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届“厂 BA”打了近百场比赛，龙峰和朋友

彭淑君场场必到。近日，2024“厂 BA”进入淘汰

赛段，主办方启动全网寻找“铁杆球迷”活动，镜

头捕捉到看台上两张熟悉的面孔。

每场比赛必看
还提前占座“C位”观战

龙峰和彭淑君均年过六十，年轻时是原湘

江氮肥厂的同事。“厂 BA”开赛后，每逢比赛日，

二人总是提前一小时来观众席占座。

“免费看球，而且比赛的水平还蛮高，我们

一定要坐到好的观赛位置。”龙峰说，每次主席

台对面的观众席第一排中间位置，就是她俩的

VIP 坐席，2023 年“厂 BA”近 50 场比赛，本届赛

事至今已打完 49 场，两人一场不落，是名副其实

的“铁杆球迷”。

两人喜欢篮球，源于年轻时的经历。二人

曾是厂矿企业“湘氮”厂队的球员，司前锋和中

锋。进厂时不到二十岁，就被选入厂队，参加各

级篮球比赛，龙峰说：“打了三十多年篮球，不仅

对篮球这项运动由衷的喜爱，对株洲这种全民

参与的氛围也很留念、喜欢。”

当年的意气风发历历在目。上世纪 70、80

年代，篮球运动风靡株洲，《株洲日报》曾多次报

道，每年 9月、10月，为期一个月的株洲市职工篮

球比赛，掀起全民运动狂潮，各个企业的职工通

过厂里的宣传板报获取赛况信息，无论是主场、

客场，职工市民们都会奔赴各厂的灯光球场观

赛助阵，万人空巷的盛况，一时无两。

市级比赛之前，每年的 3 至 5 月，各个厂矿

的篮球队开始通过车间基层间的比赛，一级一

级地选拔“尖子”。而最终市职工篮球联赛的冠

军得主，也是风水轮流转，时而电力机车厂，时

而硬质合金厂，时而洗煤厂。龙峰说，她所在湘

氮篮球队，曾打入全市职工篮球联赛的“甲级”

队伍，虽没有夺冠的经历，但球员们在厂里仍深

受工人们的喜爱。

“和上世纪全市篮球联赛一样
厂BA让株洲与众不同”

如今的退休生活，龙峰和队友彭淑君经常

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文体活动，她们

回忆起青年时代，说：“那时候看厂矿之间打比

赛，是株洲人最大的精神享受。”

那时的篮球赛很有“轰动效应”，厂里灯光

球场亮如白昼，赛事尚未开始就围满了观战的

男女老少，哨声一响，观众们便全神贯注进入痴

迷状态。每当打出一个好球，观众就齐声喝彩；

打出一个臭球，观众就高声叫骂。真是眼随篮

球转，心被篮球牵。可以说，一年一度的市职工

篮球联赛，株洲的篮球氛围就“热到顶峰”，这与

“厂 BA”全民看球的热情如出一辙。

“厂 BA 和当年的热度真差不多；场上运动

员的水平，比我们那时候厉害多了。”说到每支

球队的强弱，乃至每个球员的风格，龙峰都如数

家珍，她和朋友经常在赛间讨论教练员的排兵

布阵和战术技巧，比如，她很喜欢汽车工程队的

9 号球员陈小龙，但一支球队的制胜关键并非某

一名球星，在中车株机与中车株洲所的“德比”

对战前，龙峰就认为：“株所这支球队的球星虽

没有非常出名，但球员的整体实力相当，篮球到

底是团队作战，打出配合，能走得更远。”

她们还由衷夸赞“厂 BA”，塑造了城市积极

健康的品牌形象，她们说：“厂 BA 唤回了市民对

株洲的自信与认可，也打出了株洲特有的品牌

篮球，它和以前的厂矿职工联赛一样，深入人

心，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只要拉他来现场看场

球，一定会喜欢株洲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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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旬铁杆球迷

曾是厂队球员，如今看了近百场“厂BA”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昕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昕吾）
“早点去，能坐到前排好位子，还能逛逛外场，

吃够 160 个美食摊。”61 岁的夏伟雄向邻居推荐

周末去“厂 BA”看比赛，他是“厂 BA”场边的熟

面孔，穿着蓝马甲，身份是“新区推荐官”。这

是一群利用自媒体、个人社交平台推荐株洲的

网络达人。

最近，夏伟雄的公众号内容以“厂 BA”为

主，阅读量也从几百到破千，关注株洲和“厂

BA”的人越来越多了。此前，他经常关注家门口

的人文故事、秀丽风景，比如高考期间志愿者劝

导沿街店面关掉迎客喇叭，社区开展的亲子活

动赛跑，栗雨湖畔美丽的夕阳倒影，清水塘大桥

夜间的半轮霓虹……这些生活中捕捉的故事和

画面，令网友对株洲留下友好、和谐、美好、洁净

的印象。

“我在记录生活，也在推荐株洲。”夏伟雄说。

退休前，他曾在中车电机公司负责企业宣

传，电机公司还未成立时，他是“田心”的一名产

业工人，喜欢写作和拍照，经常给报纸投稿，他

回忆：“20 岁的时候，我就是宣传达人，当我的文

章印成铅字的时候，觉得很自豪。那时候用胶

片机拍照，当晚就把照片洗出来，配上文字，第

二天一早跑到报社去投稿。”他的作品以新产品

下线、劳模故事、厂矿重大节庆活动等企业新闻

为主，因为丰富有趣的素材和专业的写作拍摄

水准，他连续十年被株洲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

员”，如今虽已退休，却还是《湖南工人报》等媒

体的特约记者。

今年参与宣传推介“厂 BA”，夏伟雄认为除

了对宣传的使命感，也因出自对篮球的热爱。

年轻时，他在厂里的篮球队打前锋位置，火热的

篮球氛围在职工身上形成年轮般的记忆，他说：

“厂 BA 确实办得好，株洲这座工业城市，像我一

样从厂矿退休的老人很多，大家对厂 BA 有情

怀，而且企业间的联赛，也是展示实力的时候，

就算是孩子看了球，也会懂得，只有合作、拼搏，

才能赢得胜利。”

新区推荐官夏伟雄

“我在记录生活，也在推荐株洲”

夏伟雄抓拍的进球瞬间。受访者供图

“厂 BA”举办期间，夏伟

雄每场必到，在场边拍

摄球赛。

记者/谭昕吾 摄

六旬铁杆球迷看了近百场“厂 BA”，龙峰（右）和彭淑君（左）在第一排看球 记者/谭昕吾 摄

2024年7月1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小玲 美术编辑/邱 鹏 校对/袁一平人物06

“挂职干部要当干将，不当看客！”
——记荷塘区对口帮扶泸溪县浦市镇挂职干部赵羿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走，下村排查防汛
度汛安全隐患去……”

七月的湘西泸溪县
浦市镇，夏日骄阳火辣
辣，从株洲来对口帮扶的
赵羿成被晒得黝黑。前
不久，镇上传统龙舟赛安
保工作让他忙活了一个
多月，这不，他又马不停
蹄地闻“汛”而动了。

从株洲荷塘区到泸
溪县浦市镇，从湘江河畔
的机关到沅江岸边的古
镇，赵羿成有近 4个月没
回过株洲的家了。“在我
心底，这里已然成为我奋
斗的第二故乡。”他说。

说起到泸溪县浦市镇以后最想干的事，赵羿成

脱口而出：“今年是株洲对口帮扶泸溪县 30 周年，优

良的传承和兄弟般的情谊更让我坚定信心，来到这

就想帮浦市镇多争资引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但和其他挂职干部一样，初到浦市镇的赵羿成

也被卡在了“语言关”。比如，当地同事热忱邀请他

“阙饭去”（吃饭去），对方说了半天，他却一脸茫然。

找准发展需求，先要克服语言障碍尽快适应环

境。为此，赵羿成从“旁听生”“学习者”做起，每一场

会议，每一次下村，每一个项目现场，他都认真听、认

真记、认真领悟在基层的工作方法，主动熟悉和适应

新的工作环境。

刚到镇上的时候，赵羿成除了学方言，最常做的

事就是“串门”，谁有工作要下村就赶紧跟上，以便更

快地熟悉各村、各条工作战线的情况。随着工作不

断深入，他对浦市镇发展定位、规划、需求越发清晰，

便主动邀请浦市镇党政班子到株洲对接考察，增进

两地交流合作。

去年 6 月底，受强降雨带过境、上流洪峰过境等

因素影响，浦市镇中塘村通组的桥梁被洪水冲毁。

桥被冲毁后，全村几百名村民的安全，以及相关农业

生产都受到了影响。

赵羿成来镇上挂职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

多次向帮扶工作队队长、泸溪县副县长谭泽鑫汇报，

经过多方沟通努力，成功争取株洲对口帮扶资金 98

万元，用于修建一座新桥。当桥梁建成，株洲和泸溪

之间又将架起一座新的“同心桥”。

“真是为我们村老百姓办了大好事啊，过年的时

候，在外务工的乡亲们都可以走新桥回家了，真好。”

听到准备建桥的消息，中塘村的村民王大爷兴奋地

说道。

惠民生，更强产业。挂职以来，赵羿成也为浦市

镇的产业发展下功夫，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

添新动能。

浦市镇的马王溪村是 3A 级旅游乡村，近年来，

当地在株洲对口帮扶下，建成了年产值 8000 万元的

村办鑫隆陶瓷厂，有效帮助周边乡村 300余名留守妇

女的就近就业。这些年，村里先后摘获三块“国字

号”招牌：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全国文明村。

赵羿成到浦市镇挂职后，深入马王溪村调研考

察，与镇村两级干部一起“头脑风暴”，进一步推进了

该村文旅、农旅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赵羿成帮助当地争取项目资金 97 万

元，助力马王溪村打造陶艺文旅一条街产业，持续推

动村里“三产融合”发展增色增收。同时，他还帮该

镇岩门溪村脐橙产业发展争取项目资金 20 万元，提

升脐橙品质品牌。

“我们在一方搞工作，就要思考谋划上提一级，

落实工作下沉一线，把问题想全面想长远，把事情干

得更深入更接地气。”浦市镇党委书记李昊明的这番

话，让赵羿成印象至深。作为浦市镇党委副书记，赵

羿成主动挑起了执纪监督和驻村联片的担子。

白天，赵羿成草帽一戴，下到包村负责的岩门溪

村田间地头，开展脐橙产业的培育和管理工作，联系

农业专家进行病虫害防治。忙完这个，他又走村串

寨走访农户，把村里困难人群和老百姓关心的水电

路产业需求，一一记录在日记本里。

到了晚上，赵羿成总是很晚才离开办公室。“当

日事，当日毕”，这是他的工作习惯。梳理当天工作

开展情况，将文件、照片等建档保存，计划明天的工

作，他要忙完这些才会关灯回去休息。

去年的腊月寒冬，赵羿成和镇村干部、省农业农

村厅驻村工作队，精心策划了岩门溪村第二届脐橙

销售节，并倾情投入到脐橙销售中。仅销售节当天，

他就帮助村里实现脐橙销售 38 万余元，为村集体增

收和果农致富注入了一波现金流。

由于镇纪委书记暂时人员空缺，赵羿成主动运

用好自己在株洲纪检监察的工作经验，为镇上“打

磨”起执纪监督、防腐纠风的“利剑”。

按照相关部署，赵羿成带领镇纪委干部深入 28

个村（社区）开展全覆盖式督导，对 11 名镇村干部开

展纪律谈话提醒，有效防范了违纪违规行为和事件

发生。同时，还夜访驻村工作队住宿地开展驻村工

作队干部管理监督，组织开展警示教育 5次。

在赵羿成助力下，浦市镇团结干事和风清气正

的氛围越发浓厚。2023年，该镇获国家、省州荣誉 25

项，其中获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乡亲们，我为大家做了冰豆沙解暑，大家快来

喝。”

农历端午节，赵羿成放弃回家团聚的机会，和浦

市镇镇村干部顶着烈日每天奔波在沅江边，用心做

着服务。

浦市镇是古镇，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远超农历

新年。今年，10 余万在外游子纷纷回到家乡，沅江两

岸、大街小巷人潮涌动，传统龙舟活动和往年一样持

续整月。

沅江两岸摇旗呐喊、锣鼓喧天，赵羿成不是江边

的看客和呐喊者，而是主动参与了后勤保障等工

作。每到饭点，他都要带着纪检干部穿梭在岸边人

群，监督核实 50 多支龙舟安全服务干部在岗情况。

同时，他还要和后勤干部把饭菜和解暑水果、冰水等

送到各个临时吃饭点。

“我对赵书记那是既恨又爱。”晒得黝黑的镇干

部包宇锋打趣说，“恨他非要和我们一起晒得肉疼，

爱他总是及时送来的可口饭菜和解暑水果”。在外

人看来，赵羿成或许只是来挂职的干部，但在浦市镇

干部心中，赵羿成已然成为携手共进的好同事、好

“战友”了。

不止于端午节，赵羿成还会参与浦市镇每晚的

平安巡逻。浦市镇镇区有 4 个社区，3 所中学、3 所小

学、12 家幼儿园，近 4 万余人生产生活于此。为保护

一方平安，浦市镇也会定期开展平安夜巡活动。

每到节假日，该镇都会组织镇派出所和政府社

区干部深入背街小巷、网吧超市、娱乐场所等重点领

域开展平安巡逻。在学校放学时，还会到学校门口

和主要路段开展秩序维护、交通引导的护校护学行

动。每当这时，总能看到赵羿成的身影，通过平安夜

巡，他更为深入地了解了社情民意，也快速地融入当

地增进了和老百姓的情感。

“挂职干部要当干将，不当看客！要把他乡当作

故乡。”赵羿成说，这段珍贵的挂职经历让他更加坚

信，不论身处何方，只有脚踏实地多干实事，才能有

所感悟、有所收获、有所贡献。

新建“同心桥”，提质“产业路”1

用心用情，发挥所长磨砺作风“利剑”2

“要当干将，不当看客”3

今年 7月，赵羿成（右三）在泸溪县浦市镇参与当地抗洪抢险。（受访者供图）

今年 7月，赵羿成参与抗洪抢险时

转移群众。 （受访者供图）

今年端午节期间，赵羿成放弃回家休假机会

在浦市镇民间龙舟赛执勤。（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