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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盛荣 通讯员/李丹）
10 月 11 日，荷塘区民政局联合月塘街道办事处、水

竹社区党委等多家单位，在佳兴万鸿小区、乔松忘

忧谷养老院开展以“情暖重阳、乐享邻里，共创美好

家园”为主题的敬老月活动。

爱加贝幼儿园、社区文艺志愿者为佳兴万鸿

小区的老人们带来精彩的文艺演出。欢快的舞蹈、

优美的歌曲，让汇聚一堂的老年朋友欢声笑语不

断；现场还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等形

式，发放《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社区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资料、反诈骗宣传单等，用法律助老护老；医

护人员则在义诊区为老年朋友们开展口腔、眼睛

等部位的检查，耐心解答健康疑问，为老年人身心

健康保驾护航。

在乔松忘忧谷养老院，精心设计的趣味棋牌游

戏、紧张活泼的知识抢答赛等，让老年朋友在享受

比赛乐趣的同时，还交到了不少的新朋友。“好久没

参加这么热闹的活动了。大家玩得很开心，感受到

了邻里和谐的氛围，关系更近啦！”参加活动的刘阿

姨高兴地说。

接下来，荷塘区民政局将以 2024年“敬老月”主

题活动为契机，不断为老年人提供长者餐厅助餐、

社区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农村“友邻帮”互助养老、

走访慰问关怀等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积

极为老年人搭建相互交流、增进感情的平台，让更

多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高质量养老服务。

邵东商会敬老济困再行动

500余位老人喜领“重阳礼”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10 月 10 日，一场由株洲

市邵东商会、邵兴城市场共同主办的重阳节慰问活动，在邵兴城

市场举行。芦淞区 500余名特困供养户和失独老人，每人都领到一

份重阳节慰问礼物——一袋米和一瓶食用油。

株洲市邵东商会是由 580 余名在株洲从事服装、鞋帽、包装、

物流等行业的邵东籍优秀经营者发起成立的社团组织。2021年投

资兴建了邵兴城市场，现有常驻商户 330 余家。一直以来，商会和

邵兴城市场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目前累计捐款捐物

已超过 600万元。

去年，邵东商会、邵兴城市场举办了第一届重阳敬老济困

公益活动，向芦淞区全域的特困供养户捐赠了 435 套高档冬

被。今年，商会和邵兴城市场再向全区特困供养户和失独老人

等群体捐赠大米、食用油 500 多份。“这一活动，我们将争取每

年举办一次。”株洲市邵东商会会长、六红爱心基金理事长李毫

辉说。

全市111家市直单位、文明单位
深入联点社区开展主题活动

重阳秋意暖 敬老情意浓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姚时美） 10 月 11 日，全市不少市

直单位、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重阳节主题活动，为广大老人

送去温暖和祝福。

上午10时许，荷塘区五交化小区内，30多名老人观看川剧变脸

秀节目，不时鼓掌叫好。该区月塘街道石塘冲社区联合各小区党支

部，不仅为老人送上精彩的文艺汇演，还准备了生日蛋糕，为3名90

岁老人庆生。潇湘国际影城、月塘邮政储蓄银行等单位还为广大老

人送去电影票、米、油等慰问物资。湘安口腔医院、三三一爱尔眼科

医院、株洲市凯德心血管医院派出医护人员进行现场义诊。荷塘区

桂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则组织100名老人，观看最新上映的影

片《志愿军：存亡之战》。

全市 111家市直单位、省级以上文明单位纷纷深入联点社区，

携手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党员到天元区泰山

路街道铁西社区慰问高龄老人；市行业办组织老党员到清水塘大

桥、株洲博物馆参观；市市场监管局志愿者前往芦淞区董家塅街

道新立社区，为困难退休老人送去慰问物资。

情暖重阳 乐享邻里

老人们在乔松忘忧谷养老院开心参加互动游戏。记者/盛荣 通讯员/邵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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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宋芋璇
通讯员/彭新华

“湖南省优秀指导教师”“湖南省十佳服装

设计师”“株洲市优秀教师”“株洲市第八届服装

专业学科带头人”“市级青年岗位能手”……13

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谭老师”到“老

谭”，她和学生并肩同行，共同成长。

她是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艺术传媒

学院教师谭为，在不少学生心里，她就是曾

拨动他们“命运齿轮”的那个人。

“爱”是她的育人良方

谭为曾担任过 4 个班的班主任。早晨 7

点，她踏出家门，直到晚上 10 点，才能披着

星光回家。对学生来说，谭为不仅是“引路

人”，更是成长路上的伙伴。

“还是想要你当我的班主任。”“亲爱的
老谭，真希望大学里会有一个像你一样善解
人意又长得漂亮的老师。”每送走一批毕业
生，谭为的手机里都要收到这样的“表白”。

除了传授课业，谭为关心每一个学生，
对他们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都了然于心。
贫困生小彭是谭为班上的“学霸”，专业常年
考满分。二年级时，她却想放弃备战专升本
考试，选择进厂实习。谭为第一时间找到她，
20 余次陪伴、谈心，并向学校申请多项帮扶
举措。在谭为的鼓励下，小彭返校后专心备
考，最终成功升本。

回忆起学生求学、就业、生活上的无奈
与困境，谭为眼眶湿润。虽然“难”，但亦师
亦友的谭为总是陪伴在旁，为他们开出“心
灵处方”，为他们送去光亮和希望。

可以说，谭为与学生，是一场爱的双向
奔赴。正如她所带班级群名称：“有爱大家
庭”，在她尊重学生、关爱学生的同时，学生
也发自内心地敬爱着她。

“卷”是她的成长秘诀

从东华大学硕士毕业，谭为进入湖南

汽车工程职业大学。初为人师的她，希望

将知识点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地传授给学

生。基于这样的自我要求，她深挖教材，花

费大量的课余时间备课、听课、研课。2016
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提升能力，她主动指
导学生参加市、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等各类赛事，以赛促教、以赛促讲、以赛
促练，多次赛事中摘金夺银。如果当时就
有“ 卷 ”这 个 词 ，那 么 谭 为 一 定 会 配 得 上

“卷王”这一称号。
不断的自我加压之下，谭为迅速成长，

无论是对专业知识的把握程度，还是对班级
学生的管理水平，都不亚于一位老教师。谭
为想，还得更进一步，要在服饰艺术作品创
作中，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基于这个思考，谭为着手将展会变为课
堂，通过举办“红画笔——‘衣’心向党”等一
系列服装课程作品展活动，润物无声地为学
生上了一堂立体、生动、独具特色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

作品展上，学生以“时代担当”“中国非

遗”“红色文化”等热点为题，通过敏锐的时

尚视角和独特的设计语言，自主设计制作

了 60 余件服装作品。活动不仅让课堂所学

有了实训场，更让学生在创作中，加强了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对传统文化

的感悟。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一批批学子在谭

为的陪伴下站上更高、更大的舞台，但他们

都说，最幸运的，还是遇见了那个曾经轻轻

拨动自己“命运齿轮”的“老谭”。

谭为：拨动学生“命运齿轮”的人

正在教学的谭为。受访者供图

创建全球首个水稻无人农场

罗锡文院士获中国老科协
“突出贡献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吴嘉垲） 10 月

11 日，2024 年全国老科技工作者日北京主场活动举行。株洲

籍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荣获中国老科

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全国仅 10人获

得这一奖项。

罗锡文带领团队研究的“基于北斗的农业机械自动导航

作业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 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在此基础上，他和团队在广州市增城区创建了全球首个水

稻无人农场，为解决未来“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的问题提

供了有效途径。

为解决“面朝黄土背朝天”人工插秧的辛苦，罗锡文和团

队发明了水稻精量穴直播技术与机具，将稻种成行成穴地精

准地播在田中，省去了育秧和插秧的环节，引领全国水稻机械

化直播技术的发展，获 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79 岁的罗锡文院士出生于株洲市天元区，由他指导建设

的株洲首个无人农场，位于天元区三门镇。目前，通过无人农

场技术，实验田已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大

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现代化水平。

株洲日报讯（全媒
体记者/旷昆红） 10 月

11 日，2024 年全国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中国五矿

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届职

业技能竞赛车工（数控

车床）项目，在湖南航空技师学院开赛。本次竞赛车工（数控车

床）项目由中钨高新承办，是国家级二类竞赛。

本次竞赛为期 4天，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来自中国

五矿旗下各单位 30 名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展示风采。21 名裁

判为比赛提供最为专业的保障和最公正的评判。

当前，数控技术在航空航天、汽车工业、模具制造行业

等行业大放异彩，还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器械、能源设备、军

事装备等领域。可以说，只要有复杂的形状和精确的尺寸要

求，就有数控加工的用武之地，因此对数控车工的专业素质

要求不断提高。技能竞赛是企业职工学技术、练本领的重要

方式，是对所有参赛选手个人素质和技能水平的综合考查，

更是对各单位提高职工技能、推进人才选拨和培养的一次

检验。

本次竞赛旨在加快培养和选拔行业高技能人才，通过以

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方式，打造技能人才

成长“快车道”，带动整个行业技能水平提升。“我们正在全力

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技能人才队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中钨高新相关负责人说。

10月 11日，国赛车工（数控车床）项目开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媛 摄

国赛车工（数控车床）项目开赛

对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
进行定期监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喜张 通讯员/洪敏翔） 如

何强化预算绩效事中管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

益？今年，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决策部署，开展 2024年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定期

监控工作。

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4年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

作的通知》，对市直各单位绩效监控责任分工、监控范围和内

容、监控方式和流程等方面作出了制度规范。同时，建立健全

“预算单位自行监控＋财政局重点监控”的工作机制，依托预

算一体化绩效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线上监控＋线下监控”模

式。根据预算执行率、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市财政局对总规模

达 4亿元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奖补资金、监管中心运行经费等 6

个项目，开展财政线下重点绩效运行监控。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日常监控、重点监控“双管齐

下”，财政部门推动绩效监控由传统方式向预警监控、纠偏有

力、跟踪问效的新模式转变，进一步提升绩效监控工作效能。例

如，深入分析项目实施进度慢，资金执行进度慢，绩效目标设置

待完善、绩效管理责任未明确的具体原因，对绩效监控中发现

的绩效目标执行偏差和管理漏洞，要求相关部门及时采取分类

处置措施予以纠正，并将绩效监控结果作为年度预算调整、资

金拨付等的重要依据。

当天，该区田心、响石岭等街道也开展相

关活动，庆祝重阳节。

在荷塘区月塘街道晨光小区，该区相关部门对辖区内默

默奉献、为小区和谐稳定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邻长”进行表

彰。同时，现场还举行授牌仪式，给 10 个“荷塘区 2024 年三星

小区党支部”授牌，这标志着党组织在基层的深入和服务群众

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渌口区伏波广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

动轮番上演。一旁的咨询展台，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志愿者在

普及防毒防诈、平安建设、法律援助等知识。在便民服务专区，

志愿者提供义诊、家电清洗、磨刀、理发等服务，还有 20 家企

业带着 500多个岗位求贤纳才。趣味游戏现场也十分火爆，赶

气球、套圈、夹乒乓球等小游戏吸引了众多居民一展身手，大

家在竞技中收获欢笑与情谊。在拍照打卡点，大家纷纷记录下

美好瞬间，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留言板写下祝福的

话语。当天，该区还邀请了 10位 75岁老人集体过生日，并送上

礼物。

◀◀上接01版

【理】
要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持续性，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

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

态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娜 通讯员/

郭淑珍） 10 月 9 日，茶陵县虎踞镇二仙村

艳阳高照，秋风习习，村民们在秋阳下进行

茶苗移栽，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

很难想象，这一片绿色洋溢的乡村之

景，曾是黄土飞扬、岩石裸露的老矿区，部分

土地甚至寸草不生。

茶陵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矿山

分布较集中。其中，虎踞镇二仙村以砖瓦用

粘土矿为主。

对矿产资源的开采支撑了城市建设、经

济发展，也留下了生态“伤疤”。虎踞镇二仙村

因勘探早、开采强度大，不仅破坏了该区域地

质环境的平衡，而且废弃后留下的废石和细

泥尾砂，堆积成一座座新“山”，衍生出土壤污

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问题。

二仙村村民呼唤发展之变。近年来，株

洲致力于对历史遗留的破坏性山体进行修

复，该村通过开展水域保护、矿山治理、土地

整治、植被恢复等工程，让孟浩然诗中的“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景象再度呈现。

然而，单一的生态修复不足以让矿山再

次创造经济效益，怎样让村民更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株洲在矿山生态恢复和治理过程

中，还一直在考虑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矿

一策”，更好地平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虎踞镇二仙村矿山修复的是旱地，在最

初的设计方案中，栽种的植物是阔叶石楠。

在听取当地村民的建议后，市资规局生态管

理团队通过空间规划引领，在不影响生态修

复的原则上，变更修复土地类型为耕地（旱

地），可种植苗木、西瓜、辣椒、茶叶等经济作

物。而荷塘区仙庾镇联星村则是引入当地生

态企业建成渔业养殖基地，打造特色农业休

闲项目。

“这片土地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种植相

应的经济作物。”二仙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荒废的土地得以“重生”，承租土地的

相关企业，通过聘请当地村民务工，让其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安稳就业。

市资规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市共完成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

和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340 处图斑

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 595公顷。

【释】
矿山开采往往会造成水土流失、植被破

坏、土壤荒漠化等问题，影响周边地区的生

态环境。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抚平地球生态

“伤疤”，功在青山绿水，事关民生福祉。

不把“历史留下的问题”留给“历史”，把

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在当下，是挑战也是机

遇。对废弃矿山进行生态修复，生态“含绿

量”可以提升发展“含金量”。把生态修复与

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结合，在恢复生态系统功

能性和稳定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

让土地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绿色矿山的未

来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宽。

废弃矿山重披绿装

第五届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121名家政能手“比武秀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

讯员/杨媛） 10 月 10 日 至 11 日 ，我 市 第

五届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举行，来

自 9 个县市区的 30 家家政服务机构、121

名选手同场竞技。本次赛事也是历年规格

最高、参赛队伍最多、选手学历最高的一

次行业内技能比拼，大专学历占参赛总人

数的 40.6%。

赛事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个部

分，选手理论考核合格方可进入下一赛项。

实操竞赛则被划分为养老护理、母婴护理、

家务服务三个大项、六个小模块。

“实操比拼内容均是按照国家行业标准

进行设置；其中收纳整理和产妇护理两个家

政服务新兴领域首次被引入市赛赛制。”市

妇联发展部负责人表示，为保证赛事公平公

正，同时打通家政服务进社区的“最后一公

里”，大赛在邀请行业专家评审的同时，还增

设了“家庭餐大众品鉴活动”，特邀荷塘区宋

家桥街道居民代表充当大众评委，选出“我

最钟意的菜品”。

在比赛的家庭餐制作区域，依次排开的

餐桌上呈满选手们的拿手好菜。“好吃！菜的

口味很符合我们老年人需求！”居民代表杨

阿姨品尝完各选手现场制作的菜肴后，连连

竖指称赞。

攸县参赛选手凌敏表示，比赛实操与她

平日在雇主家的操作大相径庭，赛事整体难

度较大，但从业人员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

用，无疑将能推动我市家政行业提质扩容，

促进家政从业人员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

操作。

据悉，本次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

除产生各赛项一、二、三等奖之外，母婴护理

员赛项一等奖选手，将按程序向市总工会推

荐申报“株洲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其余两

个赛项一等奖选手，则由市人社局核准后按

程序授予“株洲市技术能手”称号；市妇联将

择优推荐选手参加省级巾帼家政服务职业

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