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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更优惠

长株潭城际推出新票制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王亚芬 温

馨） 记者从株洲火车站了解到，今日起，长株潭城际推

出全新票制产品体系，新票制通过定期票、计次票组合创

新，进一步降低跨城通勤成本，给旅客提供更优惠、更便

捷的出行选择。

定期票在原 60 次/30 日的基础上，新推出 10 次/30

日、15 次/30 日、20 次/30 日、25 次/30 日、30 次/30 日、35

次/30 日、40 次/30 日、45 次/30 日、50 次/30 日、55 次/30

日共 10种产品，可满足高频次通勤及商旅需求。

计次票在保留 20次/90日的基础上，新增 10次/90日

选项，有效期更长，适用中短期灵活出行。计次票可预约

行程数量从 4个增至 10个，旅客可提前规划更多行程，减

少临时购票压力。

以长株潭城际株洲站至长沙站为例，株洲到长沙单程

票价 20 元，每月单次购票 10 次需 200 元，10 次/30 日定期

票票价为 170元，购买定期票相比单次购票每月可节省 30

元；每月单次购票30次需600元，30次/30日定期票票价为

450元，购买定期票相比单次购票每月可节省150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刘晓聪 黄星

属于春日的浪漫，因为一朵朵盛

开的油菜花，变得热烈而纯粹。

3 月 16 日至 19 日，全省第五届油

菜花节攸县分会场活动，在攸县宁家

坪镇自力村举办，游客、网红、商贩等

接踵而至，赏美景、品美食、享野趣

……别具湘东风味的美景加上沉浸

式的互动体验，让攸县狠狠地秀了一

波存在感。

知株侠对近年来攸县农文旅融合

活动进行梳理后发现，过去几年并不

“显山露水”的攸县，通过举办“薪火传

承·中国健康跑”“湘赣边直播带货创

新创业大赛”“攸县十大名菜评选”等

活动，在文旅融合的赛道上迅速出圈，

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新晋网红之一。

观念更新：从种庄稼到种风景

攸县素有“湘东粮仓”之称，农业

一直是其优势产业。

种水稻，这里种出了全国制种大

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种油茶，这

里种出了中国油茶之乡，其优质品牌

“湘天华”茶油，通过了严苛的“钓鱼

台食品标准认证体系”。更让攸县人

自豪的是，攸县豆腐、攸县香干、攸县

米粉、攸县麻鸭、攸县茶油这些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将“攸县标签”传递到

全国各地。

单从农业版图看，攸县毫无疑问

是“优等生”。但放在乡村振兴的视角

里审视，产业低水平供给与高水平需

求不匹配，产业链不完整和供应链联

结不紧密等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今年的全国两会工作报告中，“农

文旅融合”被明确为乡村振兴的“关键

引擎”。让乡村从“粮食生产基地”变成

“美好生活体验地”，蹚出一条农文旅

深度融合的新路子，各地摩拳擦掌。

以“节”为媒，以旅兴农，攸县打

破思维定式，尝试“从种庄稼到种风

景”的转型，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

三”，奏响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

宁家坪，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探

索出“油菜＋早稻＋晚稻”的“三熟

制”模式、并在全国推广的农业大镇。

近几年，该镇油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3

万亩以上，镇里活跃着 80多家油菜籽

加工作坊，油菜产业链年产值逼近

5000万元。

良好的产业基础，让该镇有了发

力新赛道的底气。

宁家坪镇党委书记管志刚介绍，

去年秋收以后，该镇就出台系列激

励措施，鼓励村民特别是示范种植

户种植油菜，镇村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与种植户一起扎进油菜生长的

每个环节。

待到 3 月中旬，盛开的油菜花迎

来最佳观赏期，油菜花节引得游客纷

至沓来。

“活动期间接待游客超过 20万人

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收入 3000万元以

上。”宁家坪镇自力村党委书记、主任

邓自伟感慨，平时卖不出去的土特产
都被抢购空了，农业+文旅打开了乡
村振兴的新空间。

观念一变天地宽。知株侠看到，在
攸县，无论是以“吃药、种药、玩药”为特
色的贾岭药博园，引领“资源变产品、产

品变商品、商品变品牌”的湘天华油茶

文化体验园，还是以诗扬名将农耕文化

和乡村体验深度捆绑的“宿新市徐公
店”，其背后都能看到当地对乡村生态、
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深度挖掘。

从种庄稼到种风景，一朵油菜花
的增值密码变得清晰。

IP重塑：从拼“网红”到向“长红”

攸县曾是全国 100个重点产煤县

和商品煤基地县之一，资源型标签，

不免给人一种“冷冰冰”的印象。

但一身傲骨的攸县，总在不经意

地诉说着属于她的浪漫与柔情：四分

之一的攸县人选择外出打拼，10万“攸

县的士”行驶在全国各地，“攸县超市”

“攸县宾馆”遍地花开，“攸县米粉”“攸

县香干”成为潇湘美食“顶流”之一。

尤其是最近几年，致力“减重”的

攸县变得更加轻盈。“攸县十大名菜”

评选出了烹饪行业制作标准并获审核

通过，“湘菜名县”的招牌越来越响；薪

火传承·中国健康跑赛事湖南赛区首

站比赛去年跑进攸县，“体育强县”的

氛围越来越浓；“湘赣边直播带货创新

创业大赛”连续四年在攸县举办，“创

业攸县”的动能越来越足……

“节”“会”不断，不知不觉间，攸

县悄然变了样，成了颇具浪漫风情的

时尚之地，众人向往的美食之都，争

相奔赴的向往之乡。

知株侠发现，今年的攸县油菜花

节实现了从赏花经济到文化赋能的

跨越，不仅有视觉消费，更能找到价

值共鸣。油菜花海中设置了农事体验

区和非遗展示区，打造出“看得见的

乡愁”文化 IP，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在

农事体验区、非遗展示区，亲手触摸

农耕文化，感受非遗魅力，一起与时

光对话，唤醒乡愁记忆。

“ 这 里 有‘ 稻 油 轮 作 ’的 智 慧 ，

‘花海经济’的创想，‘悠闲田园’的

脉 动 ，每 寸 土 地 都 迸 发 着 金 色 能

量。”攸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武挪强

在开幕式致辞时，毫不掩饰当地加

快打造“来攸县·享悠闲”知名旅游

目的地的雄心。

事 实 上 ，从 拼“ 网 红 ”到 向“ 长

红”，攸县一直致力于 IP重塑，实现从

短期流量到长期品牌的转变。

在该县推进“三大会战”开展“六

大行动”的进程中，攸县从《晋书·解

系阎鼎等传论》选择了“众望攸归”这

一文化符号，从“党声攸扬”“文明攸

我”“何以解攸”三个维度，重新解码

攸县的文化属性和精神图腾。

诚然，一个地方的农文旅融合从
“出圈”走向“成熟”，注定需要一个较
长的适应、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但从
攸县打造别具一格的“赏花”经济，推
动地域形象展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
合的背后，知株侠看到了以开放的姿
态直面挑战的勇气，也看到了在创新
中不断开发自身潜能的魄力。

知株侠希望，上紧农文旅融合发
条的攸县，更多的“油菜花”跨界生
长，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曹慧泉陈恢清
会见广州港集团黄波一行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周蒿） 3月

24日，市委书记曹慧泉，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恢清会见来株考察的广州港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黄波一行。

广州港集团总经济师魏彤军，市领导

何恩广、易湘东参加。

曹慧泉对黄波一行来株表示欢迎。他

说，近年来，双方围绕共建高效物流通道、

提升物流枢纽服务能力等多领域合作取

得了务实成效。当前，株洲正全面构建铁

水公联运体系，加快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成

本优势。期待广州港集团加大在株投资力

度，在降低系统物流成本、扩大湘粤非铁

海联运通道覆盖面和服务面、构建物流新

生态等方面，与株洲开展更多深层次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黄波说，近年来，湘粤非铁海联运通

道效益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物

流通道平台。广州港正积极打造“枢纽+通

道+网络”综合物流体系，希望双方持续巩

固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在物流供应

链上充分发挥资源组合优势，形成合力，

做强做优国际陆海通道，为畅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贡献更大力量。

油菜花的“跨界”生长
——攸县农文旅融合的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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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鱼”记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周圆

3月初，石峰区清水塘街道九塘

村坝子冲组的毛家湾塘边，一场“抢

鱼大战”闹得沸沸扬扬。承包户程连

斌攥着手机直跺脚，村民宋国文拎

着鱼篓直瞪眼，水面漂着几片枯叶，

倒映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纠纷。

3月1日清早，宋国文瞅着承包到

期的鱼塘动起了心思，他半天功夫就

把塘水放干了。鱼捞出来后，宋国文转

手就分给了左邻右舍。待到程连斌路

过塘边时傻了眼：“这鱼可是我投的

苗、喂的料！”

原来，这鱼塘早先是程连斌从

组上承包的，现在虽然承包期限已

到，但他认为“鱼塘不是我的，但塘

里的鱼还是我的啊。”

争执由此而起，两人谁也不服

谁，情况反映到了村委会。

网格员立即将情况上报到市矛盾

纠纷调解平台，街道综治中心了解后，

安排网格员到现场查看鱼塘情况。

当晚 8点，街道综治中心转派村

两委成员、网格员和坝子冲组组长

组成调解专班，来到程连斌家中。

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炸开了

锅——

“承包到期，就能随便捞？”

“鱼长在我们塘里，就是我们的！”

调解队赶忙把当事双方安抚在

沙发上，好言劝解降火气。

“老宋啊，鱼苗饲料都是老程掏

的腰包，这鱼好比存在银行的活期

存款。”村主任拿着《民法典》打比

方，“到期不续约得给人家搬‘存款’

的时间不是？”他掏出手机展示鱼塘

承包协议照片，白纸黑字写得明明

白白。

其他调解组成员趁势接茬：“咱

乡里乡亲的，你分鱼倒是痛快，可曾

想过给老程留点面子，干塘前不得

先问问人家？”说得宋国文脸发红，

摸着后脑勺不吱声。

调解队趁热打铁摆出解决方

案：宋国文掏出五百元赔偿款，程连

斌将承包到期的鱼塘清理好、移交

组上。

两位当事人觉得调解组说得在理，

很快就同意了调解方案，握手言和。

深夜，调解队打着手电离开时，

塘边已响起鱼塘清理的哗哗注水

声。这场闹腾了大半天的纠纷，像塘

面泛起的涟漪般渐渐平息。

程连斌站在田埂上咂嘴：“为这

点事，还以为真要闹上法院，没想到

自家院里就把理捋顺了。”

这场“抢鱼”风波看似鸡毛蒜

皮，却藏着基层治理的大学问。清水

塘街道综治中心调解专班既当“法

律明白人”，又做“乡情润滑剂”，用

土办法+讲法规，把矛盾化解在炊烟

升起处。乡村治理这本经，或许就该

这么接地气地念。

建好群众家门口的“解忧站”
家虎 周圆

综 治 中 心 不 是“ 挂 牌 店 ”，而

是 群 众 家 门 口 的“ 解 忧 站 ”。株 洲

作 出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到 综 治 中 心

“ 最 多 跑 一 地 ”的 承 诺 ，把 责 任 扛

在肩，让群众少跑腿，为基层治理

写下生动注脚。

变“撒网”为“织网”，群众少跑

腿。石峰区综治中心把十余个金牌

调解团队“搬进”服务大厅，公检法

司等 20 余项服务事项集中入驻。物

理整合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机

制再造：中心主动排查隐患，职能部

门联动响应，形成了“前端受理—中

台分流—后端处置”的闭环运作机

制。从“你来找我”变“我来找你”，以

前跑断腿，如今“最多跑一地”“只进

一扇门”。

用“群言堂”解“心头结”，矛盾

不出门。“枫桥经验”强调发动和依

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

决。小区物业纠纷闹得沸沸扬扬，综

治中心当“主心骨”，把职能部门、业

委会、物业公司拉到一张桌上，多轮

协商，矛盾就地化解。这印证着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真谛——群众唱主

角，干部当配角。这一案例充分体现

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

多方参与、协同治理，将矛盾化解在

基层，让“矛盾不上交”。

让“独角戏”变“大合唱”，治理

有章法。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

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

涛汹涌也不行。“政法委搭台，各家

来唱戏”的模式，正是通过科学合理

的组织协调，让各部门在综治中心

这个平台上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确保“最多

跑一地”的承诺得以有效落实。这不

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1+1>2”

的治理效能跃升。

承诺重千钧，践诺见真章。株洲

的实践告诉我们：人民群众需要的

社会治理现代化，核心在于职能部

门能拧成一股绳、能办事、能办成

事，让群众真实感受“进一扇门，解

万家忧”。当“最多跑一地”从承诺变

成常态，社会治理的温度自然可感

可触。

《烽火家书》将在醴陵演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

员/李妮） 3 月 26 日至 27 日，民族歌舞剧

《烽火家书》将首次在醴陵演出，为观众带

来一场视听盛宴。

《烽火家书》由左权将军外孙沙峰担

任历史顾问，以左权将军转战太行山途中

以及驻扎八路军麻田总部期间，写给家人

的 13封亲笔家书为故事脉络，用质朴乡音

与动人舞步，深情讲述左权将军的家国情

怀 ，以 及 太 行 山 军 民 的 血 火 深 情 。该 剧

2023 年 8 月 9 日在山西太原首演，已巡演

超过 40场。

全剧由《序》《太行为证》《岁月峥嵘》

《碧血丹心》《无上光荣》《尾声》六个部分

组成。在每一幕之间，用多媒体、画外音等

手段呈现左权家书的真实手迹，让身在太

行山的左权将军与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

兰以及醴陵的左权母亲展开时空对话，将

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壮阔的历史背景，通过

一个个细腻、抒情、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

加以表现。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 周年、左权将军诞辰 120 周年，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烽火家书》在醴

陵上演，不仅是一场艺术盛宴，更是一次

红色精神的传承接力。醴陵市和左权县将

加强交流，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

加蓬勃的生命力。

茶陵县高陇镇龙匣村“一斤肉价随礼”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点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赖杰琦）

3 月 20 日 ，《人 民 日 报》刊 发 评 论 文 章

《让好风尚在村民心中扎根》，报道茶陵

县高陇镇龙匣村遇到红白喜事没有动辄

上千元的礼金，没有铺张浪费的宴席，以

“一斤肉价随礼”表达情谊，村民免去了

“人情债”，也让乡村人际关系回归淳朴

与纯粹。

茶陵县高陇镇龙匣村近年来因“一斤

肉价随礼”的风俗引发广泛关注。该风俗

规定，村民在婚丧嫁娶等酒席中，邻里间

随礼金额按当时一斤猪肉的市场价折算，

通常为 15 元或 20 元，关系较近的亲友可

自行决定金额。这一做法源自老一辈的传

统，早年随礼金额随肉价波动，例如肉价 5

元时随 5 元，肉价最高时随 30 元。2019 年，

该村在“一斤肉价随礼”已约定俗成的基

础上，由村党支部组织，红白理事会、老年

会和德高望重长者牵头，专门制定了《村

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明确约定：

“红白事，节俭办，肉价礼，情意重。”这些

举措有效缓解了人情攀比的压力，村民普

遍认为“礼轻情意重”，既传承了节俭美

德，又适应了现代生活需求。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这一举措点

赞道：“移风易俗不是与传统割裂，也并非

简单地删繁就简，而是要在因地制宜、守

正创新中寻找最优解。”

省职院校赛技能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获一等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罗小玲 通

讯员/李庭） 3 月 23 日，2025 年度“楚怡

杯”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新材料智能

生产与检测赛项（高职组）在湖南有色金

属职业技术学院闭幕。

来自全省 12 所高职院校共 24 支队伍

72 名参赛选手参与了比赛。经过两天的比

赛，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两支学生

代表队分别荣获一等奖、二等奖，王红亮、

王坤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

本次新材料智能生产与检测赛项（高

职组）共设置智能炼钢、新材料知识与技

能、质量检测与职业素养模块。竞赛过程

中，每队的三名参赛选手通过分工及协作

完成三个模块的操作，旨在考核选手对相

关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点的掌握情况。获

奖队伍有机会参加 2025 年世界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

队员谷姝甜的代表队拿到了一等奖，

她开心地表示：“这个比赛巩固了平时所

学的理论知识，检验了实操能力，让自己

更坚定了专业的选择。”

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已成为加快现代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此次

比赛是对我省能源动力与材料专业大类

学生专业技能的一次检阅，也是我省职业

院校师生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发现人才

的一个优质平台。

陈恢清调度重点文旅项目

加快推动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3

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恢清调度重点

文旅项目，现场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

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准的事情就

抓紧干，加快推动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

市领导江小忠、蒋湘晖参加。

当天，陈恢清先后调研了清水塘工业

遗址文创园首开区项目、芦淞·1937文创园

项目、芦淞服饰群综合营造项目，详细了解

规划设计、业态布局、建设进展等情况。

作为清水塘工业遗址项目一期，文创

园首开区项目计划今年 10 月开园；芦淞·

1937 文创园项目主体为原株洲麻纺厂老

厂区，计划今年 6月部分业态试开放；芦淞

服饰群综合营造项目，目前已初步确定了

芦东、南大门、新天地、新华丽、环洲城等

五家市场以及人民南路步行街作为第一

批改造单位，计划于今年 5 月至 8 月进行

集中施工。

座谈会上，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项目

进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市发改委、

市资规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文旅广体局

等部门就加快项目推进作发言。

陈恢清对有关事项进行明确。他强

调，要以系统思维、创新理念抓好重点文

旅项目推进，注重产城融合、文旅融合、文

旅消费融合、文化产业旅游科技融合、保

护与发展融合，推动株洲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看准的事情就抓紧干。”陈恢清强

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定大思路、优

化小细节，抓紧理清相关程序，分类分步

组织实施，明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提高

效率，确保项目按期对外开放。要把握工

作重点，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相关政策要

求，全力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守好安全生

产底线，全面打造精品工程、高效工程。要

压实责任优化服务，坚持实事求是解决问

题，主动作为、敢于担当，明确责任、加强

调度，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