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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进站倾听民声

“道路围挡施工很正常，大家都理解，但项目久

未完工，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希望你们帮忙把

我们的意见反映上去，把问题解决好。”

“涵洞这里一下雨就积水，还都是污水，给我们

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

5月 16日，四级人大代表在芦淞区龙泉街道人大

代表联络站开展驻站接待活动，周边居民纷纷诉苦。

大家认真听取了群众反馈的关于芦淞路雨污分

流施工影响出行、龙泉村涵洞积水以及龙泉村人居

环境等问题并做好记录。

据了解，芦淞路（龙泉街道段）上有湖南中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株洲市七中、高家坳小学等三所学

校，沿线周边有名雅阁、楠竹小区、荷叶八村等 31 个

小区，常住人口 1.7万余人。

去年 9月开始，从高家坳小学到芦淞路曼哈顿广

场一条长约 1500 米的道路陆续有了 10 处污水治理

施工点，8 处施工点已施工近一年尚未完工，给周边

居民日常出行与学校师生上下学带来极大不便。

现场走访直面问题

倾听群众诉求后，四级人大代表与住建、交通及

施工方等部门负责人实地察看了芦淞路雨污分流施

工点以及龙泉村涵洞。

大家聚在一起，从提出问题，到探讨方案，高效

反馈。

龙泉村涵洞关系到龙泉村 10 个小组近万名村民

的日常出行，还连接了新芦淞服饰（都市）工业园以

及果园路。

涵洞每日人流量近 3000 余人，车流量达 1000 余

车次。由于该涵洞的排水系统老化，每逢强降雨，涵

洞内就会形成积水，不仅影响附近居民出行，还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面对群众反映的现实现状，人大代表们逐一如

实记录，带着诚意来，拎着问题走。

“人大代表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实实在在为他们办实事、解决问题，也能让群众

感受到政府的温暖。”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专职总师单晓明说。

面对面“交锋”

5 月 16 日下午 5 时，一场聚焦芦淞路雨污分流工

程施工进展、龙泉村涵洞积水问题的座谈会在龙泉

街道办事处开展。

一边是深入施工现场调研，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

而来的人大代表；一边是应询答复的施工方及其相关

部门负责人，拿出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和思路举措。

一个多小时，四级人大代表组成人员提出了询

问，几乎涵盖了工程各个方面。现场面对面的“一问

一答”“连环追问”，提问者问出了疑惑、点出了要害、

担起了责任；回答者也答出了原因、给出了对策、作

出了承诺。

记者获悉，8月 31日前，涉及株洲市七中、湖南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高家坳小学周边 6个施工点将完

全拆除；龙泉路沿线及龙泉路涵洞周边雨污分流项

目将加快推进。

会后，单晓明很有感触。“如何发挥好作为人大

代表的职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跑到老百

姓身边去听、去看、去问、去想、去协调、去跟踪。”她

表示，作为人大代表，将持续监督芦淞路雨污分流项

目及龙泉村涵洞项目的最新进展。

声音权
也受法律保护

杨女士系某视频平台的博主，因声音魔性

有趣，其制作的搞笑吐槽视频在粉丝中广受好

评。最近，杨女士发现甲公司制作的一款游戏

截取了自己在视频中的声音，用作游戏角色的

台词配音。杨女士认为，甲公司未经允许使用

自己的声音，已经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遂

要求甲公司赔偿侵权责任损失，杨女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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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给游戏角色配音，已经构成对杨女士声

音权的侵犯。杨女士依法有权要求甲公司停

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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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号明峰银座 1栋 1402

扫二维码，关注湖

南卓进律师事务所聂

炜律师团队公众号

四级人大代表联合监督发问：

芦淞路雨污分流项目何时完工？

本报讯（株洲晚
报融媒体记者/杨凌
凌 通 讯 员/欧 阳
莹） “何时还路于

民？”近期，芦淞区龙

泉片区雨污分流工

程 ，因 施 工 进 度 缓

慢、现场管理不规范

等相关问题，造成交

通拥堵居民出行不

便，频频引发争议。

5 月 16 日下午，

芦淞区龙泉街道人

大代表团特邀全国、

湖南省、株洲市、芦

淞区四级人大代表

专题视察龙泉片区

雨污分流施工情况，

人大代表充分发挥

民主监督作用，一线

破解民生难题。

5月 16日，四级人大代表专题视察龙泉片区雨污分流施工情况。

记者/杨凌凌 摄

国家一级博物馆上新
株洲有两家入选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5

月 18 日，2024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开幕

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

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湖南省有 4家博

物馆上榜，其中株洲有 2家，分别是株洲博物馆

（株洲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醴陵市博

物馆（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纪念馆）。

株洲博物馆（株洲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

中心）是展示株洲地区自然、历史、民俗和美术

的综合性博物馆。该馆藏品极具地域特色，包

括恐龙化石群、史前栽培水稻、商周青铜器、釉

下五彩瓷器、书院文物、红色文物、工业文物等

多种类型。基本陈列“神农福地——株洲自然

地理与历史文化陈列”曾获评 2020 年度“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展览。其打造的“株洲文博讲堂”系列文化

惠民品牌开设讲座、论坛 216场，“博悦”学习平

台吸引 4 万余名少年儿童参与，开发设计了

200余种“株洲礼物”文创产品。

醴陵市博物馆（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纪念馆）围绕醴陵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毛泽东同

志在醴陵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两个主题，开展文

物收藏展示、考古研究、文创开发、社会教育、

文化交流工作。通过“把课堂搬进博物馆”主

题活动、馆校合作“瓷文化周”研学活动等送展

览和活动进校园、社区、乡村和企业。通过与

醴陵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师范大学附

属陶子湖学校联合开展青少年志愿讲解活动，

与醴陵窑管理所合作开展陶瓷标本观摩活动，

邀请釉下五彩非遗传承人开展汾水体验活动

等，增强观众体验感。把凸显地方特色的陶瓷

文化、书画艺术、红色文化展览送进故宫博物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扩大醴陵

文化影响力。

加强代表监督实效 助力雨污分流改造
新时代赋予人大新的使命任务,也对人大工作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

芦淞区龙泉街道人大代表团扎实落实党中央关

于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的意见，特邀四级人大代表，向

群众“急难愁盼”发问，监督效果又“辣”又“香”。

所谓“辣”，是指人大代表们找准要害问，放心监

督、大胆监督；“香”，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人大监督中

收获更多实惠、看到更多效果，让老百姓感到满意。

一个多小时的座谈会，所提问题一语中的、直指

症结，回答者也答出了原因、给出了对策、作出了承

诺。

不折不扣办实事，一诺千金存民心。龙泉街道

人大代表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将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根系”延伸到大街小巷的行动，值得推荐！

记者手记

渌口农韵
特产风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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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的自然魔法：黄辣椒的摇篮

挽洲岛，这个被湘江温柔环绕的岛屿，

不仅是诗圣杜甫笔下的风景，更是黄辣椒的

乐土。在这里，黄辣椒不仅仅是食材，更是

生活的一部分。村民们偏爱黄辣椒的新鲜

与纯粹，于是有了各式各样的食用方法：剁

辣椒的爽辣、浸辣椒的酸甜、坛子泡椒的醇

厚，每一口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

除了挽洲岛，原王十万乡下辖的河包

村、长源村、榜头村、赤石村、神山村、王十万

村等 18 个靠近湘江分布的村落都是黄辣椒

的原产地。这种独特的黄色，即使在省内其

他地方也无法完全复制。

为何这方水土能孕育出如此独特的黄

辣椒？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种植特聘农技员

文少平“揭秘”：“这是湘江的独特恩赐。”

原来，这片土地在回水湾里，江水的冲刷与

滋养，使这里的泥土富含钙、铁、镁等微量

元 素 ，形 成 了 特 有 的 砂 质 土 壤 —— 青 夹

泥。这种土壤不仅让黄辣椒皮薄肉厚，还

赋予了它甜脆的口感，加之回水湾独特的

小气候，造就了黄辣椒通透的色泽与晚熟

的特性。

据了解，黄辣椒的栽培历史始于久远，

2004 年，株洲王十万黄辣椒供销合作社的成

立，标志着产业迈入规模化、组织化，为这片

土地的辣椒故事翻开了崭新篇章。次年，无

公害产品认证，给黄辣椒的绿色成长之路铺

上了坚实的基石。

从农田到市场：现代产业链的舞动

每一片辣椒田都讲述着土地与人的故

事，传递着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的追求。

株洲河包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河包农业公司”），正是现代农业演绎者。河

包农业公司成立于2021年，所在地渌口区龙船

镇河包村以黄辣椒为主导产业，被列入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90后新农人李晓慧，既是

河包村支委，也是公司创始人。她放弃了大城

市的繁华与成就，选择返乡创业，用自己的知

识、经验和资源，带动乡村的发展与变革。

“现有黄辣椒种植基地 800 余亩、连栋钢

架大棚10000平方米，黄辣椒加工厂房2000平

方米，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900余立方。”

李晓慧介绍，公司注册了“王十万”“品荷包洲”

等品牌商标，有剁、浸、干、油、酱五个辣椒系列

加工产品。这阵子，她大胆革新，开始试生产

“小罐装”辣酱，搭配撕拉式开盖，既便捷又时

尚，“向年轻市场展示传统辣酱的新风貌”。

2022 年，株洲河包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黄辣椒品种繁育基地入选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2023 年，公司被评为株

洲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在中部农博会

上荣获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4月，湖南农业大学-

株洲市渌口区乡村振兴合作共建暨邹学校院

士团队株洲市渌口区工作室，落户龙船镇河包

村。成功牵手“辣椒院士”，进一步拓宽了株洲

王十万黄辣椒产业发展的想象空间。

在招商引资与示范效应的双重催化下，

黄辣椒种植基地如春雨后的嫩笋般纷纷破

土而出，遍布各处，展现了产业的蓬勃生机。

株洲赤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则是

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采取“基地+

农户+加工销售与研发”模式，专注于黄辣椒

的种植与加工，不仅保留了传统的腌制技

艺，还创新开发了“浸辣椒”“剁辣椒“干辣

椒”等一系列特色产品，成功打入长株潭乃

至广西、北京、深圳等市场，受到广泛好评。

“品牌+”引领新时代：规模化与品牌化两轮驱动

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助力黄

辣椒产业根基；技术培训转型，露天种植转为

覆膜、棚式保护栽培；招商推广促使种植基地

迅猛增长；种子优选，培育出整齐抗性强的优

质品种；冷藏保鲜设施解决黄辣椒运输保鲜

难题。2023年，以龙船镇为代表，全区共种植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近 6000 余亩，全年产量

达8000吨，全产业链产值达4亿元。

近年来，渌口区委、区政府以黄辣椒全

产业链为轴心，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使

其成为渌口区的闪亮名片。株洲王十万黄

辣椒产业协会会长文清云说，“株洲王十万

黄辣椒”已成为湘菜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元

素，深受食客喜爱。

如今，无论是高速公路旁、高铁站内，还

是城市街道的显眼位置，各类展销会场，电

视荧屏和自媒体平台，随处可见精心设计的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的宣传。

在持续不断的耕耘与努力之下，“株洲

王十万黄辣椒”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并加入株洲市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行列，同时被认定为“味道湖南”银牌食材称

号，正式入驻“淘宝”“兴盛优选”等多个知名

电商平台，开启了品牌影响力的新篇章。

“我们优选了 4 家单位实施湖南辣椒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渌口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表示，一系列荣誉的加冕，是肯定，更

是动力，激励着株洲王十万黄辣椒产业在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强。

在湘江的滋养下，在政策的护航中，株

洲王十万黄辣椒正以一抹耀眼的金色，描绘

着当代农业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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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人们对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日益重视，一股回归自然、追求绿色

生活的潮流正悄然兴起。在这片风潮中，

“生态渌口”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前瞻的

生态农业理念，成为绿色农产新风尚的领跑者。

本栏目将带您深入探索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揭

秘一系列焕发绿色新风尚的农产品，从“株洲王十万

黄辣椒”的热烈，到“松西子玉米”的甘甜；从“渌口红美人

柑橘”的馥郁，再到“南洲

忆”系列的鲜美，以及东方

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茶、酒、

米，每一款都是大自然与人类智

慧的完美融合，书写着渌口绿色农业的辉煌篇章。

我们还将分享健康饮食的小贴士，以及那些在绿色

转型中脱颖而出的农人故事，让读者在了解知识的同时，

感受生态农业背后的人文温度与社会责任感。

开栏语

五月温暖阳光下，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悄然移栽，一

场关于颜色与味道的奇迹正在编织。1、2 个月后，挽洲

岛上金黄一片，村民们会忙碌着挑选最优质的黄辣椒作

为来年的种子。有趣的是，即便同为湖南，这独特的黄

辣椒一旦移居他乡，便难保其纯黄之色，足见王十万之

地的独到之处。[ ]

【小名片】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产

于株洲市渌口区西南湘江

之滨，表皮颜色金黄鲜艳，

半 透 明 ，果 肉 兼 具 辣 、香 、

脆、甜口感，比一般青辣椒

和红辣椒更富含营养元素。

7 月中旬至 11 月均可采

摘。其中 7 月中旬至 8 月是

采摘新鲜黄辣椒晒干制作

干辣椒最佳时段；8 月中旬

之后，进入制作剁辣椒和浸

辣椒等产品时段。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正在移栽。

肖霜/摄

种植户钱袋子鼓了起来，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肖霜/摄

株 洲 王 十 万

黄辣椒加工图。

肖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