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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炎帝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 管天瑨

“湖南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展现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株

洲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市提供了方向指引和

根本遵循。炎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株洲的重要代表，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动炎帝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株洲广

大市民和文化领域工作者需要共同担负的文化使命。

深化理论研究，丰富价值内涵。炎帝文化在漫长历史中形成

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是株洲红色文化、工业文化

的精神源泉，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就要求

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为炎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提供理论基础。一是要深入阐释炎帝文化同株洲红色文化、工

业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间的契合与融通，如炎帝文化中

开拓精神、奉献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相互融通，创新

精神、进取精神对建国后株洲火车头精神形成的深刻影响，大同

观念、民本思想、农本思想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

等。二是要进一步拓展炎帝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结合株洲在

“三高四新”战略定位中“七个有新作为”的使命任务，赋予炎帝

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推进文旅融合，提升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炎帝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离不开旅游产业的载体支撑。一是要以非遗活动为重点，

制造话题热度。借鉴淄博、天水等城市的成功经验，借助炎帝陵祭典

这一特色非遗活动，适时将炎帝文化推上热搜，使株洲炎帝陵祭典

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盛典。二是要形成品牌效应，实现

持续发展。在打响株洲炎帝文化知名度后，要继续依托株洲轨道交

通、中小航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服饰等优势产业，在产品设计生

产销售各环节注入炎帝文化元素，打造“炎帝文化+”产业新格局，

使炎帝文化真正成为株洲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

加强科技赋能，讲好炎帝故事。炎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既需要从价值内涵和文化载体上齐头并进，持续提升炎帝文

化的时代性和认同感，同时也需要适应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进一步扩大炎帝文化的影响力。一是要培育多元创作主体。以抖音

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通过用户自我生成内容的创作模式一跃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网络传播媒介，吸引了大量用户群体。炎帝文化

要适应当前新兴媒介的发展趋势，必须在推进文化传承教育的基础

上培育多元创作主体，引导激励广大市民自发成为网络平台上宣传

推荐炎帝文化的创作者，提升炎帝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效应。二是要

丰富优质内容供给。坚持内容为王，紧抓网民群体的文化消费心理

及消费习惯，充分利用长株潭文化产业基础，开发炎帝文化主题的

网络短剧、国漫电影、音乐、游戏等文化内容，以多种形式讲好炎帝

神农故事。

工业旅游是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工业城市产业

结构优化，推动新兴现代化工业创新发展的新业态。

三月的湖南之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道“融合命

题”：一是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二是推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殷殷嘱托，为湖南文旅发展

作出了重大战略指引，指明了根本前进方向。株洲不

仅有着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丰厚的工业文化历史

底蕴，而且也已构建独具特色的“3+3+2”现代产业体

系。株洲传承工业文化、发展工业旅游大有可为。

一、多头协同高扬株洲优秀工业文化。近年来，株

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株洲工业文化的传播力度，打

造了“厂 BA”、醴陵捡瓷、花炮博览会等一系列工业文

化 IP。同时也应该看到，株洲工业文化发展仍然面临

一些制约因素，如工业文化教育覆盖面窄、品牌文化

发展比较滞后等问题。要冲破瓶颈，应探索构建政府

主导，社会、企业、学校等三方协同机制：一是要优化

工业文化提速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工业文化资源

库，鼓励各地根据已有资源打造特色工业文化 IP，形

成“既有统一文化内核、又有丰富多彩形式”的工业文

化格局，进而推动资源的开放共享；二是加快工业文

化向社会、企业、学校的沁润。以工匠精神链接起株洲

的传统工业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通过讲好工匠故

事、开展技能大赛、落实技术工人培养等举措，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株洲工业文化，为“制造名城、幸福株洲”

添砖加瓦。

二、多措并举加强株洲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做

好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是弘扬株洲优秀工业文化、推

动株洲工业旅游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是对内做好统

计、对外加强学习，打牢保护与开发的基础。株洲众多

旧厂房是株洲城市发展、成长的记忆，体现着株洲城

市的风貌与底蕴，相关部门应对工业旧厂房进行统计

与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修缮方案。同时，结合旧厂

房结构与规模进行有益的开发。如对清水塘 1956工业

遗址文化创意园的开发，可探索并借鉴北京 751 园区

工业遗产案例、上海苏河水岸工业旅游基地与 M50创

意园（原上海粗纺厂）案例的改造经验，赋予株洲工业

遗产新内涵；二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以主题线路融

合孤立的工业遗产，以游客的体感融合工业遗产与现

代工业，如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工业旅游区、株洲芦淞

航空工业小镇、三一智慧钢铁城、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等，让游客在历史与现代的交错中体悟株洲工业文化

的魅力。

三、多方联动推动株洲工业旅游发展。株洲工业旅

游蓬勃发展是承接长沙溢出游客的有效路径，如同前

往北海旅游的游客通常会去感受一次柳州的工业文

化。一是政府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对工业文化 IP的打

造，有力推进芦淞·1937文创产业园、鲁晓波艺术馆、清

水塘 1956工业遗址文化创意园、“厂 BA”、航空嘉年华

等一系列重点项目与重大活动落实落地；二是相关媒

体要继续加大对株洲工业文化的宣传力度。不仅要加

强对重点项目、重大活动与赛事的报道，而且要通过拍

摄大量宣传片主动为株洲工业文化对外宣传造声势；

三是最大限度撬动网络资源。如引导有影响力的网红

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发布株洲工业旅游线路攻略，让

想来株洲游玩的游客用常用 App就能知道怎么玩在株

洲、吃在株洲、住在株洲，让株洲工业旅游在网络上细

致铺陈，用流量推动株洲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

2024年 3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要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

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

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株洲一直坚持把制

造业作为强市之基、富民之要，依托“厂所结合”的创

新优势、基础雄厚的制造优势和链群发展的集成优

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

造业集群，株洲已具备良好基础，下一步要有所作为，

既要从提升先进制造业硬实力着眼，也要从传承工业

文化的软实力入手，持续发力，不断强化先进制造业

对“3+3+2”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

从“共识”到“共实”，拓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空间。

一是大力推动长株潭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创新中

心，加快制定行动计划，建设长株潭先进制造业创新

走廊。建设省级层面编制重点“卡脖子”技术攻关目

录，面对全国实行关键技术突破揭榜挂帅制并布局

重大特色制造业平台载体，支持龙头企业联系国内

外著名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共同承担重大科技项

目，协同推进产学研创新攻关。二是加强长株潭、湘

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产业合

作，推动在市场、技术、园区、人才、供应链等多方面

形成协同创新的新发展格局。聚焦优势产业，打造先

进制造业示范重点项目，建设一批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推进与国际著名研发机

构、世界 500 强企业开展实质性技术协作，增强关键

共性技术供给，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效的

技术支撑。

从“制造”到“智造”，推动先进制造业融合跃升。

一是全力推进制造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积极推动株洲

技术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引

导制造业企业向服务领域延伸。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

中小企业共享通用工序设备、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和技

术服务，推广共享实验室、共享工厂等新型模式。重点

推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字化应用，支持小巨人

企业在生产设备自动化改造的基础上，加大数字化设

备和信息投资力度。二是推动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化

紧密融合。加快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建设，建造一批

智慧型“互联网+”相关小微企业基地、“互联网+”制

造创新中心、实验验证中心、工业云、工业领域大数据

中心，提升产业协同创新的服务水平。

从“自信”到“自强”，注入先进制造业文化基因。

一是建立工业文化基础资源库。推动开展株洲工业文

化资源基础筛查工作，梳理和挖掘工业遗产、工业旅

游、工艺美术、工匠精神和专业人才等资源，摸清数量

与存量状况，建立多品类、具有良好移植性、扩展性、

开放性的工业文化基础资源库。二是推动“工业文化+

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实施“文化赋能”行动，支

持制造业企业加强文化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

陈列馆、文化馆、荣誉室等，集中展陈艰苦创业、创新

突破、铸就辉煌的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和重点产品，大

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精神。积极引导

企业在产品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充分汲

取优秀中华文化养分，进一步将文化元素嵌入到“3+

3+2”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三是积极打造清水塘生态科

技新城。积极利用化工厂、冶炼厂等几个老厂区打造

具有国内一流水准并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文化创

意产业园。积极争取湖南工业博物馆落户清水塘老工

业区，并配套相关工业产业分馆，打造集工业文化展

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商务办公、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工业博物馆群。

以“工业文化”撬动“工业旅游”株洲大有可为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 李青利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3+3+2”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 张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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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通讯员/谭烨 蔡伟 文
梓龙） 5 月 7 日至 9 日，作为 2024 湖南

工业旅游推广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颂工业 光耀株洲”首届株洲全国工

业诗歌征文大赛采风活动成功举行。

此 次 活 动 由 中 南 大 学 红 色 文 化 创

作与研究中心和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联合举办。诗人王山、姜念光、曹

宇翔、梁尔源、聂鑫森、胡丘陵、聂茂、刘

起伦、江湖海、汤红辉、卜寸丹、罗玉珍

等参加采风。活动旨在讴歌株洲人民在

工业方面的兴起、壮大，尤其是新型工

业创新发展和创造美好生活方面付出

的辛勤劳动，以及取得的杰出成就，提

升株洲作为新型工业城市在全国的影

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新时代全

国工业文学新高地。

诗人们先后到中国动力谷展示中心、

北汽株洲工厂、高科汽车博览园、株洲硬

质合金集团、芦淞航空小镇、清水塘工业

遗址、中车株机、中车株所、醴陵沩山古

窑、醴陵瓷谷、陶润会、群力瓷厂旧址、新

世纪艺术中心等工业企业、工业旅游示范

点（基地）和工业遗址采风。他们饶有兴致

地参观工厂建筑、生产车间、产品展陈，认

真地观看宣传片、聆听讲解，对株洲的工

业发展历史和现状有了较深入地了解。大

家纷纷表示，这次带着饱满的创作激情，

走进制造名城、幸福株洲，寻找创作素材，

一定会写出一批好的工业题材诗歌。

株洲是一座工业城市，将工业与文学

结合，通过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展现株洲工

业的发展历程、创新成果和人文精神，这

种跨界的融合亦将为工业旅游赋予新的

文化内涵和灵魂。根据 2024 湖南工业旅

游推广月系列活动的安排，“诗颂工业 光

耀株洲”大型诗歌演诵晚会拟于 6 月 1 日

在神农湖水秀广场举行。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写道：“不合众嚣，独具

我见。”刘克胤一入行就站在高处另辟蹊径，在旧

体诗的天地里不断进取，不断超越，是当代旧体

诗之幸。读他的旧体诗，总给人感觉一股清气、一

股奇气、一股风云气，从字里行间跳脱出来，令人

娱悦，令人激动，令人不忍释卷。

一、清气

清·熊士鹏说：“诗，清物也。”清物乃指世间

一切纯洁清明、清雅高尚之事物。于文人而言，清

琴一曲，清茶一杯，清襟一敞，清韵一抒，无不一

个“清”字使然。清脱超然于尘，清旷洒然于世，是

诗者的最高境界，也是诗意之所在。

我最初读到刘克胤的旧体诗是在 2016 年，

那时他担任一县之长，我在《中华辞赋》做编辑。

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朋友推荐我看看刘克胤的旧

体诗，且谨慎地说，可能有悖于你选稿的标准。我

答复，寄来看过再议。根据以往的经验，官员常在

各种工作报告里浸淫，诗能好到哪去？然而，这次

我的结论下得太早。翻看厚厚一叠诗稿，一股清

气扑面而来，让一天审稿的疲惫全然散去，也让

一段时间得不到好稿的烦躁一扫而空。

刘克胤的诗以格调清而取胜，这源于生养他

的那片土地山川。他出生在汨罗江畔的楚地，得

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与滋养，那位“宁赴湘流，葬于

江鱼之腹中”的三闾大夫，想必对他精神的引领

有着深刻影响。

且随他一起去《郊游》：“金乌栖身暖，野风贴

面亲。出城二十里，阡陌候知音。菜花切切意，蜂

蝶拳拳心。闲田草竞绿，远树鸟嬉春。念此一生

世，难为抱朴真。开眼误时令，入耳多乱闻。今日

安所在，醉卧杨梅村。潺潺东溪水，悠悠九天云。”

好一幅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清风拂面、凡心出尘

的美景图。去《东山》：“幽径八九里，夜深梦引路。

云中闻鸡犬，时人未知处。天开鸟鸣欢，道高树中

树。居者六七家，绿荫绕绮户。世袭渔和樵，欣然

朝与暮。风雨自去来，春秋悉礼数。早起拜神旨，

驱驰浑不顾。笑问客何为，相偕品清露。”俨然走

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怎不令人流连忘返。去

《远村》：“金秋适我意，远村道道弯。一路察民情，

兼得亲自然。他乡闻荒芜，此地别有天。山翠水澄

碧，白墙青瓦连。家家乐耕牧，鸡犬各相安。人来

不外道，四季无闲田。老者多讲古，礼俗世所传。

幼者皆知学，熟读诗百篇。睦邻解风谊，卮酒每见

欢。笑言新气象，实乃复千年。”古风习习，礼仪敦

敦，岂止是中华文脉在穷野荒村承继？亦或是远

古文明的庚续。没有赤子情怀和对那片土地的挚

爱，恐难写出如此撼动心灵之作。

这类诗在刘克胤2023年出版的《自得集》中约

占八分之一，包括“洁身无重负，来去水云间。”（《白

鹭》），“不问风去来，但留云一坐。”（《野塘》），“秋风

起原野，落日照参差。”（《临川》），“有竹自来风，四

时得清赏。”（《南园》），“风来知脚力，月出见冰心。”

（《不送》）等等，我感受到的是《楚辞》中的“清正”之

气，《古诗十九首》中的“清朴”之气，还有唐诗里的

“清奇”之气。这正是诗词美学的最高意境。

二、奇气

“奇气”是指不平凡的气象，在古诗词中屡见

不鲜。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奇”融入创作，形

成一种风格，高标独立，超拔于世，对后世影响很

大。作品中的“奇气”，是作者不拘绳墨、犹得神助

的灵感突发，是创造性、独特性的具体体现，是作

品最具艺术魅力之所在。

刘克胤的诗看似平淡，实乃出“奇”，让你兴

趣盎然不由自主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登《崀山》：“欲览众山秀，直飞绝顶上。云海

数佛螺，但见生无象。”“佛螺”原指佛祖的旋屈螺

纹状的头发，借指盘旋高耸的峰峦。“佛螺”一词

古诗中不多见，今诗更为鲜见。此诗先实后虚，是

“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从玄虚无形之中，所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眼前平常景，人见之不能道，

作者却平中有奇思，见奇意，这是智者在静观中

所达到的异境。登《绝顶》：“山色遵时令，秋风惜

晚妍。吟诗心不老，及顶人欲仙。鸟瞰千重浪，神

游万里天。夜来星作伴，相视好谈玄。”与星为侣，

谈玄论道，神思遐迩。万物皆有灵，与大自然对

话，与宇宙对话，这种“奇趣”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入寺《答僧》：“一路花无主，半山云有根。久睽

清净地，终是陌生人。笑我非同类，为何远俗尘。

但言天欲暮，不觉入林深。”意境空灵、蕴藉不逊

古人。“终是陌生人”最地道也最无奈。诗人有官

在身，虽常来清净之地，终不得遁入空门，只好说

是“陌生人”。结句言彼意此，委婉含蓄，深得诗之

“三昧”，引无限遐思。游园《偶遇》：“园中，野峰、

青蝇像两位绅士分坐一白菊左右，安然自得，静

享秋光。白菊金光照，十月情满园。和风拂笑靥，

馨香迷醉仙。同道不必请，相知心更欢。待见何须

问，共席开秋筵。蜂独爱清赏，蝇自品安闲。世上

多奇趣，悠悠看大千。”拟物之诗写得如此青晏熙

然，别有一番情趣，不觉想变成其中一员，而感知

人以外的未知世界。真是奇思奇趣！再者如“海作

雷霆语，天边潮有信。”（《海念》），“多少痴情话，

瘦成野菊花。”（《情话》），“青春成逆旅，白发吐芬

芳。”（《同室》），“野灶分微火，愁云罩冷烟。”（《讨

薪》），“品茗天下水，问酒洞庭湖。”（《夫子》），“鱼

虾开眼界，欢喜上层楼。”（《内渍》）等等，皆是奇

绝之句，自见“清和宕逸之趣，缥缈灵变之机”，委

实耐人咀嚼。我只能说此乃非学所致，不可刻意

求之，唯有“神遇”而得了。

三、风云气

风云气一语，出自南朝钟嵘《诗品》，其点评

晋代诗人张华时，曰张诗“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

气少”。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亦有“诗人当有风

云气”之语。诗中充满风云气，多与作者性情和品

格有关。刘克胤身上有着湘人质朴率真的血质，

不屈不挠不媚俗，遵从本心，特立独行，他的旧体

诗因此也硬朗、冷峻，读来不能不令人血脉贲张。

看《斯人》：“今世结尘缘 ，还生何足惧。纵情

山水间，无意学鹏举。经年气不衰，行坐忘时序。

夜深或高咏，自觉与神遇。”佛曰：成住坏空，人生

短长，并无别事。俗子在世，要的就是“斯人”这份

坦荡、这份自信，而这份坦荡与自信来自于《自

得》：“怀璧原无罪，开襟不染尘。天心怜赤子，铁

血铸青春。夜入柔肠断，诗从曙色新。一生聊自

得，谁复听风云。”此诗还有一小序，曰：“吾入公

职三十多年，闲暇时特立独行于山水之间，犹爱

夜间沉吟……”融入山水，坐看云起，偶有所得，

忘乎所以，这何尝不是人生至境！看《世风》：“茫

茫何所顾，浊气四时熏。独醉名与利，鲜不昧良

心。烂絮藏其里，金光耀其身。迎面逢怨鬼，漠然

置罔闻。唯己尊至上，目中无亲伦。敲骨当柴火，

拔毛造寿衾。殷勤劝守节，未知果是因。理屈气还

壮，声高勿由人。胆敢灭天道，公然辱众神。浮生

寄一世，罪孽自难陈。今我枉怀忧，清宵作苦吟。群

英废寝食，但可使清淳。”世风如此，世人见惯不

怪，刘克胤却逆风而行，敢于直言，是公民的良心

使然，更是公仆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敲骨当柴火，

拔毛造寿衾。”之语，入骨三分，警醒世人。诸如此

类的作品还有《矿难》等多篇。社会多元，怪象迭

出。作为诗家，是做一只视而不见、只知歌咏的画

眉，还是做一只催人警醒的逐木鸟？刘克胤选择了

后者。看《弃田》：“先祖开良田，稼穑两相欢。千秋

命根子，子孙代代传。一朝忽空置，四季任其闲。荣

枯皆杂草，昼夜向谁言。税赋诚已免，今夕非旧年。

农夫犹苦笑，不肯道辛酸。”这是当今农村一个令

人忧心的普遍现象。无悲悯，便无诗人。刘克胤长

期在县区工作，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以诗警世，

未必他的内心就不感到一股酸楚？

刘克胤的旧体诗创作始终注重从现实的泥

土中汲取养分，力求“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这应

该缘于他对山川的爱，对苍生的爱，对家国社稷

的爱。这是大爱所至。

诗评 清气 奇气 风云气
——刘克胤旧体诗印象

戴丽娜

诗颂工业 光耀株洲
首届株洲全国工业诗歌征文大赛采风活动举行

采风团在株洲硬质合金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