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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
报融媒体记者/何春
林 通讯员/颜小波 朱
舜） “ 炎 陵 黄 桃 工 ”

赋能乡村振兴，带动 8

万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醴陵陶瓷工匠”

为陶瓷产业工人提技

能 ，人 均 增 收 超 过

30% …… 全 国 劳 务 协

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

会上，我市分享的《擦

亮 特 色 劳 务 品 牌 绘

就高质量就业幸福底

色》“株洲经验”获得

阵阵掌声。

谈经验
聚焦特色产业优

势育品牌

劳务品牌培育是

“十四五”时期人社部

门 的 重 点 工 作 之 一 。

从 2021 年开始，我市

已连续 4年开展劳务品牌培育工作。

如何培育？我市闯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聚

焦先进制造业等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瞄准家政服务等

培育服务型劳务品牌；依托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培育保障

型劳务品牌。

目前，全市已建成 25 个特点鲜明、技能突出、带动

就业能力强的劳务品牌。其中，“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工”等技能型劳务品牌 15 个，“炎陵黄桃工”等保障型

劳务品牌 5个，“渌口家政工”等服务型劳务品牌 5个。

“株洲新希望铆焊工”是我市首批五个劳务品牌之

一。“我们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和精通铆焊教学的‘双师

型’师资队伍，为学员打通了培训领证即上岗的‘直通

车’服务。”“株洲新希望铆焊工”劳务品牌负责人文政介

绍，公司立足制造业，与中车、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比亚

迪等 200 余家省内外知名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累计培养

行业急需的技能人才 2万余人。

长期以来，技能人才缺乏牵掣了醴瓷产业的发展

与壮大。2021 年，市人社局将“醴陵陶瓷工”认定为市

级劳务品牌之一。醴陵以“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产业

发展”为目标，以覆盖全陶瓷产业链的技能培训为抓

手，建立了“行业领军人物＋陶瓷名师＋理论老师＋

实训老师＋行业工匠”五位一体的师资库。目前，以

黄小玲、徐曼冰、丁佳富等大师为引领，培养了一批批

陶瓷彩绘、成型等培训名师；培育了一批批技术扎实

的陶瓷产业工匠。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劳务品牌培育过程中，

我市不断强化职业院校、建设单位深度合作，通过组建

产业学院、企业培训中心、“双师”工作室等，开发了陶瓷

成型、服饰设计、铆焊等 10 余个规范化培训项目，开展

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特色培训 4万余人次。

看效果
稳就业和增收是硬道理

劳务品牌好不好，结果导向最直观。

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成果展现场，我

市推荐的“醴陵陶瓷工匠”“芦淞服饰人”两个劳务品牌

展位前，与会代表们纷纷拍照打卡。

“一艺在手，吃喝不愁，长期在外打零工的我深刻体

会了手艺的重要。”邓雨参加了“醴陵陶瓷工匠”培训班，

取得合格证书后顺利入职华联瓷业，工作一年后被提拔

为班长，年收入 6至 8万元。

“公司产品合格率较以前提高了 3 个百分点，我们

尝到了甜头。”陶润实业是“醴陵陶瓷工匠”劳务品牌建

设单位，公司负责人文智勇说，公司每年有 2000 人次参

与“醴陵陶瓷工匠”在岗培训，“职工技能提升了，薪酬待

遇涨了，我们产品质量更高了。”

炎陵黄桃是名副其实的“致富果”，全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到 35 亿元。2022 年，市人社局将“炎陵黄桃工”认

定为我市劳务品牌，从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组织

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帮助村民就近就便就业

创业。“有的村民直接在自家园子里直播带货，有的村民

开起了个人网店或注册了企业网店，有的村民开设民

宿，做起了‘黄桃采摘+避暑康养’‘黄桃采摘+亲子研

学’生意。”炎陵县人社局局长刘芳平笑道，“炎陵黄桃

工”实实在在带动了村民就业与致富。

“芦淞服饰人”探索“数实融合”就业模式，线上线下

吸纳 10 万人就业；炎陵黄桃产业链上经营主体万余户，

“炎陵黄桃工”带动 8 万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炎陵

黄桃工”人均增收 20%；“醴陵陶瓷工匠”人均增收超过

30%……目前，全市 25个劳务品牌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达

100万人。

红色研学“我的韶
山行”昨发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威
通讯员/袁恺楠） 11 月 21 日，记者从市城

发集团文投公司获悉，我市 2024 年“我的

韶山行”红色研学活动正式启动。这是继

“湘赣边红色专列”之后，株洲再次将红色

研学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积极探索“大

思政课”的红色之旅。

据悉，湖南省以韶山为试点，着力扩

大红色教育覆盖面，推出“我的韶山行”湖

南省中小学生红色研学，探索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育人新模式。今年，株洲将组织

2.5 万名中、小学生赴韶山开展“我的韶山

行”红色研学。

行程满满当当，已经排到了 12 月中

旬。据城发文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我的韶山行”活动，他们策划了以

湘 赣 边 红 色 巴 士 为 载 体 的“ 车 上 + 车

下 ”联 动 特 色 教 育 模 式 。 将“毛 主 席 16

次来株洲”的故事与韶山红色研学相结

合 ，让 学 生 实 地 感 受 伟 人 故 里 的 同 时 ，

也 了 解 到 伟 人 与 株 洲 这 座 城 的 深 厚 情

缘。目前，已有 20 所学校在他们的发车

“时刻表”。

此前，城发集团打造的“湘赣边红色

专列”及衍生产品“湘赣边红色大巴”自出

行以来，先后组织省内外 400 余家单位，近

4 万名乘客，并成功入选 2021 年中组部

100个党员教育工作典型案例。

2024中国百强县市榜单发布

醴陵市位列第64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11 月 19 日，竞争力智库、北京中新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在京发布《中国县

域 发 展 监 测 报 告 2024》（以 下 简 称《报

告》），揭晓了“2024 中国综合竞争力百强

县市”（简称 2024 中国百强县市）等名单。

醴陵市位列 2024 中国百强县市第 64 位、

2024 中国中部地区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第 10位。

《报告》全面体现践行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建

立了涵盖经济实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

民生福祉、县域治理等方面的监测评价指

标体系，运用各县域 2023 年公开数据，经

数据的对比核实，完成了中国县域发展监

测评价工作。

去年，醴陵市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

图，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三次产业

稳步发展，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获评 2023

年度全省县域经济先进县。数据显示，

2023 年醴陵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1%；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9.2%；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 4.0%、5.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持续缩小。

今年以来，该市深入开展“重大项目

攻 坚 年 ”和“创 新 成 果 转 化 年 ”活 动 ，主

要经济指标持续高位增长。上半年，该

市 GDP、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总 额 分 别 增 长

6.5%、8.6%，陶瓷和花炮产业规模产值分

别增长 12.7%、10.5%；创新实施重大项目

管理调度交办制，完善帮（带）代办等服

务机制，办结项目问题 72 个、企业问题

286 个；大力推动“全员招商”、产业链招

商，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5 个；强化重

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开竣工项目达

50 个。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潘东晓 通讯员/张
一君） 11 月 19 日，在“浪漫崀山 橙意新宁”——2024

新宁崀山脐橙文化旅游推广季活动中，株洲高新区新

翼智能的无人机成为焦点，它们在空中运输脐橙的环

节中大放异彩，不仅为活动注入了高科技元素，还带

来了趣味横生的观赏体验，成为一道亮丽的“橙”色风

景线。

活动现场，4 台新翼智能无人机各自携带着满满一

箱脐橙，列阵飞来，迅速吸引众人目光。当天，新翼智能

无人机以 10-50 公斤运载能力、厘米级起降误差，精准

地将脐橙从果园深处运至指定地点，极大提高货物运输

效率，展示了科技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潜力。

新翼智能由株洲高科集团与顺丰集团旗下的丰翼

科技共同注资成立，主要开展城市级低空无人机物流公

共服务平台运营及低空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建设、低空无

人机物流等相关应用场景的商业运营、低空经济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等。

新翼智能负责人介绍，本次飞行示范是新翼智能走

出株洲的首次商业飞行，既是一次低空货运的演示示

范，也是将无人机的新型运输能力带到更多区域和行业

场景的一次探索尝试。未来，在全国各地竞逐“天空之

城”、低空经济蓄势“高飞”的积极政策及市场环境下，新

翼智能将走入更多领域，迈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饭碗”端得牢 荷包鼓起来

我市已培育 25个劳务品牌，相关从业人员超百万人

科技助农 无人机“橙”意满满

满载着脐橙的无人机。受访企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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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民戏院

1952 年，市政府在人委礼堂南边

200 米处新建人民戏院（今九天国际

处），主要为株洲市花鼓戏剧团驻地

和演出场所，原来市花鼓戏剧团的演

员和职工家属都住在戏院后面。后

来剧场不再演戏，改为放映电影，名

称也改成人民电影院。这是株洲最

早的专业电影院。再后来人民电影

院亏损办不下去了，曾被改建成公共

澡堂。

8.解放戏院

1953 年，由私人集资在人民戏院

正对面建解放戏院，主要为株洲市湘

剧团的演出场所。解放戏院给笔者留

下最深印象的是长排靠椅上有一个个

的圆形洞，那是用来放茶杯的。戏院

后台紧挨栗树山小学食堂，爬在食堂

窗户上可看到在后台忙碌的化了妆的

演员。每当台上演员唱湘剧高腔时，

后台的演员一起帮腔，在我们看来有

点搞笑。

后来解放戏院撤销，场地为株洲

市电碳厂所用。旧址在今建设南路太

和商厦位置。

9.工人俱乐部

1954 年，在原株洲市邮电局后面

（建设南路 90 号）兴建株洲工人俱乐

部，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这是新中

国成立后，株洲建设的第一座工人俱

乐部，株洲工人的大型文娱活动都在

这里进行。以后改为市总工会礼堂。

1969 年株洲市公安局机关搬入，改作

公安局机关大会议室。

10.工人文化宫

1958 年 在 奔 龙 山 下 修 建 的 工 人

文化宫，面积达四千多平方米，其剧

场为株洲市的主要演出场所，也是株

洲市文工团（后改名株洲市歌舞团）

的驻地和演出场所，文工团的演员们

在团里的宿舍建成以前，好长时间就

是睡在剧场的舞台下面。工人文化

宫剧场也是大会场，株洲一些全市性

大会多在这里召开。文化宫剧场后

来也放映电影。

改革开放后剧场改建成环洲歌剧院，

至今仍然是株洲市区的重要演出场所。

11.株洲影剧院

1958年在株洲市大米厂对面修建红

星剧院，为当时株洲档次较高的专业剧

场，主要接待外地来株的演出团体。1971

年剧场拆除重建，增加放映电影功能，改

名株洲影剧院。旧址已建成今天的金冠

服饰文化传媒大楼，即金冠皮草服饰城。

12.厂矿俱乐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

计划期间，株洲兴建了大量工厂，一些

大中型工厂为了活跃职工业余文娱活

动，都建有厂矿俱乐部。至 1959 年株

洲的企业俱乐部已有 40 家，如铁路文

化宫、331 厂俱乐部、田心机厂俱乐部

等。这些俱乐部同时兼有演戏、放电
影、表演节目的功能，是工厂职工家属
的文化娱乐主阵地。

13.太空城

1990年修建的株洲太空城，位于建设
中路老体育场入口北侧。是结合地下人防
工程所建的集演出和舞厅为一体的现代化
文娱场所，拥有当时一流的音响和一流的
灯光，在当时的全省都小有名气。

14.神农大剧院
历时 5 年，于 2016 年建成的神农

大剧院，位于神农城南侧，总投资 6.8
亿，其造型是株洲市标志性文化地标
之一。神农大剧院占地面积约 6 万平
方米，拥有 1400 多个座位，另有 400 个
座位的实验剧场，现为株洲市最大的
现代化的剧院。

在株洲生活几十年，您也未必在这些场所都看过戏

株洲剧场发展简史
牛八

株
洲
人
委
礼
堂
外
景
。

中国古代的剧场多起源于祭祀
活动场所，后来有了露天搭台唱戏，
再后来在一些庙宇、祠堂里修建戏
台，这便是最早的剧场。旧时最早
的剧场叫“瓦肆”“勾栏”“教坊”。株
洲城区的发展，是以解放街为中心
逐渐向北发展的，株洲早期的一些
剧场基本都建设在老城区（今芦淞
区）范围内。

1.鲁班殿

位于株洲南湖街的鲁班殿，因

内有戏台，故可称为株洲镇最早的剧

场。株洲老街最早鲁班殿建造时间

应该是明代或更早（有人说是北宋时

期）。1918年军阀南北战争时期，原

鲁班殿毁于战火，后重建。鲁班殿是

当地泥木行业组织——鲁班会集资

修建，主要是纪念木工鼻祖鲁班，每

年农历五月初七，据说是鲁班的诞辰

日，本地的泥木工都要聚集在这里举

行庆祝活动。鲁班殿中央建有戏台，

庆祝活动要请戏班子在戏台演戏。

鲁班殿内建有戏台的，故这里也就成

了株洲镇上最早的戏院之一，清末、

民国时期，湘潭、长沙、浏阳等地的花

鼓戏、湘剧等戏班子都在这里“唱

戏”。解放后，鲁班殿还曾改建成卖

票营业的简易剧场。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还没有大

的开会场地，一些大型会议都要到

鲁班殿来开，1950年 5月 24日，株洲

镇第一届临时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

开。后来鲁班殿被当作低压开关厂

的厂房。笔者最早见到鲁班殿时它

已经破旧，竹蔑片抹黄泥的墙壁早

已透光。如今，位于建设南路南湖

塘巷的鲁班殿，还存有断壁残垣。

2.城隍庙

株洲老街上的城隍庙，似乎要

比鲁班殿的名气小，如今知道的人也

不多。

城隍庙遗址位于株洲街（今解

放街）的五节街，靠近今解放街牌

坊附近。最早的城隍庙建于明朝

时期，南北军阀混战期间毁于战

火，1918 年，当地乡绅凌树臣带头

捐资重建。笔者所见到的城隍庙

为四层建筑，中间有一天井，二楼

有戏台，戏台对面墙上有不少神像

的龛坑，供奉着道教的诸神。

解放前这里是庙会的中心处

所，平时又是外地戏班子演出场所。

解放后，安排一些无房居民居住。文

革时期，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城隍

庙被拆除。

3.张氏宗祠

由于株洲先后有株萍铁路和

粤汉铁路修通，促进了株洲镇的商

业很快发展，却没有像样的专业戏

院。1932 年有湘潭水平不错的戏

班欲来株洲镇演出，希望在像样的

戏院里演出。当地商绅唐敬芝选

址徐家桥南头的张氏宗祠建简易

戏院。没演出几场，张氏宗祠的简

易戏院被区公所下令拆除，据说是

唐敬芝得罪了当时的区公所所长。

4.李家祠堂戏台

位于栗树山的李家祠堂（今栗

树山小学校园内）内曾有个戏台，戏

台不大，也能接纳一些小戏班子演

出。1948年易锡麟创办私立正德初

级小学时，李家祠堂被拆除。正德

初级小学即栗树山小学的前身。

5.和平戏院

和平戏院位于建宁街西侧的

稀宁巷内（今叫建宁巷）。1951 年

填掉巷子边一口池塘，盖起了砖木

结构的和平戏院，墙壁是杉木板

的，透亮透风。这也是株洲解放后

的第一座私人建的专业性剧场。

解放初期来株洲镇的剧团以

及大小戏班子都在这里演出。在

建有人民戏院和解放戏院后，和

平戏院基本停止营业，后被改作

为株洲市印刷厂生产用房，以后

市印刷厂拆除旧厂房，盖起工厂

楼房。在修建和平戏院前，曾在

徐家桥北头搭建临时简易剧场，

和平戏院建好后，这桥头的临时

简易剧场拆除。

6.人委礼堂

1951 年，第一座由株洲市人民

政府修建的人民剧院，是在原株萍

铁路株洲转运局煤场后建成，除了

能演戏，还能放电影。人民剧院建

有楼座，这在株洲是首例。据说建

好后为测试楼上的承重能力，专门

从附近中学找来几百名学生，要他

们在楼上蹦跳。

建好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苏

联故事片《沙漠苦战记》，不少第一次

看电影的市民看见开枪打炮就往座

位后躲。人民剧院后来收归株洲市

人委管理使用，改名人委礼堂，主要

用于全市性大型会议。笔者所就读

的栗树山小学常借人委大礼堂做文

艺汇演场地。人委礼堂遗址在今天

的大地内衣服饰城。

鲁班殿的断壁残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