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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荷塘区裕丰三区 18 栋
一单元房东将一面“为民办实事，创
示范小区”的锦旗，送到裕丰三区创
建示范小区指挥部（简称“指挥部”）
工作人员手中，并感慨说：“以前像躲
瘟神一样躲你们，这 2 个多月，你们
为小区整治忙前忙后，我们看在眼
里，真心表示感谢。”

自 2 月 18 日以来，裕丰三区逐步
实现了从“脏乱差”到“安洁净”的蝶
变，消防整治到位了、环境卫生美了、
大伙之间也认识了……凭借着对“网
格党支部+小区物管会+协会”多方
共建模式的探索，裕丰小区三区成为
我市探索经营性自建房综合整治的
新样本。

新生 老旧小区大变样

裕丰三区始建于 1994 年，由于小
区内服饰加工厂林立，各种历史遗留
问题不断堆积，逐步陷入到消防隐患
多、道路破损、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和
环境脏乱的尴尬境地，租户、服饰加工
从业者每天从小区路过时，也常是踮
着脚尖、捂着鼻子过。

为彻底改变合泰、富家垅片区面
貌，春节后，荷塘区启动该片区经营性
自建房综合整治工作，先期打造 7 个
示范小区，裕丰三区在示范小区之列。

4 月 17 日，房东吴自来踏入小区
的那一刻，他惊喜之余，更是感动，“我
在小区住了 10 来年，开始以为他们只
是来走过场，没想到工作做得这么实，
小区改变这么大。”

吴自来口中的“他们”，指的便是
由荷塘区明照街道班子成员带队的指
挥部成员。自 2月 18日进驻小区，他们
采取包栋模式，“白+黑”“5+2”，挂图
作战，短短 2 个月，让裕丰三区“脱胎
换骨”。

新铺设的柏油路平坦宽敞、整洁
漂亮；原本纵横交错、扭成一团的空中

“蜘蛛网”已基本规整，走线布局清晰，
天空呈现出“无线美”；原本楼栋前乱
停乱放停放的电动车、摩托车也各自
有了“家”，整齐地摆放在指定区域；楼
栋外多出来的横七竖八违建部分，悉
数被拆除……

破解 深入走访 直击痛点

小区“脱胎换骨”，得益于指挥部
全体成员用最笨的办法——迈开腿、
张开嘴，每人每天至少日行 1万步，敲
开每一户的门，和每一户面对面，深入
了解小区“沉疴”。

消防安全整治是重中之重，包含9
项内容，其中有一条铁律，即“加工栋
不住宿，住宿栋不加工”，但实际仍有
加工、住宿混杂在一起的楼栋，消防设
施和配置不到位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一次又一次的上门，大家逐渐有
了意识并以实际行动进行支持。13 栋
既加工又住人，违背上述铁律，刘老板
和易老板买下该栋的 2 套住房，全力
以赴配合整改。

为改变环境差的面貌，过去加工
厂租户或房东，为了生产、生活方便，
想着法子加建，不仅影响了美观，还有
一定的消防隐患，指挥部动员业主自
发拆除了 4 至 10 栋楼下连片违章建
筑，筹资建设了 2000 多平方米带雨
棚、设置充电桩的停放区，解决了小区
摩托车停放和电动车充电难题；多次

组织街道的党员、志愿者来小区支援，
开展“牛皮癣”清理；通过争取资金，将
路面破损严重、坑洼不平的“大花脸
路”，全部改造为崭新的沥青道路。

秩序管理上，针对小区 600 多辆
电动车、摩托车和近百辆小车的情
况，指挥部积极和东湖公园沟通，将
东湖公园一块绿地硬化，划出 60 多
个车位；和裕丰公司联动，在每栋楼
间见缝插针划出电动车停放棚、安装
充电桩，这些区域可停放近 300 辆电
动车，给 120 辆电动车充电，方便了
居民，也杜绝了飞线充电的安全隐
患。为了加快停车棚安装进度，明照
街道城管办罗天强挪电动车时，不慎
被钉子戳破脚底，但他跛着脚，仍坚
持在一线。

“现在，业主家的宠物见了我，都
摇尾巴表示欢迎。”明照街道宣统委员
梁丰坦言，从最初依靠导航到小区，到
如今成了居民眼中的“百事通”，有问
必答。梁丰在帮居民搬东西时，不慎右
手骨折，一直打着绷带坚持不休息，

“轻伤不下火线，看着小区越来越好，
成就感满满。”她笑着说。

创新 探索共治模式

2个月就迎来“蝶变”，单单依靠指
挥部几十个人，自然是行不通的，如何
调动党员、志愿者参与，怎样激发房东、
加工厂老板主动性，把这些分散的力量
形成合力，最终实现小区长效管理，是
裕丰三区更深层次需要解决的问题。

小区以服装加工厂工人为主，他
们在此为生计奔波，调动他们参与可
能性比较小，于是指挥部抓住了房东
和加工厂老板这两个“牛鼻子”，指导
成立了房东协会和加工厂协会，以党
建引领为抓手，调动党员和志愿者参
与，建立了以裕丰三区党群服务中心
为核心，小区物管会和协会为补充的
治理架构，将房东、租户、物业形成有
机融合，为小区综合整治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在指挥部组织下，经过数次网
格党支部+物管会+协会的调度会，不
少重点难点问题迎刃而解。

易青担任小区网格党支部书记
后，在拆除违建、消除小区“牛皮癣”等
综合整治工作方面，带领党员和志愿
者积极参与。

艾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裕丰三
区新合作的物业公司，其经理王玲介
绍，目前小区配备了保安和保洁人员，
一天两次清扫路面卫生，小区面貌焕
然一新。

房东协会的房东看到小区在逐渐
变好，也积极行动起来，19栋 2单元房
东孙转争，第一个将加工厂从住宿栋
搬离；19 栋 1 单元房东郭磊主动将整
单元墙壁重新粉刷并铲除楼道内“牛
皮癣”，让 19栋成为住宿栋示范栋。

才成立不久的加工厂协会，共有成
员40多人，会长徐伟介绍，协会成了大
家沟通的好平台，大家在一起相互学
习，共同让小区更规范，归属感更强了。
2栋顶楼在整改期限内，因消防整改达
不到要求，按照规定要关厂，知道此消
息后，加工厂协会成员齐心协力，给加
工厂老板提建议，出主意，最终顺利通
过整改，2栋也因此成为加工栋示范栋。

如今，协会成员经常自发组织一
起巡楼，“一个安全、干净的小区，我们
也会一起来维护。”徐伟说。

经过 2个多月的综合整治，荷塘区裕丰三区焕然一新。 记者/旷昆红 摄

荷塘区裕丰三区更新记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破解儿科就医难 赋能基层儿科能力提升

我市搭建首家“儿科医联体”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谭昕吾

通讯员/李小燕）“能在家门口约到纪主

任看诊，帮了我大忙了。”4月19日上午，

市中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纪青坐诊

天元区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吸引

辖区居民慕名前来。这是天元区与市中心

医院儿童医学中心首次通过搭建“儿科医

联体”框架，使我市优质的儿科医疗资源

下沉，赋能基层儿科，惠及辖区儿童。

早上 9 时许，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儿科门诊里，纪青正在耐心看

诊并叮嘱家长饮食起居事项。“我们住

在附近，过来也挺方便的。孩子平时都

在中心医院儿科看诊，我们信赖纪主

任，但挂号难、排队人多、路也远，看病

等待的过程很煎熬。现在专家到了社区

医院，我们到了就能看，蛮好的。”一位

宝妈告诉记者，儿子刚满 8 个月，是早

产儿，因身体抵抗力较弱，成为中心医

院儿科的“常客”，全家人为此非常疲

惫。最近宝宝进入厌奶期，家长原本很

焦虑，怕看病耗时久、交叉感染风险大，

但天元区与市中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建立“儿科医联体”后，专家下沉基层看

诊，切实减轻了家长负担。

记者注意到，相比大医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儿科门诊，一上午接待30多

位患儿，基本上等待片刻就能就诊，在候

诊、抽血等区域，也几乎看不到患儿和家

长排队。栗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龙沅沅介绍，儿科看病难一直被人诟

病，天元区卫健局在提出“家医就是家里

人”品牌服务理念后，市中心医院儿童医

学中心首次与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建立

“儿科医联体”，旗下儿科、急诊儿科、儿

童保健科和新生儿科的专家都将在每周

五定期到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

诊，让基层儿科诊疗发挥更多作用。

石峰区田心街道：

5户书香家庭受表彰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讯员/邹爱华 贺思佳） 4 月 23 日，

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以书为伴·悦

享田心”2024 年石峰区世界读书日主

题活动在田心街道踢金岭广场举行。

会上，田心街道贾雪萍、赵亮、徐宏宁、

张萍、王雪莲等5户书香家庭受到表彰。

爱读书的家庭一定有着良好的家

风，家庭学习氛围浓厚。已退休的贾雪

萍，是石峰区作家协会主席，也是读读

书吧创始人、田心剧社发起人，成功打

造社区书店——甲一坊，写下 25 本个

人志，推送 200 多篇甲一坊公众号文

章，输出 400多万文字。

徐宏宁，是一位 14 岁男孩的妈妈，

从事一线教育管理工作 19 年，是石峰

区优秀园长、优秀管理者、家庭教育指

导师，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发现儿童绘本

的迷人魅力，开办超 5000 余册中英文

绘本的童书馆，馆龄长达 6 年，辐射服

务周边小区，推广亲子阅读和故事会，

至今已服务上千个家庭。

当天，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和石峰

区图书馆积极弘扬绿色阅读理念，将100

余本书籍捐赠给田心社区，让更多的居

民朋友共享阅读的喜悦。现场，田心街道

南峰社区读者代表张萍、中车株洲电机

青年读者代表邓棕曙向大家推荐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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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师傅，物流部送来了两个以前没见过的

插头，有时间能帮我们看看吗？”

“魏老师，下周需要组织车间员工技能培

训，请你准备一下授课内容。”

“魏大师，你提的那个关于重联插座制作优

化的提案，我们都认为可行，有时间再一起探讨

一下如何？”

在中车株机机车事业部总成车间，大家口中

的这三个称呼，都来自同一个人——车间接插件

班员工魏陆军。从普通工人到“全国技术能手”，他

用执着，为株洲工匠在行业内赢得满堂彩。

“望闻问切”治疑难

“他总是能第一时间找到最好的办法来解

决我们遇到的难题。”接插件班同事邹青说，在

大家眼中，魏陆军是一位技艺精湛的一线员工，

更是一名专治疑难杂症的“医生”，帮大家解决

了很多作业难题。

去年，在一新型工程车生产期间，信号柜插

头和之前的都不一样，经工艺核实，是一种新型

的圆形连接器。大家一起研究了许久，也没弄明

白组装顺序，便请教起魏陆军。魏陆军拿到这个

新型连接器之后，只是观察了一阵，就给出了正

确的组装顺序。

“目前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接插件制作

工序，对于不同接插件及各种连接器组装，都

有涉及，拿到没有接触的新产品，不要急躁，

要和医者对待患者一样耐心、用心。”魏陆军笑

着说。

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对新鲜事物持续的

学习，使魏陆军在遇到各种生产难题时，总能游

刃有余地“对症下药”。2023 年，魏陆军就为车

间班组解决“疑难杂症”13 例，有效推动生产稳

步进行。

传道授业解众惑

“魏老师，我的技能等级考过了，谢谢你前

段时间的悉心指导。”4 月，车间员工秦聪丽在

得知自己考试通过后，激动地给魏陆军报喜。而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年都会在魏陆军身上上演。

作为“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魏陆军始终

保持低调谦逊的态度，对求教者来者不拒，耐心

细致地为其解答。在他看来，车间整体生产水平

与每个一线员工的技能水平息息相关。

魏陆军结合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工作经验，

参与编制了《技能员工基础能力提升培训教

材》《螺栓紧固标准化作业流程》等教材。在课

堂上，他给员工解读标准化作业的具体作业要

素，授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实作培训中，

他向员工传授工作经验，积极交流探讨。

近年来，魏陆军完成一线技能授课 400 余

课时，培养出技师 60 余名，高级工 120 余名，多

能工 300余名。

传承“匠心”展匠艺

“我能在比赛中获得佳绩，离不开师父魏陆

军的帮助。”徒弟曾蒙爱说，获得株洲市技能大

赛“技术能手”后，师父告诫他不能因为取得一

点成绩而骄傲。作为匠人，要传承的不仅是匠

艺，更是“匠心”。

工作之余，魏陆军积极投身精益改善之

中，并带动身边员工一起参与。为提高焊接式

连接器的工作效率，魏陆军和身边的员工通

过多次试验改良，成功设计出更高效便捷的

辅助焊接工装，大大提高了该工序的作业效

率。而魏陆军以及团队的改善提案，亦多次

获奖。

如今，越来越多的工人被魏陆军所影响，开

始踊跃投入到技能提升和精益改善中来。在该

公司举行的技能大赛和事业部劳动竞赛中，涌

现出如曾蒙爱、邹青、彭航、陈建香等一批青年

技能骨干，为生产提供强大储备力量。

魏陆军感慨，只有不断提升技艺、推陈出

新，株洲工匠才能越发出彩。

魏陆军正调试设备。 通讯员 供图

一年解决“疑难杂症”13例 完成技能授课400余课时

一个工匠的“三个称呼”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高晓燕 陈驰 通讯员/周继禹 贺莹

白关丝瓜“天选之种”顺利交接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

张新 卜西敏） 近日，芦淞区与市农科所签

订白关丝瓜航天育种委托协议书，搭载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到太空育种的白关丝瓜“天

选之种”顺利交接，将在市农科所开展育苗

试验。

芦淞区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白关丝

瓜种子于 2022年 11月成功搭载神舟十五号进

入太空，成为我市第一个尝试太空育种的蔬菜

品种。但是，种子“上天”只是航天育种的第一

步，后续的筛选、培育才是关系航天育种真正

落地的关键，也是发掘白关丝瓜优质种质资源

的新途径。

为此，市农科所组建白关丝瓜航天育种团

队，将该项目列为市农科所重点自选课题项目

和“一把手工程”。通过开展航天搭载试验，进行

后续品种培育。随着航天育种产品标准制定、种

植技术创新集成与示范、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航

天育种产业园的发展，加快实现科研联合、空间

实验、专家团队、联盟品牌及论坛的建设，将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推广与对口或定点

科技咨询服务站点互联，实现航天育种产业在

株洲的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白关丝瓜，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认证”的蔬菜类农产品，

经多年发展，已成为株洲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

的农产品之一。2023 年，白关丝瓜实现全产业

链产值约 6.2亿元，带动从业人员 4500余人。

打破日韩企业垄断

株洲产间叔丁基苯酚产品即将投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

贺莹） 4 月 22 日，位于攸县高新区的株洲九

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派科技”）

间叔丁基苯酚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大型工程车辆正在吊装设备，施工人员紧张有

序地忙碌着。自该项目动工以来，已完成原料

仓库、产品仓库以及综合楼等主体工程建设，

预计今年上半年可正式投产。

九派科技负责人廖继荣介绍，项目土建

的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了，设备安装基本就

位，目前正进行管道安装，预计在 5月底完成，

6 月份开始试生产，“该项目依托中国药科大

学工学院科技研发平台，主要生产高品质的

间叔丁基苯酚，广泛运用于医药、高分子新材

料等领域。”

目前，国内的间叔丁基苯酚市场主要掌握

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企业手中，价格达到了

每吨 20万元以上。过度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不

仅成本太高，也不利于医药、高分子新材料行

业发展。基于此，九派科技通过校企合作，研发

出间叔丁基苯酚产品。

“我们自研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价

格，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通过对生产工艺

的升级，环保也得到了保障，不会对环境造成

污染。”廖继荣说，他们的产品实现量产后，完

全可以替代日韩企业的进口产品。

廖继荣透露，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占地约

2.5公顷，规划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厂房、原料仓库、

成品仓库、科研楼、控制厂房及生产配套建筑并

设立博士后工作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

2000吨间叔丁基苯酚，完成产值1.7亿元，可提供

就业岗位50人，达产后年综合税收2000万元。

湖南农大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炎陵马铃薯产业借“智”提“质”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

卜西敏） 近日，湖南农业大学马铃薯科研团

队的师生来到炎陵县水口镇水西村，为当地农

户开展农民田间学校（马铃薯种植）培训。

师生们深入田间地头，从种薯处理、整地、

播种技术、施肥、田间管理等多个方面，对农户

进行马铃薯种植技术培训。农户们在科研团队

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田间地头呈现

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我们在不同品种的马铃薯试验田里，使

用了不同的微生物菌剂和微生物菌肥，从试验

方案、用量、品种产量等方面开展试验。”身为

农业科技特派员，湖南农大园艺学院教授、国

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长沙综合试验站站长

胡新喜说，从 2015 年起，湖南农大的马铃薯科

研团队就扎根在水西村，帮助当地马铃薯种植

户提升种植技术，助力增产增收。

在专业科研团队的扶持和指导下，水西

村的马铃薯种植取得了初步成功。为了实现

技术共享、百花齐放的社会效益，2021 年，炎

陵县成立了土豆种植协会，成员们相互总结

种植经验，进行技术交流共享。目前协会已经

发展会员 60 余人，马铃薯种植总面积近 200

亩，种植面积最少的会员每年可增收 4000 多

元，种植面积最多的会员每年可增收 10 万元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