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9日讯 今
日， 记者从湖南省发改委获
悉，长沙市轨道交通6号线东
延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
于近日获批。据悉，该工程将
接入机场综合交通中心设黄
花机场东站， 最高运行速度
将达到80公里/小时。

6号线东延段建设工期
为47个月， 估算总投资为
29.26亿元。 工程车辆段、主
变电站、控制中心与在建的6
号线共享，不新增。车辆采用
A型车， 最高运行速度为80
公里/小时，直流1500伏架空
接触网供电，采用6辆编组。

工程起于在建6号线黄
花机场西站， 依次下穿机场
T1、T2航站楼间连廊、 第一
和第二跑道、T4飞行区（远
期）西南角、第二和第三跑道
间垂滑、T3停机坪及T3航站
楼后， 接入机场综合交通中
心设黄花机场东站。 线路长
约4.21公里，均为地下线，设
站1座。同步实施拟规划建设
的轨道交通线路， 将接入线
黄花机场东站车站及区间的
土建预留预埋工程。

据了解， 机场东扩二期
工程将与长沙磁浮、 渝长厦
高铁、地铁、城际铁路统一规
划、同期建设、同步使用，不
仅可促进机场与多种运输方
式的有效衔接， 还能有效节
省用地及投资。

“本项目为既有线路的
延伸线，需贯通运营，下阶段
应协调与既有线路的接口方
案和招标方案，做好扩容、升
级方案等工作。”湖南省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卜岚

“它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做
护肤品特别好，还能提炼精油、
做香水，味道也特别好闻……”
10月17日，全国扶贫日，泸溪县
武溪镇黑塘村致富能手田昌兵
在弥漫着馥郁芳香的山坳里，
讲解迷迭香的用处。他的身后，
数个山头种满层层迷迭香。因
这一抹芬芳， 他在几年里从贫
困户成为年收入突破30万元的
致富能手， 并带动不少村民走
上致富路。

种植发家不忘乡亲

10多年前， 田昌兵一家八
口靠种地生活， 住在狭小破旧
的木房子里，祖父母年纪大了，
父母劳动能力有限， 而妻子要
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 家里生
活拮据。“别人看到我就想绕
道，怕我来借钱。”田昌兵说。

2004年， 田昌兵去附近一
家药厂做事， 但千元左右的月
工资远不够一家人生活。恰好此
时药厂从农户手上租地种植迷
迭香，田昌兵被请来照看。第二
年，药厂将山地转包给田昌兵等
5户农户， 他们按照保底价收购
采摘晾干的叶片。田昌兵每天早
出晚归，精心照料迷迭香。几年
下来，他慢慢摸透了种植规律，
家里收入也多起来。

最大的转变在2015年。合作
的药厂引进另一个品种的迷迭
香，请田昌兵试种。在田昌兵发
愁租地、要钱时，泸溪县人大驻
村帮扶工作队了解情况，帮他申
请了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 解了
燃眉之急。 田昌兵流转土地150
亩，发动全家人齐上阵搞种植。

田昌兵多年的种植经验发
挥了作用， 新品种产量大幅提
升，从最初每亩年产150公斤干
叶，很快提升到250公斤。尝到
甜头的田昌兵扩大规模， 他也
没有忘记帮助过他的乡亲，他
动员寨子里的村民加入种植迷
迭香行列，给他们提供种苗，手
把手教种植技术，还包销售。

“田昌兵是一位特别有责
任感的老党员，非常热心、敢担
责任， 为了让贫困户安心种植
迷迭香， 他承诺所有迷迭香由
他包销， 而且从中不赚一分钱
差价，卖多少钱，村民就得多少
钱。”驻村第一书记吴兴兵说。

从2016年开始， 寨子里所
有村民加入了种植行列。 田昌
兵看准时机， 牵头带领村民成
立迷迭香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始尝试新项目

田昌兵并没有满足于种植
收割迷迭香， 他开始尝试育苗
卖苗木。“我既然学了这个技术，
就要学好、学精，育苗从最基本
的控温控湿学起。”田昌兵说，订
单日益增多， 苗木销售成绩喜
人，仅此一项，合作社每年获益
120万元以上，增加了贫困户的
收入。同时，苗木培育也促进了
迷迭香的种植推广。 到现在，黑
塘村迷迭香种植面积已达2000
多亩，年产值超过300万元。

“我们家去年收入30多万
元，今年会更多。好些一起干的
贫困户都在县城买了房。 用工
多的时候， 还需要去别的村请
人。” 田昌兵说，“我还考虑在迷
迭香田里套种别的作物、 养鸡，
但是这个技术还没掌握，等学好
了会继续尝试。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幸福要靠自己奋斗。”

■三湘都市报记者 虢灿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姚俊锋 张文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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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件（套）喜马拉雅与蒙古珍品10月23日在长沙开展

带你走进“雪漠玲珑”的神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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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9日讯 将于10月
23日开展的“雪漠玲珑———喜马拉
雅与蒙古珍品”特展，今天上午文
物开箱布展在长沙博物馆举行，博
物馆向媒体开放了三件文物的开
箱过程。包括17-18世纪铜鎏金嵌
绿松石象、18-19世纪西藏的金嵌
绿松石礼仪肩饰、19世纪西藏或
蒙古铜鎏金僧帽壶。

提起西藏， 大家会想到雪域高
原、布达拉宫的金顶和虔诚的信徒；
提起蒙古，大家会想到苍茫的大漠、
草原与羊群。 一处充满了敬畏与神
圣，而另一处却充满自由与野性。

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地走进喜
马拉雅与蒙古地区交流融合的那
段神秘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不妨
走出家门，来到“雪漠玲珑”的世界
中。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走进由雪、
漠、神、人共同构建的世界，寻找神
秘的喜马拉雅与蒙古珍宝。

此次，长沙博物馆携手香港中
文大学文物馆及承训堂、 梦蝶轩，
为长沙观众带来17-20世纪来自
喜马拉雅与蒙古地区233件（套）
华丽精美的装饰物品与宗教用品。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文
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
员许晓东博士认为， 早在13世纪
中期之前，中国西藏与蒙古两地的
军事、政治、宗教文化的交往与融
汇就已开始。这些饰品以与藏传佛
教或印度教有关的神祇形象或符
号作为装饰的主题，人身上的装饰
与神像装饰类似，或直接以信徒佩
戴使用的饰品装饰神像， 饰神若
人、饰人若神的天人合一的信仰在
两地珠宝饰品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与神可谓如影随形，信仰的力量
让于世孑立的雪域地区成为其周
边乃至远域信众的精神家园。

■记者 吴岱霞

17-18世纪
铜、金、绿松石
高33厘米，长32厘米
象宝（或称白象宝）是藏传

佛教的七政宝之一， 七政宝是
佛堂供佛物， 象背上所托如意
宝，是转轮王七珍之一，可以使
拥有者实现自己一切利他的愿
望。如意宝在宝象的鞍鞯上，是
吉祥的祝福传递到四面八方的
意思。此尊铜象造型奇特优美，
厚重稳行， 全身镶嵌多颗绿松
石，所取题材寓意吉祥。

18-19世纪
金、绿松石、青金石、红宝石等
左：高14.6厘米，宽9.1厘米，

厚6.9厘米
右：高13.2厘米，宽5.6厘米，

厚8厘米
此类肩饰是清代西藏噶厦

政府官员所佩戴的礼仪装饰。使
用时系绳穿带，分置在肩部左右
两侧。两件均是金质基座，分层
镶嵌绿松石，山顶装饰一“荣耀
之脸”，金丝联珠纹勾边，整体绿
松石制，眼睛镶以红宝石，眉毛
为青金石，带弯角和尖牙。绿松
石依不同部位，减地浮雕莲瓣细
部，金工及镶嵌技法细致，应是
西藏官方作坊制作。

19世纪
银、金
高47.5厘米，宽37厘米
僧帽壶是元代创烧的瓷器

样式， 因造型似西藏萨迦法王
之僧帽而得名， 后来从瓷延伸
至多种材质，用途多样，是藏传
佛教地区常用的一种器具。本
品阔颈，带流，流口与颈部有鸭
嘴状流槽相通，鼓肩、束腹，高
圈足。壶身通体银质，口沿之回
纹、壶颈“八吉祥”、壶肩之璎珞
装饰、 莲瓣高足座以及一侧的
游龙状把手，均施以鎏金技法。
整体造型优美，高贵富丽，是同
类器具的高档产品。（本文图片
由长沙博物馆提供。）

金嵌绿松石礼仪肩饰（西藏）

开箱文物

铜鎏金僧帽壶（西藏或蒙古）

铜鎏金嵌绿松石象（西藏）

从贫困户变成致富能手

这一抹迷迭香，让他年入几十万元
长沙地铁6号线
东延段工程获批

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的迷迭香基地。 姚俊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