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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达影城（4月11日）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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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微风不燥，细雨点缀着春日里的浪漫。

走进株洲南方摩托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

摩托”），厂区一线，工人们聚精会神忙碌着，一台台

新款整车陆续下线。这样的场景，让行政部长苗金

魁会心一笑。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西安等地的订单纷纷涌向

厂内，今年截至 3 月底，“南方摩托”销售额已达 4700

多万元，再创新高。

而这一笑的背后，却有谁知道其中的心酸。

南方摩托，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风靡湖南乃至全

国，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符号”，却因跟不上时代逐

渐销声匿迹。从国有大厂到改制重组，再转为民企，

从全线停摆直至再现活力，饱经风霜后，他们又“踏

平坎坷成大道”。

当前，记忆里的“南方摩托”重回人们的视线，正

驶在特殊的转型路上……

南方125、南雅125
是否曾在你记忆里轰鸣过？

提及南方摩托，60 后、70 后的株洲人，或多或少

有些了解，而年轻人知之甚少，它的崛起，曾带动过

一个产业、一个市场。

走到厂房边的居民楼，院里下棋的老人们，曾是

南方摩托生产线的技术工，接过话茬，往日种种，浮

现眼前。

1982 年，根据国防科工委的文件，军工企业转民

品生产，株洲三三一厂组建国营南方动力机械公司，

生产南方牌摩托车。并以雅马哈摩托车为蓝本，制

造出南方 125车型。

1987 年，南方摩托车与雅马哈正式开启技术合

作，并引进雅马哈技术，开始生产南雅 125车型，这就

是南方摩托当时最出名的两款车。

“那个时候，南方摩托因动力强劲，价格相对亲

民，深受消费者喜爱。”苗金魁说，特别是湖南省，地

形大多以山地丘陵地带为主，乡村道路崎岖不平，摩

托车成为自行车的最佳替代品，加上农村地区多是

倚山而建的散居状态，亲戚间串门比较远，因此摩托

车在湖南一直有较大市场。

在最辉煌的 90 年代，南方摩托主力车型零售价

为 4500 元至 4800 元，2000 多名员工加班加点生产，

年销量近 30万台，依旧是供不应求。

经过二十年的变迁
转为民企的老品牌终于扭亏为盈

这样的盛况，一直维持到 90年代末，南方摩托走

入千家万户，成为时代的记忆。

南方摩托技术主管白彬说，新世纪到来后，四冲

程发动机的摩托车问世，这对南方 125这种二冲程发

动机车型，可谓“降维打击”，销量锐减后，南方摩托

意识到必须要自主研发四冲程发动机，来应对市场

需求。然而，当时国企普遍的重负担，南方摩托颓势

难以阻止。

2009 年，经过改制重组，株洲南方摩托车有限公

司成立，2010 年，南方摩托研发部撤销，研发人员并

入技术部。

2017 年，对于南方摩托是个特殊年份，从国企转

为民企，从停产到再次点火，曾经的浙江代理商李启

华接手这家已经落寞的企业。

“我是第一批做南方摩托代理的，有着深厚的

‘南方情结’，不想看到这个国民品牌就此倒下。”李

启华说，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后，能不能再做起来，

他心里也没底，但他决定试一试。

正所谓不破不立。边销售改进版的“南方 125”，

李启华边联系意大利等地厂商寻求合作。

“继续生产改良产品已无路可走，必须要找一条

能够让我们生存下去的路，让创新产品从车间走出

来，去抢占市场。”李启华说，拿出 600 万元研发资金

时，压力很大，一旦周转不畅，南方摩托将岌岌可危，

“但推倒重来才能赢得机会”。

2021 年，沉淀三年，南方摩托推出“蒙娜丽莎”复

古踏板。复古外观的踏板车，一经问世，备受女孩青

睐，车辆安装 TCS、ABS 等系统后，当年便售出近万

台。也就是这一年，经过二十年的变迁，这个老品牌

扭亏为盈。

今年营业额将达到3亿元
让株洲摩托再度“燃”起来

尝到甜头后，南方摩托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从车辆外形、智能驾驶系统以及与友商合作研发减

震器，车辆整体性能进一步提升。

2022 年，南方摩托推出迭代产品“南方飞戈”，年

销量一举破万，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在市场反馈

后，飞戈系列再度升级，2023 年，南方摩托盈利突破

千万元。

“我们的飞戈系列，产品智能化已经走在行业前

端，一次性可以跑 550 公里。”白彬介绍，摩旅爱好者

们自驾南方摩托去了西藏、海南、甘肃等地。目前，

飞戈系列日产量达到 100多台，南方摩托在浙江台州

也设有生产基地了。

点进“摩托范”App，今年 3 月，全国摩托车销售

热度榜上，飞戈产品位列全国前五，也让大家看到了

南方摩托再度崛起的希望。

“如今南方摩托在北京、贵州、西安、广州等地热

销，反而省内的销量还未打开。”白彬感慨，也许人们

淡忘了曾经的南方摩托，但如今再次回到大众视线，

依靠产品实力，一定能再次走进大家的视野。

今年，南方摩托早早定下销售目标，营业额实现

翻倍，达到 3亿元。

在企业调研时，芦淞区副区长张勇说，南方摩托

与春风雅马哈是株洲目前唯二能够进行整车制造的

厂商，政府正牵线搭桥，让企业抱团发展，提高本地

配套率，引进更多链上企业与技术人才，利用好芦淞

区“厂所”发动机研发的固有优势，进一步开拓市场，

让株洲摩托再度“燃”起来。

知道“南方”“南雅”的，都应该是60后、70后了

记忆里的“南方摩托”重回视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勇
跃 通讯员/王继雄） 天元区文联组织区

诗协和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携手挖掘当

地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

的作用。4 月 8 日，81 位诗协会员和志愿

者走进龙船镇庙前，这是天元区诗协开展

“寻访杜甫在湘江株洲河段的足迹”主题

采风活动的第三站。

当天，春光明媚，他们来到龙船镇庙

前 渡 口 ，走 访 昭 陵 滩 旧 址 ，缅 怀 诗 圣 杜

甫。因航电枢纽蓄水，“高峽出平湖”，当

年激流险滩的自然风光已不复存在，但吟

诵诗圣过昭陵滩写的《解忧》，仍然可以感

受到诗人伟大的灵魂。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早春，杜甫溯

湘江而上，经乔口、铜官到了株洲，过昭陵

滩时曾写下《解忧》，诗中描述了当年过昭

陵险滩的感受。

斗转星移，1355年后的 4月，市诗词协

会副会长侯李平望着一江春水，激情澎

湃，当即写下《昭陵怀杜甫》：

一湾碧水洒晨阳，满树清风拂草堂。

人去千年诗骨在，碑残四野墨泥香。

岩边夜宿心难歇，浦上早行帆自扬。

留得潭洲文脉远，追寻史迹赋华章。

天 元 区 诗 协 的 青 年 才 俊 谭 向 晖 也

赋诗一首《望昭陵》，表达对诗圣的景仰

之情：

老病孤舟家国情，少陵诗意问谁赓。

我来滩上听江水，奔涌尚余平仄声。

天元区诗协组织大型采风活动

吟诵《解忧》凭吊诗圣

诗人们在庙前渡口合影。通讯员供图

白彬介绍飞戈产品的优势。记者/陈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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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日前，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高中年龄段 U18 组）第 1 阶

段落下帷幕，株洲市南方中学女子足球队再次参赛，

在广东梅州赛区的比赛中顺利突围，进入全国赛第 2

阶段。

3胜2负顺利晋级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由教育部、体育总局、中国

足球协会 3 方主办，是国内目前规格最高、影响力最

大、参与面最广的青少年足球比赛。

南方中学女足领队吴平老师介绍，由于参赛队伍

更多，今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高中年龄段 U18

组）共分为3个比赛阶段，较去年增加了1个阶段。

3 月 24 日，球队首战迎来湖北武汉吴家山中学女

足。比赛中，女孩们发挥稳定，以 20 的比分顺利拿

下比赛。

但仅过一天，球队就迎来小组最强对手——上海

市体育运动学校。经过 90 分钟的苦战，南中女足最

终落败。

重新振作精神，南中女足姑娘们终于迎来一场酣

畅淋漓的大胜，她们以 60 的比分战胜广州市培正中

学，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最后两场比赛中，女足姑娘们又取得 1 负 1 胜

的成绩，最终获得 3 胜 2 负的总成绩，并以第 1 阶段 5

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这也是该校第

2次参加该项赛事，连续两年进入全国赛第 2阶段。

新老队员平稳衔接

“从比赛过程来看，整个梯队已经完成了较好的

衔接。”吴平介绍，由于高三的“老队员”近期正在参加

高招专业测试，因此此次比赛派出的选手由高一、高

二的队员组成。比赛中，高二的后腰戴影杰作为队长

挑起了大梁，高一的主力中后卫刘妍稀等也发挥稳

定，确保球队依然能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战斗力。其

中在第四场面对四川 U18女足的比赛中，球队在落后

的情况下一度将比分追平，展示了球队的韧劲。

据了解，株洲南方中学女子足球队自组队以来，

已多次参加市级、省级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2021

年、2022 年，连续两年夺得湖南省足球协会青少年锦

标赛（女子甲组）冠军。2023 年，首次参加中国青少

年足球联赛的南中女足获得第 12 名，刷新了湖南省

在该赛事中的最好成绩。

学校负责人表示，株洲市南方中学作为女足基

地，高度重视校园女足的培养，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专

业化的场地和设施设备。并通过积极探索体教融合

新路子，形成系统化校园足球管理机制，深化统筹协

调、高效治理校园足球工作，促进校园足球工作持续

发展，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女子足球队员。

吴平介绍，第二阶段比赛预计将于今年 7 月启

动，南方中学女足将向更好的成绩冲击。

给孩子们更多
有仪式感的春天

戴凛

最近，“春假”这个词很是火热。

我市不少学校也提出了“春假”的概念，

比如在清明假期不布置书面作业，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清明祭祖活动，在踏春的过程中认

识大自然，感受季节的变化。无独有偶，有的

幼儿园也安排了参与感十足的“种春”活动，

由老师带领孩子们，在幼儿园体验种植果蔬

的乐趣，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

诺贝尔物理奖获奖者江崎玲于奈说过，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

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

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

的路。”思想家爱默生也曾说：“培养好人的秘

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电子产品普及，

以及升学的压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离大

自然越来越遥远。大家生活在更多“人造”的

生活环境中，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也变得越来

越淡。因为他们认为，通过书本、电脑就能认

识整个世界。比如有的孩子能够说出很复杂

的数学、物理定律，对国内外大事侃侃而谈，

但是在生活中，却连常见的蔬果、家禽无法准

确识别，面对家务劳动而无从下手。

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在这个清明假期里，

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把“春假”当成了孩

子们认识大自然的窗口。他们在爬山扫墓

中，认识了更多不起眼的植物；他们拿起了锄

头、镰刀清理墓边的杂草，有了不一样的劳动

体验；在祭拜先人的过程中，又了解了更多家

风、家训，学习了传统文化与美德；还有的家

庭组织了春游，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更浓的亲情，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

体会到了更有仪式感的春天。

教育基金助力教育督导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

谭仕荣） 教育督导评估是我国一项基本教育制度，

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近年来，株洲教育基金会抓住新时代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契机，依法依规拓展工作领域，累计出

资 50 余万元，激发基层创新活力，让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

“2020 年至 2022 年，我市连续评选全市教育十大

改革创新案例，由市教育基金会出资予以奖励。”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教育督导全面推进

督学责任区标准化建设和督学队伍建设，从阵地建

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流程建设、工作成效及特色

成果等方面发力，促进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规范

化、专业化。在市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全市建成 16

个标准化督学责任区。督学责任区标准化建设工作

获得省政府教督办的高度肯定，并在《中国教育督导》

公众号上推介。

为提高督学队伍专业素质，我市教育督导部门和

市教育基金会联手开展教育督导工作优秀论文和案

例征集评选活动，引导广大督学立足督学岗位，积极

思考探索，勇于创新实践，不断建树特色成果。去年

共征集教育督导工作案例 104 篇，论文 128 篇。经专

家评审，评定获奖案例 30 篇，13 篇论文和 9 篇案例在

全省获奖，获奖案例、论文数量和质量均居全省前

列。芦淞区“构建三级联动督学体系、打通教育督导

最后一公里”改革创新案例，获评 2023 年“株洲市十

大改革典型案例”。

近年来，在市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市教育督导

不断自加压力，着力锻长板、补短板，走出了一条“规

范+特色”的发展之路，逐步树立株洲教育督导品牌。

醴陵市、荷塘区先后获得“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创新县（市、区）”称号。湖南省政府教督办在我市

召开全省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和学校内部督导工作推

进现场会。芦淞区督导工作案例入选《中国教育督导

报告（2022）》蓝皮书。我市“推动党委政府科学履职、

构建良好育人生态”经验在中国教育评价第三届学术

年会上交流。三堂优质教育督导案例课程，入选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课程资源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
员/赵兰） 认识蔬果、规划土地、观察成长

……连日来，芦淞教育幼稚园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种春”活动，激发了孩子们对大自

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种植活动开始前，在老师及家长的帮助

下，孩子们了解了春季适宜种植的蔬菜瓜果，

还自主选择果蔬种类，小组讨论如何栽种、规

划种植场地，再学习制作标识，孩子们对种植

的兴趣十分浓厚。

活动中，教师们带领孩子们分组前往种

植箱，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将种子种入土壤中，

然后轻轻地盖上土，最后浇上适量的水。整

个过程，孩子们都显得格外专注和投入。

家长说，这种亲身体验的过程，让孩子们

更加珍惜和爱护自己种下的植物，也让他们

更加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成长过程。

孩子们为种子浇水。 记者/戴凛 摄

再次出征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南方中学女足完成首阶段突围

南方中学（白衣）与云南大学附中的比赛。

受访单位供图

用小手感受春天

4 月 9 日，芦淞区何家坳小学牵手

株洲市幼儿园，共同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七彩课堂，幼小大不同”的活动，帮助

幼儿园的孩子们更好地适应即将到来

的小学生活。

活动中，何家坳小学精心准备了一

系列寓教于乐的互动游戏和教学活动，

有绘本阅读、趣味数学、体育活动、美术

手工、科学魔术、音乐活动等七彩系列

课堂，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

中成长，充分体验着幼小大不同的学习

生 活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
凛 通讯员/吴敏 摄影报道）

七彩课堂 幼小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