情，当日销售量达到 1000杯。

谈及为何落地中心商圈时，“交通便利”“客群

优质”“营商环境优”“发展潜力大”是多位首店负

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得益

于这些因素，芦淞正吸引越来越多首店落地。

来看一组数据：截至目前，大汉悦中心共计开

出 20 家首店。其中不乏喜茶、茶颜悦色、墨茉点心

局等行业头部品牌。今年 1 至 2 月份，芦淞区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54.8亿元，累计增速 3.2%，消

费市场实现稳中向好态势。

从“世界”到“株洲”
本土品牌首店不断上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下，如何破局？

聚焦“首店经济”，芦淞区给出的答案是：本土

品牌崛起，突破传统商业同质化竞争瓶颈，使品牌

价值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耦合。

3 月 30 日，面包与偏爱在大汉悦中心开业。这

家面包店是由本土烘焙品牌盛小姐孵化出来的第

二个子品牌，盛小姐在株洲扎根 7 年，不仅见证城

市发展，记录城市魅力，更将“吐司”推广至外地。

据悉，目前盛小姐已经在株洲开了 6 家门店。以此

为例，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牌强势“出圈”，商业之

外，更彰显城市竞争力。

对此，株洲大汉悦中心总经理黄洋分析说，品

牌越来越注重升级和细分，对品牌进行多元化排

布。与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店层出不穷，特别

是在餐饮、娱乐等领域。

而作为商贸大区，芦淞区商业展现韧性，首店

品牌也持续抢滩。一些首店品牌，甚至陆续在芦淞

开设了首店、二店、旗舰店……彰显了“首店经济”

的带动作用。

竞逐“首店经济”
流量如何变“留量”

纵观株洲“首店经济”发展版图，可以发现首

店选址的确存在明显的聚集效应，主要集中在各

类商业体。同时，中心商圈的地理格局，也决定了

首店分布的“多点开花”。

事实上，除了各类商业体自带的流量光环和

城市的包容特质，会整活（网络热词，意为会搞

事）、会创新也是实现人气、商气“双提升”的关键。

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中，芦淞区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

元旦期间，该区协助举办了大汉悦中心音乐

跨年之夜、株百广场节日盛典、王府星茂“星潮澎

湃狂欢夜”跨年夜等活动，让品牌价值、区域资源

与文艺卖点三者有机融合，打造具有社交属性的

体验场景，让流量转变为“留量”，在品牌与城市双

向融合的过程中激发内需潜力。

商场舞台化、餐饮场所景区化、酒吧沉浸式演

出化、市集复古化成为芦淞区擦亮“首店经济×新

消费”的“杀手锏”。

“首店经济”高质量发展，品牌落地只是第一

步，如何实现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等方面延

长首店热度以及增强消费者黏性。”黄洋建议，在

首店落地后，政府需要适度提供规划和引导，帮助

其导流，从而提高品牌运营的效率和效果；搭建指

导招商运营的平台，打造更具人性化的营商环境。

商家则需要通过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消费体验、与

本地文化融合创新等方式增强自身差异性优势和

产品特色，留住更多“回头客”。

4月 2日，爷爷不泡茶首店在大汉悦中心试营业，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品尝。 记者/杨凌凌 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陈妮

在天元区雷打石镇，有一支由 15 名青年干部组成的“青年春

风队”，他们创新开展扶贫帮困工作，让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困

难群体如沐春风。

15个人，创新推进扶贫帮困工作

“第一次看到小轩（化名），以为他才上一年级，小小的个子，

黑黑瘦瘦的。一问才知道，他已经 9 岁了。”雷打石镇副镇长阳光

明媚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帮扶对象小轩时的情景。

小轩生活在单亲家庭，几年前，妈妈带着弟弟离家出走，爷爷

奶奶都去世了，家里只有肢体残疾的爸爸照顾他，全家没有稳定

的经济来源。

如何精准、有效地帮扶像小轩一样的困难群体？

2023 年初，天元区启动扶贫帮困工作，雷打石镇有 11 个扶贫

帮困项目。

“扶贫帮困工作如何创新推进？青年干部如何更快成长？扶困

资金如何妥善使用？”雷打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意勋一直在思

考，如何让扶贫帮困工作做到实处，做出亮点。

雷打石镇有 35 岁以下青年干部 15 名，其中 13 名是从学校毕

业后就来到这里工作。他们也在想着如何从表格和材料中走出

来，真正走进群众，更快更好地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春风

队”悄然成立了。

“青年春风队”的定位也非常清晰：每一位青年负责一个村（社

区），帮扶那些低保、五保、特困等之外政策覆盖不到的困难户。

1万元，帮扶资金实现价值最大化

帮扶资金从何而来？

在雷打石镇，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协会——空灵岸爱心敬老协

会，该协会成立于 2015 年，由湖南省戴永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发

起，每年固定资助 30万元，用于爱心帮扶。

“青年春风队”以空灵岸爱心敬老协会为后盾，15名青年干部自

行结对1个村（社区），每名队员由协会配额1万元帮扶经费，不设具

体任务指标，青年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下沉到村组开展帮扶。

“不包括低保户、五保户，那帮谁？要怎么帮？”刚开始，这群年

轻人也有过迷惘。“如果去慰问重病家庭，慰问金对于巨额治疗费

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如果给小朋友们送衣服，也只能起到阶段

性效果。”如何让一万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队员们一直在思考。

阳光明媚去了胜塘小学，他遇到了小轩。

小轩的家里十分简陋，房子前坪堆满了干枯的树枝和垃圾；房

间里，床垫直接放在水泥地上，灰扑扑的；窗户玻璃破了个大洞，用硬

纸板堵住；客厅的桌子上摆着两碗剩饭剩菜，这就是小轩的晚饭。

营养不良、经济拮据、房屋杂乱、父亲残疾、母亲出走……小

轩正是需要帮扶的对象。

房间需要修缮，家庭收入需要提升，还需要给小轩父亲找一

份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孩子的工作。阳光明媚不管怎么盘算，都不

是 1 万元能解决的。“幸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联合团委“团

团希望小屋”项目，为小轩进行房屋改造。

升级2.0版本，让更多困难群众如沐春风

当小轩看到房间焕然一新，梦寐以求的新书桌、床、衣柜一应

俱全时，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趁着全区“低保扩围”的东风，村干部

还为父子俩申请了低保。

“但这还不是终点，低保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而我们希

望他们能过有滋有味的小日子。”“青年春风队”在和小轩父亲沟

通后，决定向村里的养殖大户购买 3 头黑山羊送给他，让他通过

养羊增加收入。现在，小轩家里已搭起了羊圈。

去年，“青年春风队”服务人数 160余人，使用资金 9.8万余元。

他们为 18 个困难家庭的孩子送去衣服、书包、文具、书籍、行李箱

等物资；为困难老人筹集医药费；为 12 户老人长期免费提供早餐

……雷打石镇党委书记张露说，今年，“青年春风队”将进一步升

级为 2.0 版本，制定助学、帮残、敬老、扶贫等计划，让更多困难群

众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天元区雷打石镇：

“青年春风队”让困难群体如沐春风

去年9月27日，雷打石镇“青年春风队”在先锋村马菊英奶奶家开展“情暖中秋，点亮团圆”活动 （资料图）。记者/杨如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我现在好

多了，已经长出一小撮头发。去年考的初级会计证

书已拿到手，现在准备考注册会计师……”4 月 3

日，天元区群丰镇湘滨社区的唐紫薇说，是政府和

爱心人士，给了她信心和希望。

20岁那年，唐紫薇在入职体检时发现患有白血

病。在多方帮助下，她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目

前正朝好的方面发展。唐紫薇的父亲因意外摔伤导

致臀部粉碎性骨折，不能从事重体力活；母亲腰椎

滑脱Ⅱ度，也没办法打工赚钱，全家没有稳定经济

收入来源。家境贫寒的她，面对巨额的治疗费用束

手无策。

天元区为唐紫薇精准匹配了低保救助、乡村

振兴保救助、医疗救助、托底救助、临时救助 5 项

政府救助，共计 23 万余元，同时，还通过就业帮

扶，为唐紫薇母亲在小学找到一份保洁工作。

唐紫薇一家通过向亲戚朋友借款、房屋抵押贷

款，加上社会救助，凑齐骨髓移植手术费用。

唐紫薇只是天元区众多社会救助受助对象中

的一员。天元区积极推动社会救助体系改革，构建

“1+8+X”社会大救助体系，以困难户为单位，对

2139 户低收入家庭全部进行立体分析，探索实施

“政府救助+志愿服务+慈善帮扶”一体化“链式服

务”，全面推进低收入对象“一户一条救助链”模

式，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保障网。

三门镇的小金、小银（化名）双胞胎兄弟，智力

三级残疾，父亲轻微智力障碍，母亲也有智力二级

残疾，天元区为小金、小银精准匹配了低保救助、

特困人员特殊救助等 6 项政府救助，还通过链接

学校资源，让兄弟两人就读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

雷打石镇的小博（化名），从小父母离婚，跟着二级

精神残疾的父亲一起生活，天元区为他精准匹配

了低保救助等 5 项政府救助，还通过链接社会资

源，帮助其改善居住环境。

“做好困难群众基本民生保障工作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天元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刘振华说，下一步，将持续开展社会救助“链式服

务”，持续推进低保扩围攻坚，持续优化城乡帮扶

项目，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保障，让帮扶成效真

正可见、可感、可持续。

株洲经开区全面实施“三个年”活动

奋力冲刺“奋战双百亿 挺进三十强”目标

记者跟随护林员一起“巡山”

体验“青山无言 绿色有我”的执着

积极竞逐“首店经济”
看芦淞“经营”秘诀

天元区：

社会救助“链式服务”让帮扶成效可见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