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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举行的 2024湖南（醴陵）国

际陶瓷产业博览会“陶瓷酒瓶醴陵对

话”论坛上，主持人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樊瑞新抛出一个引人关

注话题：白酒行业的包装市值达到

1000多亿元，醴陵陶瓷酒瓶目前约占

十分之一，未来醴陵陶瓷酒瓶产业大

有可为，有可能占据半壁江山。

这一话题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的思考，一场围绕陶瓷酒瓶

在酒文化中的艺术与市场价值的探

讨就此展开。

背靠产业集群“瓷”名天下

作为世界釉下五彩瓷原产地的醴

陵，“以取山陵下渌水善酿甜酒，奉祀

祖宗，山川神灵而得名。”虽以酒名地，

驰名世界的却是盛酒之器——陶瓷。

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和茅台

同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

与会专家认为，相比玻璃等容

器，陶瓷酒瓶能够提供良好的储存

环境，保护酒体呼吸陈熟，有助于更

好提升酒的品质和口感。瓷酒组合

是最适配的 CP。

醴陵陶瓷产业形成日用瓷、电

瓷、艺术瓷以及陶瓷酒瓶、陶瓷机械

等多个类别，完整的产业链，生产总

值超700亿元。在智能制造的时代，醴

陵陶瓷通过创新引领，转型升级，新

技术、新工艺脱颖而出；数字化、智能

化生产线普遍得到采用。

耕植于陶瓷产业兴旺发达的沃

土，萌芽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醴陵陶

瓷酒瓶产业而今已是花红果硕。

华联、新世纪、银和、泰鑫、德兴

等年产值过亿元的陶瓷酒瓶龙头企

业竞相崛起。与茅台集团、华泽集团、

五粮液集团、汾酒集团等全国数百家

酒企长期合作，行业产值接近 100亿

元。如今，全国每两个高端酒瓶就有

一个来自醴陵，成为该市陶瓷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正如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吴红军所言，在智能

化、数字化的今天，醴陵的陶瓷酒瓶生产走在前列，其标准

化生产的能力领跑全行业。

“瓷﹢酒”前景广阔

面对白酒行业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市场需求不振，供

应链稳定性较差等挑战，醴陵陶瓷酒瓶产业如何才能“破

圈出阵”？

珍酒李渡集团党委书记、CEO 兼湖南湘窖酒业总裁

颜涛认为，陶瓷酒瓶良好的储酒优势及独特的艺术价值，

可为高端酒市场提供优质的储存环境和视觉呈现。湘瓷湘

酒组合还可与湖湘人物、风景名胜、历史文化等湖湘文化

IP 紧密结合，进一步做大“朋友圈”。

“不设计，无未来。”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学院院长

朱和平表示，酒瓶设计要兼具形态、文化、工艺之美，其中，

形态设计又需要在造型、容量、密封和开启方式等方面下

功夫。至于文化性设计，则要致力于展示陶瓷文化、酒文

化、地域文化、工艺文化等。工艺设计，则要充分利用新技

术、新工艺，通过攫取、集成，体现材质之美、形态之美、结

构之美、装饰之美。

“酒容器是一种快消品，市场空间潜力巨大。”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会长、湖南华

联瓷业董事长许君奇则认为，要进一步挖掘弘扬醴陵颜色

釉对感官、艺术、审美、情感的承载功能，实现高端酒瓶的

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拓展醴陵陶瓷酒瓶的市场份额。

醴陵陶瓷酒瓶协会会长肖俊彦，向与会嘉宾畅谈醴陵打

造陶瓷酒瓶小镇的设想。在孙家湾镇建设一个集生产、文旅、

商业、教育、康养等为一体的沉浸式瓷酒文创园，进一步延伸

醴陵陶瓷酒瓶的产业链，助力醴陵陶瓷酒瓶产业的发展。

寒露时节，菊花遍开。有一朵菊花从远

古至今绽放不凋，它“开”自约两亿七千万年

前形成的菊花石中，经精工雕琢后向世人展

示出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

“菊花石雕体现着湖湘文化，值得用一

生去热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菊花石

雕传承人、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鹰称，菊

花石雕是他“做了一辈子的事情”。

因材施艺，匠心独运

菊花石雕的原料菊花石是地质中的一

种天然“花卉”，花瓣由石英石组成，呈放射

状嵌于由硅质燧石构成的花蕊之中，花蕊偶

有晶体，多分布在浏阳永和镇、湘西泸溪县

等地。历经岁月的磨砺后，石菊花有的“怒

放”，有的“含羞”，姿态各异，独一无二，由此

雕刻出的菊花石雕作品也都是“仅此一件”。

近 日 ，记 者 走 进 湖 南 省 工 艺 美 术 研 究

所，探访一块菊花石雕的雕琢过程。在研究

所的天台上，堆放着几块石料，正处于“开

花”工序。“‘开花’其实很有‘味道’，你不知

道石料里头会有几朵花，花瓣是什么形状，

就像开盲盒一样。”李鹰介绍，从选料到成品

虽然要经过多重工序，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几

年，但过程并不枯燥。

朝里走去，几间铁皮门、窗户上布满灰

尘的屋子便是雕刻菊花石的地方。工作台上

放着规格不一的凿、铁锤、油石和砂布等工

具，一旁的石料上有不少墨笔的痕迹。

“这就是在根据花形进行造型设计。菊

花石雕是因材施艺，需要依靠个人的艺术涵

养与专业技艺，其中，石的大小、花的朝向和

分布、叶的形状等都是考量的因素。”李鹰一

边比划石料，一边介绍道。

艺术创新，永恒绽放

“艺术最重要的是创新。”今年刚刚退休

的李鹰称，尽管菊花题材有所限制，但仍可

以在传承非遗的基础上继续在题材、技艺方

面创新发展。

李鹰的作品《城市·女人·花》，于 2010 年

获“迎世博纪念品全球华人设计大奖赛”优

秀作品奖。该作品切中上海世博会“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以女人躯干比作城市

系统，内设立交桥、博物馆、污水排放等，将

菊花设计在“肩头”“腰部”等多个部位，寓有

绿化城市的美意，整体石雕还可转动，体现

未来感。

菊花和城市、生活，能有什么关联？“那

次参赛作品我构思了许久，并借鉴了西方超

现实主义画家的抽象风格进行创新，融合现

代美学思想，与团队成员耗费一年多时间才

做出来。”

近年来，李鹰还结合陶渊明“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诗词意境推出“东篱系

列”，并四处采风，不断开拓创作面，从未停

下创新的脚步。

辅助生殖技术是治疗不孕不育症的重

要方法，其中应用最广的是人工授精和试管

婴儿技术。

10 月 1 日起，《关于将部分辅助生殖类

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在我省正式执行，“取

卵术”等 8 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统一

纳入全省基金支付范围。

政策全面落地，将给有生殖需求的家庭

带来哪些利好？我省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实施

首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从降价到进医保，百姓负担
进一步减轻

“赶上医保的好政策，我们负担减轻了，

心里更踏实了……”10 月 1 日上午，30 岁的

芳芳（化名）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接受了“取卵术”。虽然略显虚弱，但语气里

透着欣喜。

仅一个上午，该院生殖中心便有 10 余个

和芳芳类似的家庭前来接受辅助生殖术相

关治疗。

今年 5 月我省正式执行《关于规范辅助

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宣告辅

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从医疗机构自主定

价转变为政府指导价，并全面降价；如今我

省已将部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

医保……深耕专业多年，该院生殖中心副主

任医师陈圜圜明显感觉到，一系列利好给广

大有需求的家庭带来的“获得感”。

根据政策，辅助生殖服务项目政策范围

内费用不设起付线，按职工医保 70%、城乡

居民医保 50%的比例报销。

以参保职工芳芳此次接受的“取卵术”

为例。单次费用为 1600 元，纳入医保后，将先

扣除乙类自付费用，即 1600×10%=160 元，

那么医保报销（1600－160）×70%=1008 元，

最终，芳芳只需个人支付 592 元即可。

再比如，芳芳在顺利取卵后，将接受“胚

胎培养”，该项目也已被纳入医保。政府定价

为 3200/次，根据现行政策，最终，芳芳只需

自付 1184 元。

“从今年 5 月降价到现在进入医保，患者

的负担在不断减轻。”陈圜圜告诉记者，以芳

芳所接受的一代试管婴儿术为例，从第一次

夫妻双方常规检查、促排、取卵到胚胎移植，

如果顺利的话，她能节约差不多 1万元。

在陈圜圜看来，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新政

策也能让更多疑难不孕不育家庭重燃希望，

“不是所有人都能一次成功，对于需要重复做

的家庭而言，更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减负感。”

项目覆盖多人群，满足不同
家庭的需求

早在今年 5 月，我省便将原有的 19 项辅

助生殖类项目规范整合为 12 项。

此次纳入医保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

项目共 8 项，分别是取卵术，胚胎培养，胚胎

移植，组织、细胞活检（辅助生殖），人工授

精，精子优选处理，取精术，单精子注射。

“项目设置合理、科学，覆盖面广，能惠

及更多参保群众。”在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

心主任罗曼看来，目前纳入医保的 8 个辅助

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涉及一代、二代、三代

试管婴儿术，能很好地解决更多家庭的问

题，满足多种不同需求，如男性无精、弱精，

或胚胎存在遗传疾病风险等。

从事辅助生殖医学工作多年，罗曼见过

太多望价格而却步的家庭。但随之而来的，是

女性卵巢功能持续下降，或需要重复做，或是

已错失最好的辅助生殖时机，花费更高。

“纳入医保后，或将有更多患者愿意接

受治疗，同时也调动了潜在需求对象的生育

积极性。”罗曼认为，这也是医保政策推动生

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0 个省份含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将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项

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托举起了更多不孕不

育家庭的“生育希望”。

“辅助生殖进入‘医保时代’，不仅惠及广

大参保群众，也对全行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罗曼认为，这也促使医疗机构要更加重视学科

技术和服务质量提升，研究解决更多生育方面

的疑难问题，助力推动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

健康视点

10月 1日起，湖南正式实施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政策——

托举更多家庭“生育希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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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自石中开，岁月不凋花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雪怡

文化中国行·节气湖南

湖南日报 10 月 7 日讯（全媒体记者

蔡矜宜 科教新报全媒体记者 曾玺凡 彭静

通讯员 覃业彦）10 月 6 日晚，经过 72 场激烈

角逐，东方红 2024“金橘杯”全国足球小将精

英邀请赛在常德石门县落幕。决赛中，中国足

球小将龙队凭借前锋诸致宇的出色表现，以 2

比 0战胜株洲九方足球俱乐部，夺得冠军。

国庆假期，山城石门的“金橘杯”赛事，再次

引发了人们对校园足球的广泛关注。本场决赛，

诸致宇轰进两粒进球，分别发生在上、下半场开

始不久。被球迷们昵称为“火火”的他，比赛中拿

球冷静，出脚果断，展现了优异的个人能力，可

谓是本届赛事“最强火力”。凭借决赛的一脚劲

射和一记单刀破门，诸致宇在本届赛事的个人

总进球数也提升至 17个，荣膺最佳射手。株洲

九方足球俱乐部、北京爱踢客队分别获得亚军

和季军；中国足球小将龙队教练董路、球员李骏

德分别荣获最佳教练和最佳球员。

株洲九方足球俱乐部的各梯队小球员

均来自株洲市九方小学，是湖南省内小学足

球青训开展相对成熟的学校之一。

据介绍，本次邀请赛吸引了全国 16 支代

表队、共计 300 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

等参与，进行了 72 场激烈角逐，每一场比赛

都充满了激情，展现了孩子们的足球天赋和

团队合作精神。

东方红2024“金橘杯”全国足球小将精英邀请赛落幕

中国足球小将龙队石门夺冠

湖 南 也 不 是 只 有

夏天和冬天，秋天虽短

但有，比如寒露节气前

后。时下正是湖南秋高

气 爽 的 时 候 ，此 时 出

游，最是惬意。

寻找秋天，去山中

是没有错的，向大家推

荐湖南首条国际徒步旅

游线路——“屈原之旅”

国际徒步旅游线路。这

条线路是由英国、美国

知名徒步旅游专家团队

遍行雪峰山区域深度探

访和实地勘察后，研发

设计推出的。

该线路从雪峰山大

花 瑶 景 区 游 客 中 心 出

发，途经虎形山、山背、

高 铁 站 、九 溪 江 、雁 鹅

界、枫香瑶寨、花园、思

蒙，沿途不仅有散落在

山间的古村落，还有屈

原写《楚辞》曾经走过的

古道，以及红二方面军

及贺龙将军扩红走过的

茶马古道。该线路可尽

览山中秋景，不过赏红

枫的话，在湖南还需等一段时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稻田金黄。目

前水稻已陆续开始收割，现在去田野踏

秋，不仅可看到金色的稻田，还能在农

民劳动场景中感受丰收的喜悦。想去看

稻浪，紫鹊界梯田是好地方，怀化安江

农耕文化旅游区也值得一去，不仅有稻

浪看，还能在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史实

陈列馆感受“改变世界的种子”。

看花也可以。湖南省植物园在国庆假

期推出了向日葵花展，有 10 余个品种 10

万余株，是长沙城中最大的向日葵花海。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蟹肥菊黄时。

对于吃货来说，秋天与大闸蟹更配。目前

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湘阴鹤龙湖、益

阳大通湖都是湖南著名大闸蟹产区，周末

带上家人，或约上三五好友，自驾去吃顿

蟹，踏踏秋，是“去班味”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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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日，游客在省植物园的向日

葵花海中游玩。国庆假期，湖南省植物

园的 10余个品种 10万余株向日葵进入

最佳观赏期，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光游

玩，乐享假日好时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彭炜 摄影报道

“ 从 小 父 母 就 告 诉 我

们，我们是湖南湘阴人，老

屋叫‘碾坊屋’。今天第一次

回到老家，心情无比激动。”

10 月 5 日，在湘阴县石塘镇

芙蓉园村一个叫“碾坊屋”

的地方，两鬓斑白的徐百红

感叹道。当日，150 年前迁居

安徽芜湖、宁国的湘阴芙蓉

园村“黄泥塘徐”18 位后裔，

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黄泥塘徐”的祖先是

以大湖洞庭西山为名的商

帮“洞庭商帮”，又叫“钻天

洞庭”。明正德年间，苏州府

吴县洞庭西山沉思湾徐氏

世聪、世明入湘，落业湘阴

十字街经商，后代陆续迁居

湘阴各地乃至外省发展。

游览湘阴美景，观看芙

蓉园村晚，感受家乡深厚的

文化底蕴……这个国庆节，

皖南徐氏宗亲跨长江、越洞

庭、渡湘江，回到祖地，与当

地族亲齐聚一堂。

参访左宗棠故居柳庄，

徐氏宗亲实地领略“家书传

浩然正气”的左公风骨。在左宗棠劝学堂，

安徽繁昌县徐谋坤带着儿孙席地而坐，叮

嘱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湘阴是个万窑窝，未有湘阴先有窑。

湘阴是个万窑窝，要进县城过窑坡。”家喻

户晓的民谣，传唱着岳州窑的悠久历史。俯

眺岳州窑遗址，芜湖高级工程师徐贻松感

慨万千，赞叹湘阴厚重的文化底蕴。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在口口相传

的故里“黄泥塘”，当地乡亲为安徽繁昌县

徐贻全、徐贻文与南陵县徐谋章、徐谋正讲

述黄泥塘的往事，帮“芜湖徐”圆梦。

回望 500 年沧海桑田，徐氏子孙青春作

赋，皓首穷经为学、为官、为商、为耕、从军，

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家族中有湘军

长江水师游击将军徐德铭，有辛亥革命元

老徐光炜，有国民革命军将军徐权。

“我们从安徽沿着血脉溯源，最终重归

石塘，圆梦故里。这不仅是一次寻祖之旅，

更是一场心灵的归航。”徐佰伟随父亲来湘

阴寻根，在历史的沉淀中，感悟家族的责任

与使命。作为 00 后，他表示将以先祖为榜

样，肩负起青年一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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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省级名医，品尝养生药膳，观看文艺节目，体验刮

痧艾灸……10 月 5 日晚，夜幕还未铺开，湘阴县左宗棠广

场上，“文创健康夜市”便已开张。

在省级专家坐诊区，擅长肝胆科、妇产科、内科等疾病

的省内名医化身夜市“摊主”，为前来咨询的市民义务诊疗

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部分人气摊位甚至排起长队。

“小孩平时有些腹胀腹痛，张涤教授刚开了药方。平日

一号难求的名医在这里把脉开方，抓药的钱比挂号还便

宜！”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名医张涤的摊

位前，张女士带着小孩看完病，点赞不已。

“现场问诊是连接医生与民众的重要桥梁，它让我们

能够近距离地服务广大群众。”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名医吴菲表示。

夜市现场，布置传统非遗中药技艺展示、特色专科义

诊、药食同源品鉴、健康生活体验等多个专区，通过展陈和

互动游戏，为市民和游客端出用“人间烟火”烹制的中西医

药“文化大餐”。

湘阴地处南洞庭之滨，樟树港辣椒、鹤龙湖螃蟹、三塘

藠头、莲藕、菱角等农产品极具地域特色。湘阴县中医院院

长柳洪文介绍，该院联合县内酒店餐饮，多次尝试研究，推

出了系列药食同源食物。

从备受青睐的乌梅汤、祛湿茶等中药茶饮，到人气十

足的中医课程，再到夜市“养生局”……传统中医药走出医

院药房，走到群众身边，焕发新活力。

夜市闲逛间，一段悠扬舒缓的五音疗愈响起，由医生

护士带来的八段锦、急救操、经络拍打操现场表演，引得大

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兴致勃勃地跟随练习。

“我们以文旅为载体、文创为内涵，用健康夜市这种多

元化形式，让群众在吃喝玩乐沉浸式体验中解锁健康密

码。”柳洪文表示。活动通过线上同步直播，近 10 万人次在

线观看。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截至目前，湘阴县“文创健

康夜市”已持续开展 4 场，来自省市县各医院专家团队将健

康福音带进群众“夜生活”中。

湘阴：医疗专家
夜市“出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磊 通讯员 梁焕鑫 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