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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美和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美和

打造打造““共共赢链赢链””带动产业能级跃升带动产业能级跃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王娜

产业是经济之本和发展之基。产业能级提升的关键在何

处？在市人大代表、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袁美和看来，必须加快布局生态链，发挥各产业链上企业

的资源优势，建设协同发展的“共赢链”，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

深度融合。

“在生态链中去寻找机会，加快应用性技术研发，通过科技

创新的重大突破推动企业发展，助力株洲产业迈上价值链中高

端。”袁美和以硬质合金产业为例说，作为株洲的优势产业，近

年来，该产业的装备、工艺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但限于产业

现阶段生态，通用产品市场开始“内卷”，规模上不去，导致产业

协同作用有限。

“真正的产业链，不是集聚在某个环节，而是要围绕产业的

生态链去布局，从而形成‘共赢链’。”袁美和建议，对于传统产

业、优势产业而言，政府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促进产业生

态链、价值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耦合匹配、精准对接，

同时围绕产业链拓展裂变，培育新动能，挖掘新赛道。

同时，袁美和建议，行业企业也要向外融合、深度链接，在

国家战略、产业跃升过程中寻找新机会、“破冰”蓝海市场；标杆

企业要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抓住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做优产品

和服务，推动整个产业能级跃升。

“我相信，在政府、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株洲制造业一

定会迈向更高的台阶。”袁美和说。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茶陵县新月书店总经理谭桂艳茶陵县新月书店总经理谭桂艳

加快加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教育””示范应用基地建设示范应用基地建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变革性的影

响，也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新要求。市人大代表、茶陵县新

月书店总经理谭桂艳建议，加快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示范

应用基地建设，构建以人为本的创新教育生态。

谭桂艳说，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行各业深度融

合，创造了众多职业机遇与创业风口。由此，北京、上海多地中小学

纷纷建设“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应用基地，以适应新时代要求。

听起来门槛较高的人工智能，如何形成“人人皆学”的氛

围？谭桂艳建议，要聚焦学情诊断分析、家校社协同育人、学生

身心健康、综合素质评价等关键业务，形成一批教育垂直领域的

专用大模型，衍生更多典型应用场景，加快布局具有时代特征、

株洲特色、教育特点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支撑创新人才培养。

在谭桂艳看来，这种模式不仅分阶段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

内容，还能促进教师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探索人工

智能与学科的深度融合，助力广大学子积极拥抱科技变革。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影响，确保技术应用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谭桂艳说，在建设过程中，学校应当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遵循基本的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同时还

需重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营造健康有序的应用氛围。
市人大代表谭桂艳

记者/徐健浩 摄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湖南原力视觉文化传媒董事长郭自元湖南原力视觉文化传媒董事长郭自元

加快打造清水塘艺术科技设计产业园加快打造清水塘艺术科技设计产业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株洲工业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成果众多。市政协委员、

湖南原力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自元认为，株洲亟需

促进艺术与科技融合，依托鲁晓波美术馆打造清水塘艺术科技

设计产业园，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高地与艺术空间。

在郭自元看来，株洲像一个文艺的理工男，既创造了中国

工业史上的诸多第一，又素有“音乐之城”“歌剧绿洲”等美誉。

近年来，株洲推出“厂 BA”“文艺巷”“街头艺术站”等全新文化

品牌，助推制造名城持续“出圈”。

科技“硬实力”如何更好插上文化“软实力”的翅膀？郭自元

建议，抢抓鲁晓波美术馆落户契机，在清水塘片区打造科技与艺

术“双向奔赴”的平台，助推写好清水塘发展的“后半篇文章”。

郭自元提到，当下清水塘片区在新能源·装备产业新城全

新定位下阔步前行，建议我市组建推进清水塘转型发展工作专

班，高位推动、统筹协调，进一步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强化

省市工作联动，各条战线协调配合，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郭自元建议加速推进鲁晓波美术馆建设，延伸打造美术、

音乐与科技交叉融合的系列场馆，探索艺产融合、艺商融合、艺

城融合新模式。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株洲日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高晓燕株洲日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高晓燕

做好做好““情绪情绪””文章文章 点亮工业旅游经济点亮工业旅游经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在多城内卷文旅产业的当下，株洲正大力推进工业旅游高

质量发展，打造“知名旅游目的地”。

市政协委员、株洲日报社经济新闻部副主任高晓燕认为，

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既是为了打造旅游新增长点，也是为了让

城市更具活力、更有后劲，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株洲，为城市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株洲要凸显自身特色形成错位

竞争，以工业旅游发展进一步推动制造名城高质量发展。

随着情绪消费逐渐升温，文旅体验也在发生变化。“首先要

做好‘情绪’文章，点亮工业旅游经济。”高晓燕建议，针对不同

群体，要精细设计旅游路线，比如面向青年群体，设计“激情之

旅”线路，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体验一圈极限速度的赛车驾

驶、享一场绚丽灿烂的烟火、捡一回随心所爱的美瓷；面向青少

年群体设计“探索之旅”，则重点打造研学游；面向中老年群体

设计“快乐宜居”之旅等等。同时，还可抢占工业风旅拍风口，

打造工业旅拍名片。

其次，株洲优势工业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相对远离消费者

生活的工业区，趣味性、互动性、体验感不强。高晓燕建议，要

创新表达形式，通过不断丰富旅游业态与消费场景，将株洲故

事活化展现，增强产品吸引力。

她认为，有两种可借鉴的模式，一是概念延伸丰富体验感，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将制盐工业与野生动物保护概念相融，将

盐场打造成青少年亲近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普教育基

地，注入了文化新体验。其二，文化演艺增强互动感。今年黄

金周期间，宋城演艺旗下全国十三大千古情景区 7 天共计接待

游客超 260万人次，同比增长 59.7%。

此外，还要开拓推广渠道，创新工业旅游资源推广模式。

随着国家政策的松绑，游戏 IP 带来的推广效应不可小觑，今年

《黑神话·悟空》游戏爆火后，直接带动山西文旅破圈。目前，株

洲清水塘工业区已有游戏公司前来取景，如果能在前期跟游戏

公司做好资源推介，或可以小投入获得游戏成功后的大回报。

此外，围绕游戏而来的周边、二创等产品，也是株洲陶瓷、服饰

等轻工领域可快速切入的赛道。

市政协委员高晓燕

记者/刘震 摄

市政协委员郭自元

记者/谢慧 摄

市人大代表袁美和

记者/张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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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纪早期，刘禹锡在中国西南为官时生病

了，身体滚烫，如同被火烧灼，这是血气不通的症

状。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去看当地的一名医生，后

者给他开了药，又告诫他说：“然中有毒，须其疾瘳

而止，过当则伤和，是以微其齐也。”药丸起效了：十

天后刘禹锡的所有不适消失，一个月不到他就痊愈

了。刘禹锡很高兴，不顾医生的警告继续服药，希

望能进一步增强活力，但是五天后，一种异样的麻

木感传遍全身。他意识到自己犯错了，于是立即跑

去找那位医生。后者当然训斥了他，然后又给他开

了解药。

刘禹锡在一篇题为“鉴药”的短文中记述了这

一事件。以文学才华而闻名的刘禹锡，就像唐朝的

许多文人一样，对医药的兴趣也非常浓厚，收集了

很多有用的药方和他圈子里的人分享，传播治病疗

疾的知识。在这个故事中，刘禹锡揭示了中国传统

医学的几个关键问题：病者的自身经历、生活方式

对健康的影响、医患之间的信任，但这个故事最引

人注目之处是，医生开了一种有毒的药来治疗刘禹

锡的疾病。毒药怎么能治病呢？如果能，那么到底

什么才是药？

7 世纪的名医孙思邈认为：“天下物类皆是灵

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换言之，药物与非

药物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要运用得当，任何东西

都有可能是药物。事实上，传统中药种类繁多，包

括草木类、矿物类、动物类和食物类药物。例如，16

世纪著名的药物学专著《本草纲目》收载药物近

1900 种，其中包含千奇百怪的物质。因此，传统中

药学的核心是透过治疗的镜头探察整个物质世界。

中国传统药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病，“无毒”药

物中的许多物质还有延年益寿之效。除了关注疾

病的治疗，中药学还以提升身体状态、长生为目标，

这种对生命提升的追求涉及净化身体，清除体内的

有害物质，使之可以跃升到诸种更高阶的生存状

态。而身体达到的高度与寿命相关：身体跃升得越

高，寿命越长。不出所料，此理念的终极目标是不

死。因此，中国传统医学是通过两个相关却又不同

的努力方向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一为抗击疾

病，一为增加身体的活力。

用于第二个目标的大多数药物药性温和，因

此可以长期服用，以增强体质。虽然药物治疗可

以追根溯源至汉代，《神农本草经》和马王堆出土

医书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其主体框架则成形于随

后的数百年。

在这几百年中，药学迅速发展，药学知识传布

于社会，尤其是对有毒药物的认识加深了。其间有

两个分水岭成为用毒药治病的转变节点，值得我们

注意。第一个分水岭在 5 世纪。其时医家和药书

编撰者以古代典籍为基础，指明每一种药物的毒

性，指导人们如何炮制和使用药物，由此开始将药

物知识系统化。在此时期，医药行业的专业化程度

也有所提高，采药、制药、售药、开药各有不同人等

专司其职。第二个分水岭在 7 世纪。其时隋唐政

府积极创办新的医学机构、编撰权威文本，以规范

毒药的使用并使医学知识标准化。

7 世纪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家之

一——“药王”孙思邈。他把国家编写的药物知识

吸收到个人的著述中，并通过书写个人经验来显示

其药方的疗效。

（据《以毒为药》光启书局2024年出版）

慕贞女中
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亚美、多

次为毛主席等领导人担任翻译的齐宗华、五四

时期著名作家庐隐……这些光芒四射的女性身

上有一个共同的烙印，那就是慕贞校友。

1872 年 ，两 位 美 国 女 教 士 班 美 瑞（Maria

Brown）和博慕贞（Mary Porter）来到北京，创

办了一所专收女孩子的小型学校。学校坐落

在崇文门孝顺胡同，先由班美瑞担任校长。一

年后，班美瑞因结婚脱离校务，博慕贞接任校

长，时间长达 10 年。由于她在任期间使学校

不断壮大，学生增加到 100 多人，继任者将学

校定名为慕贞书院。到了 1918 年，学校发展

为学制完整的中学，便被称为慕贞女子中学，

另附设小学。

办校早期，晚清社会依然流行“女子无才

便是德”，慕贞招生并不容易。为吸引生源，学

校不得不抛出优厚条件，比如免学费、免书本

费，提供食宿和衣服，发放回家的路费。物质

条件的“诱惑”下，报名的学生多为贫寒家庭的

女儿，甚至是孤儿、乞丐。那时，学生中途辍学

的司空见惯，读到毕业的寥寥无几，甚至有人

领取了新衣服之后，就悄悄离开学校。据校刊

记载，直到 1903 年，学校才有人正式毕业；清

朝灭亡之前，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也只有 7

人（1905 年）。

缺钱，一度困扰着慕贞的校长们。办学早

期，校舍只有平房三间，学生的膳食也很粗劣。

1908 年，庐隐在慕贞就读，给母亲写信诉说学

校生活清贫苦楚，每天的伙食都是“难以下咽的

老窝头、老米饭和唯一的咸菜”。

从简陋的学校升级为京城名校，与慕贞广

开财源密切相关。1900 年，旧校舍在庚子事变

中灰飞烟灭，还是借部分庚子赔款，才盖了新楼

房。进入民国后，学校开始向学生收费，而且费

用不菲，逐渐转化为贵族学校。20 世纪 30 年

代，每生每年所缴纳的费用达 119元或 99元（膳

费可选甲、乙两个档次），此外还有杂费。此时

的学生，要么来自富商之家，要么来自军政官员

之家，平民出身者屈指可数。

慕贞的校规校纪以“严”字当头。在校生每

天六点起床，不得拖延，上课前把宿舍收拾整

齐，力求清洁；七点五十早会，然后上课，下午

五点放学，在此期间除了午休，概不准进宿舍；

晚上自习，九点熄灯就寝。平日严禁出校，只有

每周六下午可以出去走走。学校的考试种类繁

多，学业考试分为平时考试、月考试、学期考

试、毕业考试、补考、特考等。如果成绩长期不

佳，还会被勒令退学。

“严”字当头的校园生活中，也有温馨的记

忆。很多慕贞学子都提到过校长郑乃清独创的

“姐妹节”。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每位初一新生

都要与一位高中生“相认”，结为一对姐妹。“相

认”以后，“姐姐”要从辅导功课到照顾生活，对

自己的“妹妹”尽责。这个小节日成为慕贞的传

统。据说，有的小姐妹自此结下几十年的友谊。

1925 年后，慕贞由中国人主持校务，中国

籍教师也逐渐增多。女孩子们除学习国文、英

语、数学、体育、图画、手工、音乐之外，同样关

心时局。1933 年 3 月 14 日，慕贞组织全校师生

赶制卫生包，两个日夜做成 3 万余个，送给长城

抗战前线的将士；师生还利用休息休假时间缝

制棉被和褂裤，送给北平的伤兵。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慕贞一度被日

本人控制。日军强迫学生学日语，但学生进行

“软”抵制，全都敷衍了事，考试三心二意，校史

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及格风潮。面对一沓不

及格的日语试卷，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日语翻

译官洪达没有责怪，反而关上教室门窗，给学生

们唱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52 年，慕贞女中由私立学校变为公办学

校，改名为北京市第十三女子中学。1968 年实

行男女合校，1972 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二五中

学，并延续至今。

（据《北京日报》）

“尚方宝剑”始于宋
其实，“尚方宝剑”与古人佩剑的传统息息相

关。“剑，古之圣品也，始源于殷商之前，至尊至贵，

人神咸崇。”先秦时期，剑是身份的象征。宋代李昉

等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兵部·卷七十五》引

《贾子》云：“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

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

不带剑。”春秋时期，“蛮夷之地”楚国无视周天子法

令，平民可任意佩剑。故而，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

《九歌·国殇》中渴望：“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

心不惩”。

而“ 尚 方 宝 剑 ”的 来 历 则 与 一 个 机 构 相 关 。

从战国时期开始，“尚方”是管理最高统治者及亲

属御用刀剑等器物的机构。东汉著名宦官、发明

家蔡伦就做过“尚方令”，《后汉书·列传·宦者列

传》曰：“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后加位尚方

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

密，为后世法。”蔡伦曾说：“御用之器，臣庶不得

私用。”既然是最高统治者的佩剑，日常归“尚方

署 ”管 理 和 维 护 ，因 而 被 汉 代 人 称“ 尚 方 斩 马

剑”。实际上，不仅汉代的“尚方宝剑”是皇权的

象征，至唐朝，“尚方宝剑”也无人可染指。

皇帝真正“赐剑专杀”始于宋。北宋官修军事

著作《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四》谓：“宋制，大将每

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宋太祖

赵匡胤曾多次授“尚方宝剑”给“代言人”。北宋同

期的辽、金及此后的元朝也学北宋赐剑给“心腹大

臣”。明中后期，皇帝赐大臣“尚方宝剑”变得很随

意。崇祯元年，袁崇焕督师蓟辽等军务获赐尚方

剑，设镇皮岛的毛文龙也得赐尚方剑。而袁崇焕借

阅兵之机，用尚方宝剑斩杀了同样手持尚方剑的毛

文龙。虽然崇祯为了政治考虑安抚了袁崇焕，不过

毛文龙一死，后金入侵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彰显临

时决断、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并没有起到应有的

作用。

由此可见，赐“心腹”尚方宝剑，是封建社会最高

统治者的权宜之计，至于尚方宝剑“上斩昏君、下斩

佞臣”多半是故事或影视剧里很拉风的一句台词。

（据《今晚报》）

中古时期的中药文化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