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平） 3月27日，石峰大桥下
上演了一场接力营救，一名落水者被4人联手成功救起。（详见
本报3月29日2版、4月1日2版报道）事发一个月后，记者从石
峰区委政法委了解到，综治机构已对叶众参与救人的行为进
行调查核实，拟申报见义勇为行为。

叶众家住石峰区，是一名施工管理人员。3月27日早上，他
骑摩托车途经石峰大桥时，发现有人坠桥落水，发现靠天元区
湘江边有长沙航道事务中心株洲航道管理处（以下简称航道
管理处）的趸船，迅速骑摩托车下桥寻求帮助。趸船上的工作
人员袁钢、张治鑫、陈铭了解情况后，驾驶航道艇，带上叶众，
朝石峰大桥下水域驶去，找到落水者。但水深不够，航道艇无
法靠近，张治鑫跳进江水，游向落水者。最终，4人联手成功将
落水者救上船。

事发后，目击者对4人救人行为点赞，希望为他们申报见
义勇为行为，弘扬正能量。

4月27日，记者从石峰区委政法委了解到，综治机构已对叶
众参与救人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正报本级人民政府确认。

航道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3名参与救人的工作人员有申
报意向，由于跨市等原因，未申报，且没有综治机构人员前来
了解情况。

“有管理职责，不好申报，不好认定。”有综治机构工作人
员认为，航道管理处工作人员对事发水域有管理职责；3名工
作人员，也可以根据《湖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相关规定，进行申报。

《条例》规定，见义勇为人员应为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
或者约定义务的人员。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以向见义勇为行
为发生地、行为人户籍所在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县级综治
机构申报见义勇为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见义勇为行为
发生地的县级综治机构举荐见义勇为行为。申报、举荐见义勇为
行为应当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一
年内提出的，可以酌情延长。见义勇为行为没有申报人、举荐人
的，县级综治机构可以依职权直接办理。

《石峰大桥下上演接力营救》后续

一名施救者申报见义勇为行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宋芋璇
通讯员/彭新华

夜里10点，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行政楼的灯光渐
次熄灭，陈梦月电脑屏幕右下角的微信图像还在闪烁，
桌面上打开的文件中，有学生项目细节，有主题党日行
程，还有人才引进待审名单……

是教师发展中心科员，也是两个学院的兼课教师，还
是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当企业经验撞上教育理想，当行
政思维遇见青春热血，这位28岁的“斜杠青年”，正用自己
的多重光谱，照亮职业教育从业者的更多可能性。

跨界：24小时在线的“人事管家”
“有事问问梦月。”——这句口头禅，彰显出同事们

对陈梦月的最高信任。
2023年，陈梦月决定从企业管理人员跨界成为高校

教师。入职后，她作为人事专员，主要负责公开招聘、高层
次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岗位异动、人事管理等工作。最忙
的时候，一天要回复近200个电话或留言。

职称评审是她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涉及到全
体教职工的职称评定，耽误不得。”收到工作任务后，这
个曾有过5年管理工作经验的姑娘，开启了攻坚模式：白
天做好宣传员，为参评人员答疑解惑；下班后化身研究
员，吃透职称评审相关文件精神，集中解决白天遗留的
问题。

两年间，她经办400余人次职称评审，分8批次引入
30余位高层次人才，更将1829名教职工信息搬上云端，
实现教师信息线上可视化管理。

转型：做走出校园的“实战派”
一直以来，陈梦月是个十足的体验派。在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读研时，背着行囊游历了十余个国家，硕士毕
业后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曾从事文旅开发、乡村振
兴、城市规划等策划管理工作。

入职学校后，陈梦月陆续承担了艺术传媒学院的室
内设计与营销、室内软装设计以及商务贸易学院商务英
语听说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其中，室内设计与营销是一门新开课程，需要她逐
字逐句地打磨，形成完整的教学材料。而在搭建课程架
构时，她就有了明晰的目标——要带着理论走出教室，
嫁接经验走向学生。

“量房尺就是我们的笔，客户需求就是考题。”——
为提升教学效果，陈梦月带着室内设计专业学生，扛着

测量仪、戴着安全帽走进某新楼盘现场量房。为了解市

场实际需求，她主动链接校外资源，组织学生赴本地设

计名企实地考察。

拓新：党建阵地的“创意引擎”
“这个‘95后’支部委员组织的活动有意思，让我感觉在

追连续剧，总期待着下一集。”——陈梦月是机关党支部年龄

最小的党员，也是同志们口中的主题党日“魔术策划师”。
“既要接天线，更要接地气。”为筹备株洲渌口的实

践活动，她多次现场踩点，细究学习、出行、用餐等每个
环节是否落实到位。她把主题党日做成吸引青年教师入
党的“磁石”，主持的“青年教工党员示范岗”成功入选校
级课题。

采访结束时，陈梦月正赶去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永远步履匆匆，永远活力满满，这位不惧事、不谓难
的“斜杠青年”，正用自己饱满的生命力，润泽每一株拔
节的青苗，让其更加挺拔，愈发翠绿。

陈梦月：跨界追光者

入党积极分子思想导师见面会上，陈梦月正在发言。
受访者供图

·株洲市海鹰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遗失湘林
地许准【2023】1283号湖
南省林业局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第三联

· 王 平 粮 遗 失
4390417723 号 湖 南 省
非税收入电子缴款凭
据，金额2133元

·株 洲 县 非 税 收
入 管 理 局 遗 失
Z5520000138802 号 开
户许可证正本

·夏 铭 谦（父 ：夏
宇 、母 ：李 鑫）遗 失
M431030368号出生证

·株洲市生态环境
局茶陵分局下属机构
环境科技服务部遗失

“朱先林”的私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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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各地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协同联

动，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形成做好社会
工作的强大合力。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龙志明） 近日，芦淞服饰市场群
环洲城3楼经营区的品牌经营权纠纷，已
经画上圆满句号。市场党支部通过创新“红

色调解”机制，成功化解40号与41号商户
因同品牌经营引发的矛盾，为1.7万商户树
立了公平竞争新典范。

事件起源于两家相邻服装商户因销售
同品牌商品产生摩擦，导致双方日均客流
量大幅下滑。

“接到诉求2小时内，我们就组建了由
党员骨干、行业协会代表和法律顾问组成
的7人调解专班。”环洲城市场党支部书记
陈文祥介绍，调解组采取“三查三访”工作
法：查租赁合同原始条款、查品牌区域授权
书、查近三个月销售台账；访商户经营现
状、访品牌区域总代理、访进货渠道负责
人，精准锁定“授权期限冲突”“区域代理权
限重叠”等5大争议焦点。

调解过程中，市场群调解工作室负责
人刘英明带领法律顾问团队，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场管理规
定，逐条分析利害关系，最终引导商户签署
调解备忘录。

“我们构建了‘1+3+N’红色治理体
系，即以党组织为核心，搭建商户议事会、
诚信联盟、法律援助站3个平台，整合行业
协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经营户等
N方力量。”芦淞服饰市场群综合党委书记
黄永立表示，去年以来，市场群累计化解商
标侵权、物流纠纷、租金争议等各类矛盾
127起，涉及金额2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
达 100%，商户满意度连续三个季度保持
98%以上。

目前，芦淞服饰市场群综合党委在市
场群成功打造了1个党群服务中心，在金
帝、金冠、智超、银谷、九天、南大门等市场
建设了10个党群服务站，设立600余个党

员示范岗，形成“10 分钟红色服务圈”。这
种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正为
中南地区最大服装集散中心的转型升级注
入新动能。

【释】
芦淞服饰市场群通过“红色调解”机制

高效化解品牌经营权纠纷，展现了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智慧。这不仅是“小事不
出市场”的生动范例，更凸显了“1+3+N”
红色治理体系的效能——党组织统筹多方
资源，将法治、共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既维
护了市场秩序，又优化了营商环境。市场群
里的党员示范岗织就的“10分钟红色服务
圈”，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传统市
场转型升级，为同类商贸集散地提供了可
复制的治理样本。

“红色调解”机制 助推服饰产业升级
——去年以来市场群成功调解经营纠纷127起

@株洲人 五一假期免费停车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赖杰琦） 记者昨日从株洲市公用

事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劳动节期间（2025年5月1日0时至5月5
日24时），株洲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收费路段全部免收停车费。5
月6日0时起，恢复停车收费管理。

市民如有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相关问题，可随时拨打客服热线
0731-22898989/22898949咨询。该公司同时提醒，假期期间，请广
大车主文明、礼让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规范有序停放车辆，共同
维护城区良好的停车秩序。

T90路公交线路已撤销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廖明 通讯员/殷滋） 4月24日，市

公交集团发布信息称，为优化公交网络结构，经株洲市交通运输
局正式批准，自 2025 年 4 月 26 日起，T90 路公交线路被撤销，同
时，CZT104路公交线路的局部路线进行优化调整。

为了弥补T90路撤销后形成的公交盲区，CZT104路公交线
路在同日进行局部路线的优化，上行方向新增19个站点，下行方
向新增14个站点。

具体情况为：

一、营运路线：

上行：由原株洲天元桥东—建设路—石峰大道—铜霞路—湘
潭大道—双拥路—湘潭三桥—韶山路—湘潭汽车西站

调整为株洲天元桥东—建设南路—沿江路—铜霞路—湘潭
大道—双拥路—湘潭三桥—韶山路—潭邵路—湘潭公交西站

下行：由原湘潭汽车西站—韶山路—湘潭三桥—双拥路—湘
潭大道—铜霞路—石峰大道—建设北路—沿江路—建设南路—
株洲天元桥东

调整为湘潭公交西站—潭邵路—韶山路—湘潭三桥—双拥
路—湘潭大道—铜霞路—沿江路—建设南路—株洲天元桥东

二、起止站：由原株洲天元桥东—湘潭汽车西站调整为株洲
天元桥东—湘潭公交西站

“石峰桥西”公交站点
要“搬新家”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王浩）“石峰桥西”
公交站点要“搬新家”了。4月25日，针对市民关切的西环线沿线5
个道路开口永久封闭后，“石峰桥西”公交站乘坐不便的问题，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迅速作出回应。

此前，为提升西环线行车安全性和改善交通拥堵难题，相关
部门发布了沿线5个道路自4月25日起，开口将永久封闭的通知，
通知一出，引发附近诸多居民热议：“开口封闭，我们怎么去坐
T45路、T92路公交车啊？”

4月24日，针对市民关切的“石峰桥西”公交站出行问题，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中环大道综合治理专班办公室迅速响应，
组织市公交公司、市交警支队、天元区相关部门、市规划测绘设计
研究院交通分院及媒体代表召开专题讨论会，高效完成T45、T92
路公交改线方案论证工作。

经现场踏勘和多方案比选，T45路拟从原线路长江路—石峰
大桥改为通过莲花路、新东路，T92路拟通过新东路、珠江路，扩
大服务覆盖范围，有效提升站点安全性和居民出行便利度。

聚焦“两司两员一主播”
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卉 张威） 聚焦“两司两员一主
播”等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4月28日，全省律师行业

“律护新业 法暖人心”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行动在我市启动。
“两司两员一主播”（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配

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
为千家万户带来便利，却也普遍面临劳动关系复杂、社会保障薄
弱、职业风险突出等问题，需要专业力量提供支持和保障。省司法
厅二级巡视员刘刚魁介绍，根据行动实施方案，今年4月到明年1
月，全省律师行业将通过“普法宣传、法律服务、暖心帮扶、行业共
治”四大举措，助力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

启动仪式上，我市15家新就业群体法律服务点获授牌。5家律
师事务所代表与新就业群体企业签订公益法律服务协议。

文明出游 为城市风景添彩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赖杰琦） 五一假期临近，株洲各

景区春意渐浓。4 月 26 日，记者走访发现，文明出游已成主流风
尚，但仍有一些细节亟待完善。

上午10时，湘江风光带春意盎然，不少家庭在草坪上野餐露
营。记者注意到，多数游客会随身携带垃圾袋，将果皮、餐盒等废
弃物收纳后投入分类垃圾桶。“带孩子出来玩，想给他做个榜样。”
市民李女士一边清理野餐垫一边说道。然而，就在旁边的小道上，
仍有个别游客将烟头、纸巾随手丢弃，保洁人员不得不反复清扫。

九郎山景区停车场内，大部分游客能有序停放车辆，现场整
体平稳有序，但也有少数车辆因抢占车位导致发生口角。

五一假期将至，本报呼吁：赏花时留一步之距，让更多人看见
春天；野餐后多一次弯腰，替大地卸去负累；停车时多一分耐心，
为城市让出通途。您若在旅途中遇见文明善举，欢迎通过本报新
闻热线0731-28829110以及微信公众号“株洲日报”分享温暖故
事，让我们共同记录株洲的春日文明图鉴。

烟稻轮作：乡村振兴“花开两朵”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娜
通讯员/谭观萍 江凯 刘昭伟

让传统农耕与现代产业深入
融合，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乡村振
兴的核心课题之一。

连日来，记者深入农村，探访
株洲“烟稻融合”新路径，试图以此
为窗口，记录株洲乡村振兴的扎实
脚步。

一块田长出双份希望
4月21日，茶陵县腰陂镇芙冲

村一片新绿，生机盎然。
“我们等烟叶采收后，就会种

稻田，这样轮着种，产量更高，质量
也更好。”芙冲村党总支书记刘云
华站在田埂旁说，暮春的阳光映照
着他的笑脸，格外生动。

刘云华口中的“轮着种”说的就
是烟稻轮作模式，主要是将水稻和烟
叶轮番种植。由于烤烟和晚稻都是季
节性较强的作物，烟叶采摘完，正好
接着种水稻，时间上“无缝衔接”。

茶陵县，有“湘东粮仓”之称，
因其得天独厚的气候特点，让其成
为株洲唯一的烟叶生产县，一季烟
叶一季稻是最佳组合。

可彼时，茶陵县因为采用“冬
季闲置、单一种植”的经营模式，使
得土壤问题日益突出，也影响了烟
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让土地得到高效利用，从
而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株洲以茶陵为试点，摸索“烟粮融
合”模式、施行烟稻轮作、设立烟稻
产业协同发展综合体。

2021年，茶陵县政府联合茶陵
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通过印发

《茶陵县基本烟田规划建设和永久
保护实施方案》，在47个种烟村施
行该模式，大力推广稻草还田、紫
云英等绿肥种植外，还在茶陵县腰
潞镇、界首镇设立2个“烟叶+优质
稻”协同发展产业综合体。

“种烟叶的时候施的基肥，能让
土地更肥沃，等种水稻的时候，养分
足足的。这样交替种植能减少病虫
害，粮食产量比单一种植高出不
少。”刘云华说，等到烟后晚稻收割
后和休耕期，他们还会种上油菜，一
块土地发挥出了多重价值。每年，芙
冲村2421亩水田，都采取烟稻轮作

模式，每亩纯利润大幅增加。
一年两收，一地两用。越来越多

的农民尝到了烟稻轮作的“甜头”。

设施共享激活“双业共赢”
时间拨回3月，春回大地，农事

正忙。
“刚种烟那一会儿，一家人种

未必能种好一块田，如今有了设备
共享，种植效率大大提高了！”驾驶
着插秧机在稻田里驰骋的烟农陈
中华说。

如今，在株洲，基础设施、技术
资源的共享，正助力粮烟融合生产
解锁“新密码”。

农业设施在闲置期如何高效
利用？株洲想出了“设施共享”的方
法，在茶陵县充分挖掘育苗大棚、
烘烤工场、农业器械的利用潜力，
让农业资源得到了更加高效地利
用，也让农民收获感、获得感更足。

就拿用于烟叶烘烤的烤房来
说，在烟叶完成烘烤、分级后，株洲
烟草探索烤房烘干稻谷技术，利用
闲置3090座烤房开展稻谷烘干，解
决了烟后稻机械大量收割后无法
晾晒的问题，不仅降低了稻谷干燥
成本，还促进烟用设施设备与大农
业的深度融合。

“整个农业生产期间可为农户
节约人工成本 1000 元左右。”株洲
烟草相关负责人说。

一棚多育，育苗棚也是秧棚；
一房多用，烤房兼具烘房之用；一
机多能，烟机亦是粮机；一仓多储，
烟仓同样可作为谷仓使用，茶陵实
现了水稻与烟草的双赢。

技术也为株洲烟稻轮作赋能。
茶陵县通过烟站网格员+合作社模
式，从育苗、移栽、植保、田间管理
到成熟采收、科学烘烤等方面提供
专业化服务、机械化服务。在烟区
内，机耕道路、水利、密集烤房等配
套设施实现全覆盖。

“我们现在种烟轻松多了，有
专业化服务团队，省了很多事情，
技术上也更加放心了。”“我们再也
不用一天跑好几趟大棚了，手机上
就可以操作。”在茶陵县腰陂镇，烟
农们笑着说。

多元产业共筑“惠农共同体”
“这种模式，让我的土地一年

四季都不闲着，你看，今年的菌菇

又找到了好市场。”在茶陵县界首
镇贺铺村，暮春的阳光清亮，谭建
伟声音洪亮、满眼喜悦。

今年，他的菌菇棚迎来大丰收，
请村民收割完后，再进行加工、分
拣、包装、装车，最后进入广东市场。

谭建伟曾是万千南下打工潮
中的一员。多年前，他“大雁归巢”，
接手了父亲的种烟工作，成为一名
职业烟农。

2022 年，株洲在茶陵县打造 7
个烟区“烟稻双优”示范片，通过烟
粮融合模式，推动烟叶产业与其他
农业产业的协同发展，贺铺村就是
其中之一。

“以前种完地就闲置了，看着
就心疼，如今不仅有东西种，销路
也不愁。”谭建伟干劲十足，他笑称
职业烟农让他很有收获感。在茶陵
县烟草局帮助下，一块田里不仅种
烟叶和水稻，还种植了青菜、菌菇
等多元的农作物。

“一年下来，一亩地收入几千
块没问题。”谭建伟描绘，如今的贺
铺村，春有烟叶、夏有水稻，再加上
菌菇、木耳和青菜，俨然一幅现代
版乡村的《耕织图》。

在做优烟叶产业主业外，贺铺
村还加强与相邻乡镇的合作，打造

“红坊”品牌，开展优质生态米和菜
籽油绿色农产品推广，种植的油
菜、青菜、蘑菇、木耳等产品销往广
东各大城市。

如今，贺铺村形成的多元产
业，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500
余个。

越来越多像谭建伟一样的年
轻人回乡当起了“新农人”。据统
计，茶陵县局在烟区开展烟粮轮
作，烟农数量保持稳定、新型职业
烟农占比16%。

“通过烟稻轮作，茶陵县烟叶
产区的乡、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更
宽了。”株洲烟草相关负责人说，茶
陵县通过烟粮轮作、多元产业融合
发展等模式，烟农年均增收达 3.2
万元，土地产出率提升40%，烟叶产
业与其他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模式，
在茶陵大地上运用得越来越广。

农田“四季不闲”，农民的小日
子也越来越红火。

株洲大地，正编织着金色烟叶
与翡翠稻浪交相辉映的乡村振兴
图景。

◀◀上接1版 确保“不偏科”，对标对表上级要求部署，把
总体目标分解成可实现的具体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确保
均衡发展。

曹慧泉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既要挂帅也要出征，“走出去”招商引资，大力推
进项目建设，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切实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和
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大抓落实的良好氛围，坚决守
牢安全稳定底线。

陈恢清强调，要头脑清醒，科学看待当前形势，突出问题
导向，精准发力提升工作质效。要振奋精神，以更大力度扩内
需挖潜力、攻项目增后劲、育产业强支撑、抓创新促转化、推改
革促开放、抓财税提质效、优环境树品牌、防风险守底线，全力
扭转被动局面。要真抓实干，强化担当精神，展现奋进姿态，拿
出进步干劲，锤炼过硬工作作风。

醴陵“牵手”湖师大共谋发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王卉） 4月28日，醴

陵市政府、湖南师范大学政校合作对接会暨“醴陵三宝”进高校活
动举行，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在文旅资源开发、人才输
送、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现场设置了“醴陵三宝”（陶瓷、烟花和小炒）户外体验区，引
得该校师生驻足。醴陵市推介了其文旅产业，发布了“五一旅行
就来醴陵”文旅体验官招募令，解读了“五一”炒粉节等相关活动
及优惠政策，并向该校师生发出邀请，欢迎大家“五一”期间来醴
陵捡瓷器、玩烟花、吃小炒、看大剧。

湖南师范大学将积极推进合作具体内容落实落地。醴陵市将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共谋深度合作机制、共建产学研平台、共享优
势发展机遇，共同构建地校联动的全方位发展格局。同时，吸引青
年人才来醴旅游就业，为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