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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日讯 1月2日，京
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网络发布一
则寻祖公告，公告称，家族解放
前系湖南省湘潭县刘氏族人，
太爷爷在此出生， 后因故移居
江苏。 因太爷爷和爷爷去世较
早， 目前只留下有限信息———
湘潭刘氏钟灵堂， 父亲吩咐希
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家族族谱。

公告发出后， 引发一片热
议，众多网友或调侃或点赞，也
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就是刘强
东亲戚。记者采访得知，湘潭县
不少地区已开始大面积筛查，
为刘强东父子寻祖归宗。

寻祖公告引热议
刘氏“宗亲”齐上线

刘强东公告中贴出了湖南
省湘潭县刘氏的相关备注，称
湖南省湘潭县在解放前的区位
非常大， 所以不一定在今天的
湘潭市范围内。然而，消息一经
网络散播开来， 众多网友便炸
开了锅，或褒或贬，莫衷一是。
大多数网友认为刘强东此举是
顺应父辈，认祖归宗，不忘本，
值得称赞。部分网友表示，穷在
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很有网友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
态围观。

“一大批亲戚正在路上，请
准备好你的现金”、“东哥，我是
宗弟刘弱西”、“叔，我是跟你八
竿子打不着的亲侄子啊” 还有
一些网友直接留言表示， 自己
就是刘强东的亲戚。 家住湘潭
市湘乡市的网友橘猫警长戏
称，“我家在湘潭县也有好多刘
氏宗亲， 搞不好也可以攀上这
条线，走上人生巅峰。”

曾自曝是湘潭人
网传族谱为假消息

实际上2个月前，在益阳首
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
会上， 刘强东就爆料称自己是
湘潭人。“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我
那么爱吃辣，后来爸爸告诉我，
我的爷爷是湘潭县的， 所以我
的祖籍是湖南。” 刘强东透露，

自己有三个外号，分别是“不怕
辣”、“怕不辣”、“辣不怕”。

寻祖公告中， 刘强东希望
湘潭以及周边所有刘氏宗祠族
人帮忙提供线索。

今日， 有网友称可能已经
找到了刘强东的家谱， 并晒出
刘氏家谱照片。网友推测，刘强
东宗亲属于湘潭纯塘刘氏分支
脉， 刘氏钟灵堂位于湘潭县花
石镇的茅屋湾村， 为楚元王刘
交后裔。

1月3日下午， 记者联系到
湘潭县花石镇负责宣传人员罗
某， 她向记者核实道，“我们镇
确实有大量刘氏族人， 但确信
没有网友所称茅屋湾村， 我们
也会帮他寻祖找谱做力所能及
的事。”该工作人员称，湘潭县
刘氏家族很多， 镇上相关工作
人员正在根据 “忠义志强” 等
信息进行排查。

下午5点，湘潭县民政局针
对刘强东发公告寻祖回应，“如
果他有求助的话， 在我们工作
范围之内会向其提供帮助”，
“如果普通人有需求的话，我们
也会帮忙，一视同仁。”

叶落归根
是一种文化情结

针对这次刘强东寻祖引发
大众关注，湖南文理学院教授、
社会学家黄向阳认为并不罕
见，在我国曾多次出现，如当年
台湾老兵的寻祖（寻老家），一
些少小离家但对老家还有依稀
印象的人寻老家， 和刘强东寻
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黄向阳认为，刘强东寻祖找
族谱，是在中国传统节日元旦节
受其父亲嘱托，人到老年，落叶
归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情
结，刘强东父亲更有荣归故里之
感。黄向阳分析，随着中国人逐
步摆脱农业文明社会的影响和
制约，适应陌生人社会，地域的
根意识会相对淡薄，这是受整个
社会生产方式变迁所影响，继而
大众对这种寻根文化产生陌生
好奇感。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肖义中

1月3日上午，由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省画院、省花鸟画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花鸟画大
展在湖南国画馆开展，本次展览展期6天，共展出作品170余件。 记者田超 陈薇 摄影报道

刘强东湘潭寻祖，网友晒家谱“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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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用科技创新为产业转型提质

花鸟画大展

泸溪是湘西州的老工业基地，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红似火”，又在九
十年代末国企改制的大潮中“消沉”。
但它并没有没落，该县全力实施“工
业立县，产业富民”发展战略后，辖区
企业不断发展起来。只是，面临国家
节能减排等政策，泸溪的工业经济又
开始滑落，形势比较严峻。

起起落落中， 泸溪县决定壮士

断腕， 将不符合节能减排政策的矿产
企业关停，聚起“科技创新”的大旗，引
导产业整合资源，实现了战略性的“提
质升级”，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绩。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
是工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泸溪有了教
训与经验，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有更
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涌
现，成为全省甚至全国的“创新典范”。

日前， 开发区恒裕公司研发的
“一次成型低温烧结高体分碳化硅
铝基复合材料”项目，荣获“全州科
技进步一等奖”。这家科技型公司每
年生产2.5亿片碳化硅铝基复合材
料，用于电脑路由器、有线电视机顶
盒、行车记录仪等方面，主要销往韩
国、台湾、深圳、成都等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5亿元，销售收入4亿元，利税
6000万元，出口创汇600万美元；提
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近年来， 泸溪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着力把推进科技创新作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走
出了一条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路子。高
新技术产业已经在开发区中蓬勃崛
起，以铝系列精深加工、新金属材料加
工、 生物医药等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
业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和规模， 成为泸
溪优势产业。 泸溪已成为国际技术水
平领先、国内生产规模最大、市场占有
率最高的微细球形铝粉生产基地，被
国家发改委授予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
性项目微细球形铝粉生产基地。

记者手记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
不竭动力

在湘西州泸溪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鳞次栉比的
厂房拔地而起，青瓦
白墙围成的漂亮厂
房里机器声隆隆，流
水生产线有条不紊
地运转， 工人们装
卸、作业，尽显一派
繁忙的劳动景象。

这里现有企业
67家， 固定资产53
亿元，以铝系列精深
加工、新金属材料加
工产业为主。其中众
鑫、 恒裕等9家企业
通过了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金天、金源、
众鑫、 金昊等4家高
新技术企业，先后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
2017年1至8月，园
区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19.2亿元，占
园 区 工 业 总 产 值
50.1%，撑起了泸溪
工业的脊梁。

■记者 李琪

增强科技项目创新引导作用，是
泸溪县创新产业发展的有利途径。该
县立足特色优势产业和重大科技需
求， 大力推进项目， 以项目争资金、
引技术、促发展。近年来，泸溪承担实
施科技计划项目60余项， 争取科技
资金支持额度2000余万元。

记者从湖南省知识产权局了解
到，该县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不
断加大对知识产权引导和扶持力
度， 在湘西州率先出台实施专利资
助政策， 鼓励和支持发明创造成果
取得专利权。 通过落实知识产权激

励政策和相关工作措施， 全县自主
知识产权拥有量不断提升， 企业核
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有数据显示，近
年来该县200余件专利获得授权，专
利成果转化率达到70%以上， 规模
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产值
占工业总产值65%以上。30余家企
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平台，与高校、科
研院所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实施产
学研战略合作项目100余项。 同时，
引进一批高新技术和项目， 推动先
进、成熟的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走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引导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

本报1月3日讯 1月2日，
国务院扶贫办官方网站发布消
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务院扶贫办决定， 追授王新法
同志、授予刘桂珍同志“全国脱
贫攻坚模范”称号。

王新法是中共党员， 生前
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退休
干部。2013年退休后，他响应中
央号召，拿出个人全部积蓄，自
愿来到湖南省石门县南北镇薛
家村义务扶贫， 担任名誉村主
任，带领该村实现整体脱贫，农
民人均年纯收入实现翻番，一
个落后的贫困村变成了全国文
明村。2017年2月23日，王新法
同志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

塞，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享年
64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扶贫办希望全国扶贫战
线广大干部群众以王新法等同
志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决策部署； 学习他们不怕牺
牲、勇于攻坚的战斗精神，增强
决战决胜的信心决心； 学习他
们用心用情、 倾力扶贫的为民
情怀， 真心实意为贫困群众办
实事谋福祉； 学习他们守望相
助、奉献爱心的高尚品德，弘扬
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
统。 ■记者 周勇军

王新法被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