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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收取800元乘车费，太贵了
83路取消后等车要1个小时，太久了
市民关注公交线路优化问题，局长接听12345热线一一回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
黎丹） 9 月 25 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

长付访华做客 12345 热线接线大厅，受理群众来

电，2 小时接听了 13 个电话，反映公交线路优化问

题的市民最多。

“石峰区盘龙路碧桂园小区附近没有通公交

车，市民出行不便。”“我小孩在栗雨小学读书，目前

取消了直达学校的公交车，之后又开通了教育专

线，每学期向每个学生收取 800 元乘车费，太贵

了！”“小区门口原本有 83 路、82 路两条公交线路，

2022 年取消了 83 路公交车，现在等一趟公交车需

要 1 个小时。”……市民集中反映公交路线设置和

调整、定制公交收费不合理等问题。

付访华认真记录市民反映的问题，耐心解答。

他表示，市交通局将做好问题收集，近期将会同市

公交公司梳理现有公交线路，对于要求开通公交线

路呼声较高，确实出行不便的居民小区、散户居民

区，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探勘，根据实际情况和市民

反馈进一步优化已有公交线路或开通新线路，满足

市民出行要求。

对于市民反映教育专线定制公交收费高的问

题，付访华立即交办市公交公司，并要求市交通局

相关责任部门查明情况，配合市公交公司做好协调

工作。

“大家选择公交出行是好事，低碳环保。我们

作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努力做好协调工作。”

付访华表示。

市民龙女士投诉株洲西高铁站出租车喊客拉

客问题，希望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监管。对此，付访

华回复，市交通局将联合交警部门、株洲西高铁站

进一步加强站外管理，规范出租车、网约车接送客。

还有市民咨询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处罚、驾校退

费、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申领等问题，付访华

都一一进行详细解答。热线接听结束后，付访华立

即召开现场交办会，要求各责任部门要尽快抓好落

实，给市民满意的答复。

本报讯（株洲晚
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通 讯 员/杨 钦 轲 刘
杰） 9 月 23 日，一款

名为蜘蛛车的带电作

业车在渌口区朱亭镇

开 展 带 电 解 搭 头 工

作，为我市首次。

“ 蜘 蛛 车 是 一 种

新型履带式带电作业

车，因其在作业时将

四条支撑腿打出酷似

蜘蛛而得名。”国网株

洲供电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种新型带

电作业车能屈能伸、

重心低、支撑强，展臂

最多可达 16 米，并且

配备了小型履带式底

盘，具有良好的机动

性与稳定性，能深入

狭窄街巷及山林地带

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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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余
思思 刘兴） “快来测测你的财运吧，抽到 SR，赏

现 金 100 元 ！“ 一 起 来 拍 烟 卡 ，你 的 烟 卡 太 便 宜

了！”……近期，一些学生热衷于购买盲盒、玩烟卡，

有的甚至沉迷其中。然而，部分中小学校周边的店

铺还出售盲盒、烟卡，存在商家诱导未成年人冲动

消费的现象。

针对此现象，醴陵市人民检察院联合醴陵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市教育局，对姜湾小学、五里牌

小学、江源小学等 3 所学校周边的小卖部、文具店

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是否有烟卡出售，盲盒产

品是否有正规生产厂家、是否明码标价，店内是否

粘贴禁止向 8 岁以下儿童售卖盲盒的警示标语等

情况。

经走访调查发现，仅 1 家商店未销售盲盒类产

品，所有商家均未张贴禁止向 8 岁以下儿童售卖盲

盒的警示标语，大部分商家销售的盲盒标识不完整

或生产厂家无法追溯；存在某一商店向学生出售烟

卡，甚至销售现金博彩类盲盒产品等情形。

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当场对不符合

规定的产品进行扣押，责令经营者停止采购、销售

烟卡，并对销售盲盒不规范的经营者口头责令整

改。同时，检查人员“一对一”向经营者进行普法，

普及盲盒经营活动相关要求，引导其依法规范经

营。

株董路护坡垮塌
堵塞人行道已3个月

残疾人“以身说法”
劝导市民文明出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许
琳） “大家千万不要闯红灯，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要佩戴安全头盔！”9 月 25 日上午，天元交警大队、

天元区残联及肢残人协会在长江广场等 3 地联合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残疾人朋友以身说法提醒大家

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因一时疏忽招致交通事故。

“不要急，慢慢来！”现年 35岁的残疾人刘奚年讲

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故。11年前的一个晚上，他骑

着摩托车回家，途经市教育局附近时被一辆闯红灯的

小车撞倒在地。他的左小腿被撞成粉碎性骨折，经过

治疗仍构成 4级伤残，这给他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不

便之处。他提醒过往的行人及驾驶员，宁停三分，莫

抢一秒，冒着生命危险“走捷径”，后果不堪设想。

小区绿地
铺满建筑垃圾为哪般？

学校周边售卖“盲盒”商品？
醴陵多部门联合查处，责令整改

工作人员走访调查校园周边小卖部。通讯员供图

护坡坍塌处，旁边的挡墙上种有蔬菜。记者/刘平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9 月 25

日，芦淞区株董路“白果山庄”公交车站路段，路边一

处垮塌的护坡仍未修复，人行道被泥土掩埋，给行人

通行带来不便。

附近居民介绍，护坡是在今年 6 月份的强降雨

过程中发生垮塌，泥土、石块占据人行道，一直未被

清理。同时，位于护坡挡墙上方的墙体出现倾斜，存

在继续垮塌的风险。

“不加高，不在上面种菜，会发生垮塌吗？”也有

居民认为，护坡垮塌与人为因素有关。记者看到，在

发生垮塌的地方，护坡挡墙并不高，但上方被人用砖

砌墙加高，种有芋头、辣椒等蔬菜。

龙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复称，该城市道路

为次干道，属于市市政工程维护中心管理范围。市

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对垮塌处进行检测，将采

取相应的措施处理。

9月 22日，有市民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反

映：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工大社区奥园神农养生城小区，

35栋居民楼旁的绿地被建筑垃圾覆盖，一直没有人管。

据小区居民反映，建筑垃圾是由一楼的装修业

主倾倒，该业主还擅自修建围栏圈占绿地，其他居民

多次投诉，无果。

对此，该小区物业人员回复记者称，已向倾倒建

筑垃圾的业主发了整改通知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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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一】
“柚”香“柚”甜的“黄金果”

9 月 22 日，清水塘街道大冲村。一户农家院

子的后山坡上，成片种植的柚子林顺着山势绵延

起伏，一株株郁郁葱葱的柚子树整齐有序地布满

山头，一个个硕大饱满、青悠悠的柚子挂满枝头，

果香四溢。柚林里，成群的鸡鸭在寻觅虫子。程

莲球与丈夫吴宗明忙着清理杂草。

“有 800 多棵柚子树，保守估计能达到一万五

千斤。”程莲球一边介绍，一边从枝头摘下一个早

熟的柚子。

“软糯香甜，让人回味。这比超市里买的柚子

还好吃。”与记者同行的朋友连连称赞。

“还有一个月才能上市。等成熟后更好吃。”

程莲球自信满满地说。

2012 年，程莲球从邵阳新宁朋友家移植了几

棵柚子树苗，将它们种在了自家山上。几年后，柚

子挂果，硕果累累。

好山好水出好柚。在种植过程中，程莲球和

丈夫采用农家有机肥、人工除草等技术，加上标准

化、科学化的种植管护，结出来的柚子，以个大肉

厚、柚香浓郁、含糖度高而赢得市场的青睐。

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他们家的柚子树越长越

好，规模也不断扩大。年采摘量从几百斤、上千斤

逐步到去年的一万多斤。

“柚子不愁卖，现在已经被提前订购完了。”程

莲球介绍，很多人慕名从浏阳、江西、广东等地过

来采购。

在程莲球的带动下，附近大冲村、白马村、九

塘村、九郎山村等不少村民也开始纷纷种植柚子

树。经过仔细调研，石峰区把柚子产业纳入重点

扶持对象，并注册了“九郎福柚”商标。石峰区农

业农村局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到种植基地进行

现场指导，还举办“九郎福柚”节日推介这一品牌。

石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志峰介绍，目前，石

峰区绿心片区附近成规模种植“九郎福柚”的村民

已经有 40 多户，更多的村民则利用房前屋后种植

发展“庭院经济”，通过对区域品牌进行打造，“九

郎福柚”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品牌，远销全

国各地。

在扩大种植面积基础上，该区还充分结合长

株潭绿心的生态地理环境优势，结合秋瑾故居等

特色，促进“九郎福柚”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推

动休闲娱乐、餐饮民宿等全领域联动发展。

【样本二】
火红的辣椒带出红火的日子

醴陵市明月镇贺家桥社区，一串串火红的辣

椒挂满枝头，色泽饱满、长势喜人。村民旷雪生弓

着身子，忙着采摘。

“镇里联系企业解决了销路难题，增收有底

气，种植的热情自然更高了。”他笑着说道。

“农户心里有底，社区玻璃椒种植面积和亩产

量都实现了翻番。”该镇贺家桥社区干部旷德康欣

喜地介绍，当地八成以上居民都种植了玻璃椒，最

高亩产达 1000公斤。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造就了久负盛名的

“醴陵玻璃椒”，已有 1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因其

宛如红玛瑙一般晶莹剔透，晒干后里面的籽也清

晰可见，由此得名。醴陵玻璃椒富含硒、锗等微

量元素，微辣中含丝丝甜感，风味独特，辣椒酱、

剁辣椒、风味辣椒萝卜等辣椒制品，也深受人们

喜爱。

2018 年，明月镇成立联村党委，复兴农产品

牌。贺家桥社区积极盘活土地资源，依托社区领

办的醴陵龙田玻璃牛角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采取“社区+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引导群众

调整种植结构，让一批老弱劳动力在家门口有收

入。

“原来主要靠熟人和回头客。比方说玻璃椒

盛产期不到 1 个月，其间每株可采摘 7 次左右，加

工能力有限，销售压力大。”旷德康坦言，过去由于

销售渠道单一，农户和合作社不会卖甚至卖不出

去，只能低价销给收购商。

为解决这些难题，明月镇制定了醴陵玻璃椒

栽培技术规程，建立起品牌统一标准。通过培育

种植大户，建设特色基地、加工厂、冷链物流、农产

品冷库，成功突破了储藏、包装、运输上的瓶颈，打

造了玻璃椒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同时成

功“牵手”醴陵中农联市场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减

少运输、仓储等方面成本，让农民种菜多赚钱。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今年中农联公司收购

了我们 10 多万元的玻璃椒。”醴陵市龙田玻璃牛

角椒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

“辣椒收完又可以种蔬菜，一亩地收入超过 1

万元。”今年，镇里打通销售渠道，村民种植的鲜椒

收购价，从过去的每公斤 4 至 6 元提高至 12 元，脱

贫户尹雪生说：“家门口挣钱很踏实，日子越过越

有奔头。”

醴陵玻璃椒早已名声在外，频频亮相于湖南

绿博会、农博会、年货节上。明月镇还多次举办辣

椒节，利用互联网等传播方式，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持续擦亮这一品牌。今年，醴陵玻璃椒入榜

《中国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品牌价值上升至

1.75亿元。

庭院经济将“院景”变“钱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尹煜尔 李楠

期待更多
“一村一品”好样本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庭院经济，鼓励居民在

“方寸之地”上做文章，在扮靓小庭院同时，为村民带

来的不止于宜居，更在于宜业。

庭院经济，是指农民依托自家庭院及周边空间，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经营，为自己和社会提供

农产品和相关服务的经济模式。在乡村，闲置的空

间和资源如果不加以利用，不仅会影响居住环境，还

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村庄形象下降。然而，经过合

理规划和利用，小小的庭院可以承担更多的功能，创

造更多的效益。

充分挖掘庭院的潜力，不仅能丰富村民的生活，

也能拓宽增收致富的道路。在株洲，这样的样本还

不少。有的地方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庭院经济相结

合，鼓励农户灵活利用院落空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庭

院种植和养殖产业；还有的地方依托庭院发展特色

民宿、休闲农庄、采摘体验等新兴旅游业态，探索乡

村经济的新可能。

庭院经济前景广阔。但在实际推动中要稳扎稳

打。对于农户来说，需因地制宜，避免盲目跟风选择

不适合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注重精细管理，走差异

化发展之路，才能让每个小庭院独具特色。

乡村发展应立足自身资源，选择高效益的产业，

借助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指导，帮助农户科学布局，实

现“一村一品”“一院一特色”。期待株洲的庭院经济

在百花齐放中展现活力，也个期待株洲每位农户将

自家庭院打造成聚宝盆，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记者手记

九郎福柚即将上市。俞强年 摄

用“微经济”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乡村的“院景”更靓，“钱景”更好。
在株洲，一个个“美丽农家院落”，似雨后春笋成

为助民增收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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