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3 日闭幕的北京中国国际时装

周上，来自株洲芦淞的设计师马乖携其

品牌“素白”惊艳亮相，一举夺得第 30 届

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殊荣。同时，“素

白”品牌也荣获了 2024年度时尚品牌奖，

为株洲乃至湖南的服饰产业再添荣耀。

作为株洲首个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

的原创品牌，“素白”自 2021年起，已连续

四年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展现其独特魅

力，成为株洲服饰产业原创品牌的领军

先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株洲设计闪耀北京
素白品牌荣膺中国国际时装周2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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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力推四个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泰鑫瓷业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高晓燕） 近日，

工信部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

市试点现场交流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典型案例（2024 年）》。湖南省有 5 个案例入选，

其中株洲有 1家，即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是由工信部和

财政部于 2023 年 6 月联合发起开展的。此前，全国

已有两批共计 66 个市（区）入选，今年 6 月，株洲成功

入选第二批试点城市。此次从这些城市的 1500多个

案例中进行遴选，最终发布优秀案例 86个。

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司因其在能耗环保数字化

方面的成功探索而入选。陶瓷行业的生产制造过程

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普遍存在能源使用数据不完

整、信息不透明、缺乏精确能耗数据、能源成本居高

不下的情况。

针对陶瓷工厂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能耗

和环保问题挑战，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司应用数字化

技术推动生产过程能耗精细化管理、节能减排管控和

数字化碳管理。比如，能源精细化管理方面，通过 IoT

平台实时监控能源使用，利用云计算技术处理数据，

实现能耗数据可视化。结合PLM系统数据，分析产品

和工艺对能耗的影响，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能源效率，

MES 系统根据能耗数据调整设备运行参数，降低能

耗；治污减排管控方面，通过智慧节能双碳平台及一

体化监控管理系统，提升数据采集分析能力，支持远

程监控和智能分析，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数字化

碳管理方面，部署自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通过数据收集与管理推动碳管理优化。

通过以上三大场景的应用，湖南泰鑫瓷业有限公

司实现回收利用工业余能 33316 吉焦/年、电力负荷

调节能力达 42%，年节约能源成本 440 万元，节约用

能 1908.61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 5806.5吨，助推产业

提质、降本、增效。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试点期间，我市

将选择转型需求强烈的 2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1个国家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陶瓷）、1 个全国百强产业集群（先

进硬质材料）作为细分行业，围绕试点目标，开展细

分行业试点企业数字化改造、培育“1+1+1+4”的数

字化供给能力、打造“线面体”链式转型赋能模式、构

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保障体系等四大重点任务，

支持更多中小企业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5G+工业互联网”

我市再添两家省级标杆工厂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高晓燕） 经企业申报、市州推

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近日，省工信厅公示了拟认定第四批

湖南省“5G+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名单，其中株洲有 2 家企业入选，

包括株洲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的“基于 5G+工业互联网的动力传动总

成制造工厂”，以及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基于 5G+工

业互联网的精密刀具智慧工厂”。

“5G+工业互联网”是指利用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构建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应用模式和工业生

态。湖南省“5G+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建设，着力于推动工业企业

5G 内外网改造，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基础促进 5G、数字孪生等技术

融合应用，结合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发展趋势，围绕工厂研发设计、计

划调度、生产作业、仓储配送、运营管控、营销服务等生命周期环节重

点场景，形成一批底层数据驱动、中层平台赋能、上层软件定义的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省级“5G+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评审极为严格，从 2021 年开始，

湖南已公布了四批企业名单，每批仅 10家企业入选。

此前，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已入选。至此，株洲已有

3家省级“5G+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

每人1500元

“一次性扩岗补助”请注意查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高校毕业生看过来，近

日，记者梳理了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的相关政策，这些利好政

策请查收。

就业见习补贴。对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单位给

予一定标准的就业见习补贴，对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 50%以上的单

位，可适当提高见习补贴标准。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对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 2/3，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

小微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对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给予最长不超过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

人应缴纳的部分。

一次性扩岗补助（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招用毕业年度及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足额缴

纳 3 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可按每招用 1 人

不超过 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另外，还有一次性求职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

贴息。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

个人最高可申请额度为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

发布辱警视频 株洲一网民被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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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月饼的热度随之攀升。随着健康理

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月饼的营养

成分以及对健康的影响；药食同源的养生食品也日

益被年轻人所接受。于是，药膳月饼诞生了，赋予了

月饼新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中药馅月饼”真的不仅

味道独特，而且养生吗？

◎药膳月饼
与传统月饼有何区别

传统月饼的主要成分一般包括面粉、糖、油脂和

各种馅料（豆沙、莲蓉、五仁等），这些成分使得月饼

口感丰富、风味独特。然而，传统月饼通常所含的糖

分和脂肪较高，过量食用容易导致肥胖、糖尿病等健

康问题，尤其是对一些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摄入传

统月饼需要谨慎。

药膳月饼，是将传统的月饼与中医药膳理念结

合而成的一种新型食品。

药膳月饼通常会加入一些具有保健作用的食

材，如枸杞、桂圆、黑芝麻、红枣、黄精、石斛等，不仅

能增加月饼的风味和口感，还能提供一定的营养价

值。例如，枸杞有助养肝明目；红枣富含维生素和矿

物质，有助于提升免疫力；核桃仁有助于提高免疫

力；黑芝麻能滋润皮肤；山药有助于健脾养胃；黄精

具有滋阴补肾、益气养胃的功效；石斛具有清热解

毒、滋阴润燥的作用。

在制作药膳月饼的过程中，通常会减少糖的使

用，或者使用一些天然甜味剂在满足口感的同时，更

加符合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在营养价值方面，药膳月饼通常富含多种维生

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增强身体的抵抗

力。而传统月饼因为含有较多的糖分和脂肪，长期

食用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因此，对于关注健康、

追求养生的人群来说，药膳月饼无疑是一个更为理

想的选择。

◎药膳月饼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从理论上讲，药膳月饼添加了许多药食同源、具

有保健功能的中药，可以带来多种健康益处，但是并

不能替代药物治疗。比如对于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药膳月饼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单

独用来治疗病症。

此外，药膳月饼的制作工艺也可能影响其营养成分

和药效。在制作过程中，如果加入的药材量过少，或是与

其他高糖高油的成分混合，可能会削弱其保健效果。

◎药膳月饼
并非人人皆宜

虽然药膳月饼相较于传统月饼在健康上有所改善，

但它仍然含有一定的糖分和油脂，因此食用应避免过量。

在购买药膳月饼时，建议选择信誉好、知名度高

的品牌，查看其成分表和营养成分，尽量选择低糖、

低油的，以减少对健康的影响。

此外，药膳月饼并非人人皆宜。对于糖尿病患

者来说，虽然部分药膳月饼可能会采用低糖或替代

糖，但仍需谨慎选择；肝肾疾病患者，应避免过量食

用药膳月饼，因为某些药材可能会加重肝肾负担，影

响病情；孕妇、哺乳期女性及儿童的身体状况和代谢

需求与成人有所不同，药膳月饼中的某些成分可能

会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药膳月饼不是万能的，要想真正提高身体的健

康水平，还是需要调整生活方式，做到均衡饮食、适

量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心理状态。

（据《家庭医生报》）

发病初期症状隐匿

如何避开这些“沉默杀手”
通常我们生病了，身体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表

现出来。比如感冒了会流鼻涕打喷嚏；发烧了全身

会感到无力，头部发热；肠胃炎犯了会恶心、呕吐、拉

肚子等。但有些疾病在初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容

易被人忽视，从而导致病情恶化，对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因此被称为“沉默杀手”。

◎骨质疏松
上周，75 岁的张阿姨打了个喷嚏后感觉腰咔哒

一下非常疼。“起初，我还没当回事，就贴了药膏，忍

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来了医院一查，结果竟然是

腰椎骨折了！”张阿姨说。接诊医生解释道：“喷嚏并

不是张阿姨骨折的罪魁祸首，真正的凶手其实是骨

质疏松。”

医生提醒，骨质疏松常被称为“沉默杀手”，因为

在初期至中期常不会出现明显不适。而一些严重的

骨质疏松老人，可能只是打个喷嚏，或者搬个花盆、

坐车颠簸一下，就可能发生胸椎体或肋骨等压缩性

骨折。除了年龄增大的因素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骨量流失的主要原因。不平衡膳食、久坐、晒太

阳少、吸烟、饮酒、药物、习惯喝浓茶等因素，不仅影

响基础的骨量积累水平，也易导致骨量流失，增加骨

质疏松症的发生风险。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脆性骨折史、有家族骨质

疏松症骨折史、女性绝经后等人群，要特别重视骨质

疏松的预防，最好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测。

◎慢阻肺
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起病通常隐匿、

症状不典型，一旦有显著症状就医时，病情已经进展

到中度以上，是较为危险的“沉默杀手”。

医生介绍，慢阻肺患者一般有三大典型症状：

咳、痰、喘。即不停咳嗽、有痰，走路或做家务容易出

现气喘。通常，肺功能轻度下降可能无明显症状，但

随着肺功能下降逐渐加重，会出现气促、喘息、咳嗽

等症状。对于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如 40 岁以上长期

吸烟的男性、有慢阻肺家族史者，如连续两年都有反

复咳嗽、气促尤其是活动后气促的表现，建议进行肺

功能检测。

秋冬季节是慢阻肺的高发季节。为了防止慢阻

肺复发，患者平时要规律用药。秋冬气温多变时，要

注意保暖，特别要提防感冒。慢阻肺患者最害怕空

气干燥，建议室内使用加湿器。虽然慢阻肺患者不

能剧烈运动，但做些舒缓的运动对于保护肺功能也

有好处。为了防止慢阻肺复发，除戒烟外，患者平时

宜多吃些蔬菜水果，百合、萝卜、梨都是不错的选择。

◎静脉血栓

近日，58 岁的周女士乘坐飞机外出旅行，因觉得

去洗手间很麻烦，近四个小时的航程中，她滴水未

进，也没起身活动。下飞机后，她便感觉右小腿胀

痛，比左腿肿了一圈，吓得她赶紧到医院就医。经过

检查，周女士被诊断为下肢深静脉血栓。

我们熟悉的脑梗、心梗都是动脉血栓惹的祸。

但比起动脉血栓，静脉血栓隐秘性更强，死亡率更

高，被喻为“隐秘的危险杀手”。记者了解到，人体静

脉有深浅之分，深部静脉承担了 90%以上的静脉血液

回流，一旦深部静脉血栓形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血

液回流发生严重障碍，肢体肿胀疼痛，严重者导致肢

体坏死而需要截肢。

以下高危人群应警惕静脉血栓：老年人；长期卧

床的病人；腹部大手术术后、肿瘤病人和下肢关节手

术后病人；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引起凝血功能增强的

人。另外，久坐也是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

（据《老年生活报》）

谁不适合“秋冻”
“春捂秋冻”是指初春时天气逐渐转暖，不要

急于脱掉棉衣，适当“捂”一点；初秋时，也不要刚

有点冷就穿太多，适当“冻”一点，这对身体健康

有好处。但医生提醒，“秋冻”也要因人而异，并

非所有人都适合。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不太适宜“秋冻”，这

部分人群呼吸道防御功能较差，气管和支气管在

寒冷刺激下会产生痉挛，使原有咳嗽、喘息等症

状加重或易诱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急性发作。

尤其是哮喘患者，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应注意

保暖。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也不太适宜“秋冻”。低

温环境易诱发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

脏负担，出现心绞痛、心肌梗塞或中风等。

平素怕冷、容易腹泻等气虚、阳虚体质人群

也不太适合“秋冻”，应避免过度耗损阳气。特别

是老人和儿童御寒能力弱，应注意随着气温变化

适时增减衣物。

（据《老年生活报》）

秋季风寒感冒
试试这款“神仙粥”

“一把糯米煮成汤，七个葱头七片姜。熬熟

兑入半杯醋，伤风感冒保安康。”这诗说的是一个

药膳粥方。这个药膳方有一个极其吸引人的名

字，叫神仙粥。

“神仙粥”的具体烹制方法是：将糯米 50 克

洗净，加适量水煮成稀粥，再加入葱白 7 根（约 30

克）、生姜 7 片（约 15 克）共煮 5 分钟，然后加入米

醋 50 毫升搅匀起锅。趁热服下后，上床盖被，使

身体微热出汗。此粥专治由风寒引起的头痛、浑

身酸痛、乏力、发热等症，特别是患病 3 天内服

用，即可收到“粥到病除”的奇效。但是只能微微

汗出，大汗淋漓易伤正气。

神仙粥充分体现了非药物治疗感冒的优点，

突出了简、廉、便、验的特长。据中医说，此以糯

米补养为君，姜葱发散为臣，一补一发，而又以酸

醋敛之，甚有妙理，盖非寻常发表之剂可比也。

屡用屡验，不可以易而忽之。糯米、葱白、生姜性

皆温，用于风寒感冒不仅能温暖遭受外界风寒侵

袭的身体，葱白、生姜且有辛温发散功效，能将风

寒祛出体外，使病情缓解。医书也曾记载，糯米

熬汤后其温暖作用更浓，加之有辛温发散功效的

生姜、葱白，确是一种疗效很好的治感冒药膳。

（据《燕赵老年报》）

五类人不宜生吃大蒜
可能会伤肝胆损气血

大蒜虽然是常用食材，但是由于偏性太过，

不宜食用人群亦广，以下几类人群谨慎食用生

大蒜。

肝病患者。中医认为，肝脏为阴之体，若肝

脏有病，多为肝阴受损，此时如果再多食辛热发

散的生大蒜，更伤肝阴，对于肝病患者无异于雪

上加霜，故宜忌之。

眼病患者。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出现畏

光羞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等症状，亦为肝阴不

足、肝血受损，生大蒜辛热发散，当慎食之。

脾胃虚弱者。生大蒜会刺激胃肠黏膜，在腹

泻时吃大蒜，会使胃肠道黏膜充血、水肿加重，加

重病情。

肺病患者。肺为娇脏，喜润恶燥。肺阴不足

之干咳久咳，或痰热壅肺之咯吐黄绿浓痰者，食

生大蒜会加重病情，故应慎食。

气血虚弱者。生大蒜辛热发散，气血虚弱者

不宜食，年久重病者气血更虚，亦当慎食。

（据《中国中医药报》）

药膳月饼真能养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