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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
媒 体 记 者/
邹怡敏
通 讯 员/曹
雷 张仪

11月 15
日 上 午 ，渌
口区公物仓
内 ，维 修 人
员正在对一
套破损的沙
发进行修复
和 翻 新 。这

个占地 58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各式各样的桌椅、柜
子等办公用品分门别类、整齐摆放。一旁，区政府办
干部吴友志正在“淘宝”——他要挑选一套合适的办
公桌椅。“采购一套全新的至少要上千元，从公物仓
里挑，一分钱也不用花。”吴友志认为，这些办公桌椅
虽然有些旧，但并不影响使用，建设节约型机关、过
好“紧日子”，就是要从点滴做起。

“用”是政府日常行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
去，因举行会议、活动或者置换办公用品，机关单位总
会闲置或淘汰一批公共物品。这些物品占了空间，要么

被“一封了之”，要么被提前报废，得不到再利用。而地
方在组建临时机构时，又因办公需要重新采购电脑、桌
椅等办公用品，增加了新的支出，容易造成浪费。

如何让“沉睡”的资产“流动”起来，实现共享共用？
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对闲置的原渌湘米厂粮仓
进行改造，于 2022年 11月在全市率先建立公物仓的
实体仓，对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超标配置、临时活动采
购等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将使用情况较好的公物纳入
直接调配序列，按需调拨。调拨的流程也很简单，单位
只要提报资产调拨申请书、调拨表和清单，经中心审核

批复，即可免费将“相中”的用品带回单位。
公物仓内，调拨频率最高的是桌椅、柜子。“今

年，中心对破损情况较为明显、无法直接使用的部
分公物进行集中修复。”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主任黄艳伟跟记者算了一笔账，8 月至 9 月，公物仓
修复 25 张办公桌、40 张椅子和若干柜子，只花了
4000元钱，而若全部购买新的，则要花费约 8万元。

展板、会议标语牌等物品也不再是搁在角落
“吃灰”的一次性用品。各单位举行活动时，可以去
公物仓借用，按照自身需要进行改造，使用后按相
关规定归还即可，既节省了开支，又免去了找地方
存放的麻烦，实现了循环利用。

“现在，越来越多单位在配置资产时，会优先考
虑从公物仓调剂解决，推动降本增效，渌口区存量
办公资产由各机关单位内部‘小循环’逐步向全区
范围内‘大循环’转变。”黄艳伟介绍，渌口区公物仓
自建立以来，已调剂公物约 1153件/次，累计节约财
政资金 94万元。

酒埠江灌区按下干渠清淤加速键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谭琦） 水利工程也要做“保
养”。连日来，酒埠江灌区管理局利用
冬闲时期，全面推进渠道清淤修复攻
坚战，为来年 51 万亩农田水利灌溉打
基础。

在新市镇土楼村西干渠清淤现
场，工作人员手持铁锹、锄头，清理着
渠道内的淤泥与杂物，一片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土楼村位于西干渠中段，
以往也曾因为上游来水和渠道渗漏等
原因出现用水难的问题，两年前，通过
西干渠文明渡槽的重建，以及水渠修
复，有渠无水的难题彻底得到解决。

“我在村里承包了几十亩田，自愿
帮着清理渠道，把渠道两边清理干净，
以后取水方便多啦。”得知灌区开展渠
道清淤，村里的种田大户刘跃星主动
报名，加入清淤队伍。

酒埠江灌区是株洲市最大的灌区

工程，覆盖攸县、醴陵及江西省萍乡市
的 23 个乡镇，灌溉总面积 51.98 万亩，
受益人口 82 万人。为保证来年春灌用
水和输水安全畅通，从 11月起，酒埠江
灌区管理局把灌区渠道清淤扫障作为
今年水利冬修工作的重点，针对灌区
渠道运行久远，跑冒滴漏、淤塞严重，渠
道内外两岸杂树杂草丛生，阻水障碍
多等问题，提前安排部署，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对灌区渠道进行大规模清淤
疏浚。

“我们每年都会抢抓冬修水利黄
金期，全面发动组织灌区攸县片、醴陵
片干部职工开展清淤扫障大行动。”酒
埠江灌区管理局党委委员何鑫源介
绍，渠道清淤扫障可以全面清除渠道
内的淤泥、杂物与沉积的泥沙，显著扩
大渠道的过水断面，水流速度加快，输
水时间大幅缩短，有效提升灌区的输
水效率与灌溉能力。

以工代赈助村民就业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段智勤 周煌围） 11 月
19 日，在下东街道沿河村以工代赈项
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时间争进
度，娴熟地进行搅拌水泥、填土平整、
模板加固、浇筑修整等工序，好一派
繁忙的景象。

下东沿河村以工代赈项目是茶陵
县 2024 年民生实事事项之一。因沿河
村山塘、水渠、机耕道等基础设施不完
善，影响周边村民生产生活。本次项目
总投资 550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改建
机耕道约 1500 米、路宽约 3.5 米；新建
电排一座；修缮加固防渗山塘 6 座；修

缮加固水渠约 4950 米以及给排水等
工程。

以工代赈即围绕农村公益性基础
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
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模式实施项
目。该项目优先吸纳沿河村周边群众，
特别是脱贫户、低保户就近就地务工，
带动就业 160多人，日工资近 200元。

近年来，茶陵县充分发挥以工代
赈项目资金的撬动引领作用，着力解
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一公里”问
题，多渠道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
增收。该项目从 7 月 1 日开工至今，已
完工 85％，预计 12月底完工。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彭
捷） 11 月 19 日，由渌口区委统战部主办的“一渌
同心”活动走进渌口镇，依托王家洲村“幸福株洲”
同心圆工作室，开展“壮大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
兴”乡村趣味运动会。

上午 9时，王家洲村篮球场，村民们早早齐聚看
台，欣赏威风锣鼓、腰鼓、舞蹈等文艺表演，现场气
氛活跃，欢声笑语不断。运动会开始后，村民代表、
辖区民营企业组成 4 支队伍开展拔河比赛。随着一
声哨响，队员们将手中绳子握紧，跟着“一二一二”
的节奏奋力向后拉，一旁的观众摇旗呐喊助威，大
家在充满乐趣的氛围中增加默契、增进感情。

近年来，王家洲村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示

范区项目建设，以乡村美术馆为核心，打造艺术研
学基地、老年康养基地、院子餐厅等核心板块，同
时配套建设“村 BA”广场、劳动教育基地、艺术家
工作室等，通过文化艺术赋能，推动乡村农文旅融
合发展。

当天，渌口区新阶联会员、九三学社渌口支社、
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刘日红工作室成员、王家洲
村“幸福株洲”同心圆工作室成员等统战代表人士，
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乡村美术馆，了解项目建设进
度、发展规划等情况。在随后举行的议事会上，大家
围绕统战力量助推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提出意见建议。当天还开展了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微宣讲、爱心义诊、就业服务等活动。

中药防己增收利农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王丽凤） 眼下正是防己丰收
季，位于攸县桃水镇的攸县星辰中药
材种植有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忙着清
洗、分拣和切片，加工处理从农户手中
收购回来的防己。

防己药材药用价值很高，具有祛
风湿、降压降血糖、抗肿瘤等功效，市
场需求量大。但由于生长周期长，一般
在种植 4-5 年之后才能收获，可谓好
货难寻，价格也在逐年上涨。

“今年出现了客户排队等货现象，
防己一加工出来就直接发走，员工加
班加点，但还是供不应求。”攸县星辰

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李旭茂表示，公
司计划新扩加工车间，下个月再招一
批工人进厂房。

得益于 8 余年中草药种植经验，
李 旭 茂 对 防 己 的 生 长 属 性 了 然 于
胸，他也成为省内外带动乡镇中草
药种植的“领头羊”。近两年，该公司
创新“基地+农户”的模式，为农户提
供技术培训、产品回收、土地托管等
服务，形成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
条龙经营体系。

目前，除公司种植的 300 亩外，还
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近 3000 亩，带动
了当地农户增收。

渌口区：“同心”运动会 凝聚“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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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仓让“沉睡”资产“流动”起来

渌口区机关干部在公物仓挑选办公桌椅。
通讯员/张仪 供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强调，各级政府要习
惯过紧日子。“紧日子”到底该怎么过？渌口区利用
闲置仓库建起“公物仓”，通过统一管理、维修、调
配，让闲置的、老旧的桌椅等办公用品得到再利用，
把“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在了实处。

虽然，渌口区公物仓的运行方式还处于初级阶
段，但却是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管理理念转变的
一次有益探索。习惯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
钱，更不是履行职责打折扣，而是党员干部要保持和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勇于创新、善
于思考，把精打细算的习惯贯穿到工作全过程，让资
金、资源、资产得到更高效的配置与利用。

去年，我市在盘活存量资源方面先行先试，打
造了全省首家互联网资产盘活处置服务平台——

“株洲资产超市”，该平台通过数字化、市场化的方
式盘活“三资”，成效不错。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闲置
8 年的厂区医院改造成了养老院，一片闲置的荒地
开发成了充满绿意的“开心农场”，实现“包袱”变财

富、资产变资本的良性循环。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改革发展、转型

升级任务艰巨，习惯过“紧日子”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和必要性。“公物仓”作为一个平台，可以将闲置、低
效运转的资产“流动”起来，未来利用数字化赋能，
打造“实体+虚拟”双仓运行模式，将土地、房屋、应
急物资等资产全口径纳入公物仓管理范围，实现资
产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调剂，将进一步推动资产
循环共享、高效利用。

创新思维过好“紧日子”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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