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11月 13日，2024徒步湘江环保毅行

活动正式启动领物流程。记者在领物点——株洲晚报楼大厅现场看到，无论

是领物流程还是新推出的毅行装备包，都彰显出经济低碳的理念。

本次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由株洲市文明办、共青团株洲市委、株洲

日报社联合主办，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大力支持，并由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

会具体承办。自 2008年创办以来，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

作为 11 月 16 日活动日的预热环节，为期三天的领物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它直接关系到每位毅行参与者对本次活动的“第一印象”。在领物现场，

“领物请往这边走”的温馨指引声不绝于耳，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成为现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能够为如此大型的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觉特

别荣幸！”一位志愿者表示。

今年，主办方特别推出的毅行装备包，主打经济低碳风。包内除了签

到卡牌、干脆面等实用物品外，还特别准备了环保束口袋，以倡导环保

理念。

在领物现场，记者还遇到了来自芦淞区樟树坪小学的老师。她表示，学

校今年组织了团队参加毅行活动，希望老师和同学们能够通过活动，感受锻

炼身体的乐趣，并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59 岁的湘潭市民丁向英也是此次毅行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她坚持徒

步已有 7 年之久，几年前就曾想参加毅行活动，但因故未能成行。“去年因

为家里有事耽误了，今年我早早地就报了名。”丁向英兴奋地说，“这个季

节株洲的天气特别好，秋高气爽，气温也适宜。我希望能够顺利走完 23.8

公里的全程。”她表示自己还想借此机会好好逛一逛株洲，领略这里的风

土人情。

2024徒步湘江环保毅行活动 11月 16日正式举行。装备领取时间为 11月

13日至 15日，尚未领取装备的毅行者可自行前往株洲日报社 B座（株洲晚报

楼大厅），凭报名编号、姓名以及身份证领取。

徒步湘江毅行发“装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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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稻草秸秆变废为宝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卫红） 攸县作为产粮大县，

每年水稻丰收后稻草秸秆处理是个难事。近年来，攸县拓宽秸秆利用渠道，

完善秸秆收储体系，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环

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在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社区，刚收割完水稻的农田铺上了一层蓬松的

秸秆。秸秆打包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一排排水稻秸秆

被打包机“吸走”，经旋转、压缩、打捆后码放整齐，转瞬实现了变废为宝。一

捆捆打包好的秸秆将作为牧草和环保生物质颗粒燃料原料销往株洲市区以

及郴州等地。

“收割完后，秸秆要在稻田里面晒三到四天，将水分控制在 15%以下。”

攸县农业农村局农资保护与利用股股长刘南华介绍，该县农业部门以疏代

堵，通过遴选，确定了 13 个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主体，建设了一万平

方米的秸秆收储厂房，推进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等离田多元高效利

用模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梁丰 林佳）“感谢工作队！以

前这条 50 米的路遍布大坑小坑，路修

好了，车辆爬坡再也不怕溜车了，老人

也不怕扭脚了。我们出行方便多了。”

11 月 13 日，荷塘区富家垅 4 号片区居

民对家门口修好的路称赞不已。

荷塘区富家垅 4号片区是城中村，

属于典型的背街小巷，以私房为主，因

“背”且“小”不起眼，这里常常成为“被

遗忘的角落”。因为距离芦淞市场群比

较近，不少人租下这里的民宅，将之改

造成小型服装加工厂，出现不少乱搭

乱建的情况。

“乱搭乱建、摸黑回家”几乎成了

这里的常态，没有人想到这里有一天

会发生改变。

变化从今年 9月份开始，荷塘区明

照街道办援建富家垅工作队开始对这

一片区开展综合整治。因为有了合泰

片区综合整治的经验，富家垅片区综

合整治，让工作队队员心里有数多了。

最关键的一步，是开展经营性自

建房消防安全整治，为大家创造一个

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但要劝说屋主

拿出“真金白银”出来安装消防整改，

也绝非易事。工作队一次又一次上门，

一户又一户，掰开了揉碎告诉大家消

防安全的重要性。终于，大家逐渐接受

安装消防设施的必要性。

发生变化的还有城中村的整体面

貌。这里没有路灯，墙面早已“灰头土

脸”。工作队四处争取资金，终于让这

里旧貌换新颜。

墙上画的是新晋“顶流”黑悟空的

各种造型，“五彩缤纷、生动形象的图

案与小区融合成景，这里变得越变越

好！”居民陈女士点赞。

城中村的各种羊肠小道安装上了

15 盏路灯，居民晚上出行告别“摸黑”

时代。陈女士介绍，“没安路灯，居民尤

其 是 老 人 出 行 特 别 不 方 便 ，生 怕 摔

跤。”

11 月 12 日，片区党支部、业委会

成员、志愿者和援建专班全体工作人

员还对片区开展大扫除，小区清爽了

许多。外部环境悄然发生变化的同时，

人心齐更难能可贵。工作队选出了热

心的党员，在此建起了党建阵地，组建

了党支部，组织开展了“幸福邻里节”

百家宴活动，通过接地气的活动，邻里

之间更熟了、心也更齐了。

“被遗忘的角落”换新颜

工作队修整荷塘区富家垅 4号片区严重破损路面。通讯员供图

攸县设立11个市场（商圈）
消费者投诉站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刘晓嵩） “过去在市场中遇到

消费纠纷，需找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或市场主办单位进行调解处理，但调解场

所路程远、流程麻烦，大部分时候就只能放弃维权了。”消费者刘女士的烦恼

将得到化解。

11 月 13 日，记者从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为更方便消费者维权投

诉，进一步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攸县市场监管局指导湘东家居城、湘东汽

贸城以及湘东大市场等 9 个集贸市场设立了首批 11 个消费者投诉站，即日

起正式挂牌启用。

为进一步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攸县市场

监管局与市场主办单位在集贸市场（商圈）中设立消费者投诉站，这些站点

提供政策咨询、投诉举报、现场处置全套服务，让商户及消费者“足不出圈”

就能把纠纷及时化解在现场，提高消费体验感。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监管服务将向更多集贸市场和商圈延伸，建

立更多的消费者投诉站，并加大对站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优化站点

服务功能，真正将投诉站打造成为群众消费维权的首选地和直通车。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
代表人士工作室建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11月 13日，全省党外知识分子代表

人士工作室建设推进会在株召开。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向恩明，市委常委、市

委统战部部长罗绍昀出席。

近年来，我市聚焦思想政治引领，搭建发挥作用平台，积极服务中心大

局，推动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工作室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当天，与会人员

前往中车株机曾艳梅工作室、中车株洲所冯江华工作室，详细了解有关经验

做法。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平台载体建设推

进会精神；株洲介绍了推进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工作室建设有关情况；相

关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工作室作经验发言；2023 年度省级党外知识分子

代表人士工作室获授牌。

向恩明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规范建

设，强化政治引领，注重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工作室

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智勇

合泰、富家垅片区是全市流动人

口最集中、治理难度最大的片区。今

年，荷塘区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数支援

建工作队，采取分片包干，开展集中式

综合整治行动，并提出“不惜代价，一

年之内整改到位”。

目前合泰片区治理工作已取得阶

段性胜利，各工作队转战富家垅片区。

该片区散户多、家庭作坊多、管理难度

大，各工作队先期针对片区内经营乱

象开展整治，已完成 90%的进度。

近日，记者深入富家垅袁家湾散

户二片区，跟随茨菇塘街道驻富家垅

片区示范小区创建工作队（以下简称

“工作队”）队员周玲、廖家豪体验，了

解工作队的工作状态。

散户区里的“活地图”

袁家湾散户二片区总共 74栋自建

房，小巷纵横交错如迷宫。尽管第二次

来此地，记者仍然迷了路。电话联系周

玲，问明记者周边情况后，她很快从一

个不知名小巷钻了出来。眼前这位瘦

瘦高高、20 岁出头的姑娘便是工作队

市场培育组专员，负责摸排、统计袁家

湾散户二片区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经营

户并协助办理。

2 个月时间实现当地经营户营业

执照应办尽办，周玲功不可没。若非她

对每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要实现

“应办尽办”是天方夜谭。

当天，周玲要给未领取营业执照

的经营户送证上门，记者跟着她七拐

八绕，到了第一户人家。“刘姐，营业执

照我们帮你办下来了。”周玲将手中文

件袋交到刘姐手中，接过递来的热茶，

简单寒暄几句便赶往下一户。

周玲步幅很快，五步穿过一个窄

巷、两步跨过几级台阶，哪里路不通、哪

里能插近道，她熟悉得仿佛心里有张地

图。“走得多了，熟能生巧。”周玲说。

9月初工作队进驻，当天召开了工

作部署会，明确任务后，周玲立即进入

工作状态，一散会就开始走访。

自建房门牌号不是按序排列，无

规律可循；巷子、岔道众多，四通八达；

住户几乎全是外来人员，不少居民一

口家乡方言……周玲初来乍到，摆在

面前的个个是难题，但她没有畏难。路

难找、门牌号对不上，她用好记性加

“烂笔头”在本子上、心里画地图。经营

户说的方言听不懂，她请同乡当翻译。

个别经营户不配合，假装家中无人，她

晚上上户，凭光亮确定家中是否有人。

“刚开始也怕！经常迷路，尤其是

夜幕降临后，担心遇到坏人。好在工作

队体恤，总会第一时间安排男同事协

助，陪同我一起上户。”周玲说。

日均两万步，1个半月走了近百万

步，周玲凭着一股子韧劲，出色地完成

摸排任务，成了同事眼里的活地图，还

与大部分经营户成为朋友。

袁家湾免费“代办员”

对廖家豪的采访很不顺利，一个

话题没讲完，他已接了 3 通电话。他调

侃，每天最少接打 40个电话，移动公司

没有任何一款套餐能满足他的话务量

需求。作为工作队市场培育组副组长，

廖家豪负责联络协调工作。

“实现‘应办尽办’这一目标，可太

不容易！”谈及当地经营户情况，廖家

豪打开了话匣子。

袁家湾散户二片区居民大多来自

外地，主要承接服装加工业务，家庭式

作坊、阶段性经营，再加上人员流动性

大，规范管理难度极大。工作队初步摸

排后，将无证经营情况反馈给市场监

管部门，没曾想，第二天经营户就上门

找麻烦。

“你们就是想赚代办费。”当着工

作队的面，经营户老吴丝毫不留情面。

原来，老吴被“代办”搞怕了！“代办”

们经常上门推销，若不予理会就去市场

监管部门揭发。工作队将摸排情况向市

场监管部门反馈后，老吴的小作坊不得

不停工整改。他听信谣言，以为工作队是

为了集中收取代办费故意“搞事”。

办理营业执照需要房产证或房屋

安全鉴定报告，老吴是租户，房东忘记

资料收纳在何处。眼下老吴家正在赶

工一个定单，他认为自己短时间内肯

定办不了证，无法按时交付定单，所以

又气又急。

廖家豪了解情况后承诺免费帮老

吴办证。他协调当地社区找到老吴租

住房屋的安全鉴定报告，又到荷塘区

市场监管局、荷塘区行政审批局帮老

吴完成录入、认证手续，仅用两天就将

崭新的营业执照交到老吴手中。

两个月里，帮助确实需要协助办

证的经营户成为廖家豪新“兼职”。在

他与同事的协调下，市场监管相关证

照业务和行政审批业务下沉到工作

队，经营户们在家门口就能办证。为

此，廖家豪两个月内接打 2400 多通电

话，未向经营户收取一分钱。

市场主体培育工作只是荷塘区援

建富家垅片区工作的一部分，周玲、廖

家豪也只是援建工作队队员用心、用

情服务当地居民的一个缩影。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就凭这股拼劲，也坚信荷

塘区能够保质保量治好富家垅片区的

沉疴旧疾。

廖家豪正在与经营户通话。

受访者供图

周玲（左）将营业执照送上门。受访者供图

茶陵：秸秆回收增值降污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雷丽 段智勤） 日前，一

场别开生面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场展示观摩会在茶陵县举行。观摩

会不仅邀请数十位种粮大户到场观看，还吸引不少畜牧养殖业主前来

观摩。

当天，在下东街道沿河村，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秸秆粉碎打包机正开

足马力在收割后的大田里来回穿梭，进行秸秆粉碎作业，短短几分钟，残留

的水稻秸秆在挤压捆扎后，变成一个个压块从机器里“吐”出来，堆放在稻田

里，等待车辆转运。

这种通过秸秆粉碎打包机打捆离田再利用的方式，充分捡拾了抛撒散

漏的农作物秸秆，减少了秸秆在田间地头的堆积，将秸秆进行合理利用，不

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出苗率、减少病虫害，还可以避免污染和焚烧带来的隐

患。而这些打包成捆的秸秆将被制成饲料、肥料、燃料等，既增值增收，又减

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今年，我们公司参与了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回收 2400顿离田秸秆，作为

饲料供 1200 头肉牛食用；还田 1200 亩，增加土地肥力。”茶陵县林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采购经理陈五一说。

目前，茶陵县的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保护了大气环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平） 树 上

果 实 累 累 ，同 一 棵 树 上 同 时 结 有 蜜 桔 、

冰 糖 柑 、沙 田 柚 、黄 金 贡 柚 …… 11 月

13 日 ，石 峰 区 井 龙 街 道 井 龙 村 ，市 民

言 海 军 嫁 接 的 柚 子 树 吸 引 不 少 市 民

注 意 。

一棵柚子树结出4种水果

挂满果实的柚子树，高有 3 米，树干直

径约20厘米，栽种在言海军的邻居家门前。

“吃柚子时，吐了籽在屋门前，长出

的野柚子树，当时只有拇指粗。”言海军

回 忆 ，2003 年 春 天 ，其 邻 居 周 新 建 家 门

前 的 地 坪 边 缘 位 置 ，生 长 出 一 株 柚 子

树，“树型还不错，就进行了嫁接。”

当时，言海军将柚子树树干剪断，作为

砧木，用沙田柚枝条作为接穗。

“年年都结了沙田柚。”周新建称，2023

年时，柚子树已长得很高大，他请言海军再

次对柚子树进行嫁接。

2023 年 3 月，言海军同时选用了蜜桔、

冰糖柑、黄金贡柚、“新一代”沙田柚、“纽荷

尔”脐橙、“伦晚”脐橙的枝条作为接穗，在

柚子树上进行了嫁接。

“除了脐橙，目前有 4 个品种挂果。”言

海军高兴地说。

自学嫁接技术，20余年乐此不疲
言海军今年 46 岁，嫁接果树的经历已

有 20余年。

言海军的家距离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株洲校区很近。言海军回忆，读小学、初中

时，曾多次到大学校园旁观看大学的老师

嫁接果树，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2001 年，

他开始尝试嫁接果树。

目前，言海军将自家住房后面一片圈

养家禽的坡地打造成了果园，种有上十棵

橙子树、柚子树等果树，均嫁接有其他品种。

“嫁接好的果树种在居民小区，结果时

会非常气派。”言海军表示，如果有居民小

区需要嫁接果树，他非常乐意帮忙。

柚子树上可以“水果聚会”
同一棵柚子树上为什么可以嫁接蜜

桔、沙田柚、脐橙等水果？

市园林科学研究与技术指导所工作人员

介绍，上述几种植物都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

习性相近。目前，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在国内分

布有数十个品种。言海军嫁接过的这棵柚子

树，还可以继续嫁接其他品种的同属植物。

言海军表示，自己的果园就是一片试

验田，将不断在果树上尝试嫁接，将经验、

成果与园林爱好者一起分享。

一棵柚子树上嫁接出4种水果

言海军嫁接过的柚子树上结出 4种水果。 记者/刘平 摄

荷塘区调遣“精兵强将”治理流动人口集中区

啃下富家垅“硬骨头”

相关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