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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卓芳 通讯员 蒋宁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

湖南制造业绿色化转型按下“加速键”，大力培

育壮大绿色低碳新兴产业，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工

业 节 能 管 理 ，以 绿 色 低 碳 擦 亮 高 质 量 发 展 底 色 。

2022 年，全省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7.8%，

超额完成全年下降 3%的目标任务。

新业态：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3 月 15 日，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内，一

批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正在接受“体检”。电池

被送入形似快递柜的电池分选舱，经过扫描，剩余

容量、功率、内阻、电压等信息一目了然。

“退役不等于报废，而是回收利用的开始。”长

沙矿冶院事业部部长熊伟介绍，退役动力蓄电池一

般还有 80%的电池容量，经过检测、维护、重组等环

节，就能重新运用到储能、分布式光伏发电、家庭用

电、低速电动车等领域。

电池检测重组是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的重要

一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湖南借

势“变废为宝”，把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做出了大名

堂。

“湖南省是动力电池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最

完整的省份之一。”省工信厅副厅长张治平介绍，去

年全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150 亿元，同比增长 100%，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双碳”背景下，节能环保产业乘绿色“东风”而

上。

在郴州永兴经开区，一堆黑乎乎的泥巴状工业

废料，经过数十道工艺，华丽变身为闪闪发光的黄

金、白银。永兴县内无“金山银山”，却凭借出色的金

属提取工艺和废料循环利用模式，每年产出白银

4000 多吨、黄金 10 多吨，被誉为“没有银矿的中国银

都”。

在宁乡高新区，先进储能材料产业实现从上游

前驱体、正负极材料、电芯及 Pack 到废旧电池回收

利用的闭环。去年长沙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规模居全国前列。

把握未来战略制高点，2022 年我省节能环保产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超过 198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今年力争再上新台阶，营收目标瞄准 2900

亿元。

新模式：更“聪明”的能耗管理

“1 号炉能耗正常，全厂能耗正常……”郴州嘉

禾宏盛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斌打开手机上的能

源管理应用，加热炉、空气压缩机等设备实时能耗

数据映入眼帘。一旦能耗过高，能源管理系统会自

动生成优化方案，方便管理者规划能源使用。据介

绍，使用该能源管理系统后，企业电费每月降低 5%

以上。

三一集团长沙“灯塔工厂”内，每一度电、每一

滴水、每一立方米气的去向，都在中央数据可视化

大屏上实时动态展示，管理者可轻松掌握工厂能源

使用情况，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成本。据测算，

目前该工厂每万元碳排放强度低于 0.015 吨，在全

国制造业领域属领先水平。

这是树根格致科技（湖南）有限公司为用户量

身定制的智能能耗管理系统。依托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该系统可实时掌握车间生产状

况，对比分析总电量、负荷、用电量等，精准定位高

能耗节点，为企业能耗优化提供有效指导。

这样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统正加速应用到各

行各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制造业节能降碳

新的驱动力。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加强

信息技术在碳排放领域的开发应用，同时建立数

据共享机制，推广“工业互联网+绿色低碳”的解决

方案。

新方向：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中小企业绿色化转型积极性不高”“部分企业

认 为 节 能 改 造 不 能 带 来 直 接 效 益 ”“ 缺 钱 、缺 技

术”……

3 月 7 日，在全省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会

议上，各市州工信局一边“晒”成绩，一边谋发展。大

家认为，中小企业节能意识普遍薄弱，绿色化转型

意愿不高。

“找准症结，靶向出招。”张治平表示。

为调动中小企业绿色改造积极性，去年我省遴

选一批省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发挥示范引领

带动作用；征集认定一批节能节水“新技术、新装

备、新产品”，帮助中小企业更快更好地用上先进节

能技术和产品。

此外，各地积极引入绿色金融信贷，为企业绿

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撑。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全省绿色贷款余

额 6759.1 亿元，较年初增加 2434.9 亿元，同比大幅

增长 56.3%。

工业绿色发展迎来更广阔前景。我国“十四五”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我国绿色环保

产业产值达到 11 万亿元。

湖南加速构建工业绿色化发展体系，力争到

2025 年，全省创建培育“四个 5”，即培育 500 家绿色

工厂、50 个绿色园区、500 个绿色设计产品、50 家绿

色供应链企业。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吴东林 张清

带上修枝剪、切接刀及 1.5 厘米宽的

塑料薄膜条等工具，从去年 12 月至今，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菖蒲塘村的

247 名“金剪刀”女子嫁接志愿服务队队

员，每天都忙碌在各地的田间地头。她们

不仅保障着村里 6000 亩猕猴桃、柚子等水

果的日常嫁接技术服务，还出村跨省，足

迹踏遍全国 13 个省（区、市），被誉为“果木

红娘”。

传帮带
队伍发展至 247 人

精准找到合适的枝干，削、插、绑，10

秒钟不到，一个新品种的金弹子枝条就被

嫁接到新的桩木上。

3 月 14 日，记者见到田香群时，她正

和 2 名队员在凤凰县三江镇齐良桥村的金

弹子基地里忙碌着。

“这个嫁接要选准切口的地方，切口

大小和嫁接的枝条大小一致，伤口愈合就

快。”田香群一边嫁接一边给在基地干活

的人员讲解，并拿着切接刀让大家实操。

“金弹子切口水分少，嫁接难度大，但

是经过她们嫁接后成活率在 80%以上。”

基地负责人龙超凡告诉记者，基地从 2017

年建设起来，菖蒲塘村“金剪刀”嫁接队就

成了基地的固定技术员。

嫁接的同时附带免费教授技术，这是

田香群从嫁接队老一辈那儿传承下来的

“规矩”。“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都会好好

教。”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菖蒲塘村考察，提出“要依靠科技，开拓市

场，做大做优水果产业，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这一年，经时任村支书王安全提议，

村里决定把全村有嫁接技术的妇女聚拢

起来，组建“女子嫁接队”。田香群和其他

15 名妇女成为首批队员。

菖蒲塘村“土专家”丁青青和老支书

王安全等人传帮带，田香群成长为嫁接队

队长。

队员们是同村的邻居，更是师徒，技

术全部共享，毫无保留。嫁接队伍不断壮

大，队员从 16 人增长至 247 人，成了菖蒲

塘村一张响亮的科技名片。

菖蒲塘村党委书记助理邓志诚介绍，目

前村里有 72 名村民获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有初级农技师48人、中级农技师21人。

订单忙
足迹踏遍 13 个省（区、市）

“队员们都到外地嫁接去了，没有几

个在村里。”当记者提出要多采访几名“金

剪刀”女子嫁接队队员时，菖蒲塘村第一

书记唐金生说。

通过手机视频连线，记者见到了在湘

西州永顺县松柏镇嫁接猕猴桃的女子嫁

接队队员雷志平。一望无际的猕猴桃园

里，10 多名队员戴着斗笠，各自忙碌着。

嫁 接 的 工 具 就 是 一 把 小 刀 ，手 起 刀

落，剪、削、插、绑，约 10 秒钟，一株猕猴桃

苗就嫁接好了。

从 2022 年 12 月接到松柏镇猕猴桃嫁

接的订单，队员们分批次多次前去嫁接。

队里 160 名 45 岁以下的年轻队员先

后去往怀化、贵州、重庆等地进行猕猴桃

嫁接。因为订单多，队员分成每组 10 多人

的小分队外出嫁接。

技术好，口碑佳，嫁接队的订单年年

增多。

在菖蒲塘村凤凰雅米佳猕猴桃服务

站，“嚓嚓嚓”剪枝声清脆又响亮。7 名“金

剪刀”女子嫁接志愿服务队队员坐在桌边

忙碌着。

削、插、绑，4 秒钟不到，一株猕猴桃苗

就嫁接好了。去年 11 月，服务站接到一个

60 万株猕猴桃苗的订单，这个 7 人嫁接小

组从去年 12 月一直忙到现在。“嫁接队现

在太忙了，我就过来帮忙，平时我都照顾

孙崽崽去了。”59 岁的李大姐嘴上聊着天，

手里的活却没停下。

作为湖南省 2020 年度“最佳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菖蒲塘“金剪刀”女子嫁

接队已帮助周边村落共 323 户嫁接果园

1000 亩，带动 132 户发展猕猴桃种植 600

亩，足迹遍布湖南、贵州、重庆、四川、陕西

等 13 个省（区、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帙恒

通讯员 王钟莞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育优质水

稻，装上更多‘中国芯’是我们孜孜不倦的

追求。”3 月 13 日，正在分析实验结果的湖

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韶也说。

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粉丝”

到同事，从一个普通实验员到课题的主持

人……10 年来，韶也一路“追梦”，2022 年

入选湖湘青年英才，其所在团队研究的新

水稻品种“莲两优 1 号”和“韶香 100”双双

完 成 成 果 转 化 ，其 中“ 莲 两 优 1 号 ”入 选

2022 年湖南省科技“十大新闻”，写入 2023

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在全省推广

120 万亩。

童年时，经历过艰苦年代的爷爷奶奶

常对韶也说起袁隆平的科研成就，“袁隆

平”这个名字就像一粒种子，播在了韶也的

心里。上大学填报志愿时，韶也坚定地选择

了生物科学。2010 年 11 月，大学毕业的韶

也进入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为一

名实验员：“记得第一次在大会上见到袁院

士，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

一边学习实验技能，一边了解水稻生

产，在学习和实践中，韶也逐渐明确了研

究方向，立志要在选育新水稻品种的事业

中干出一番业绩。然而，选育更优质水稻

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曲折。

韶也闯的第一道关，便是改进现有诱

变育种技术，而这道关卡前是高效创制变

异和目标变异定向筛选技术两座“大山”。

“每尝试一种方法，都是信心满满地开始，

灰头土脸地结束，几轮折腾下来，确实有

点灰心了。”韶也说，那是他最沮丧的一段

时间。

随着团队发现通过重离子辐照诱变

高效创制变异的可能性，韶也和同事们又

面临一个难题——国内只有一个实验室

具备条件，能分给团队的诱变时间非常稀

少。2020 年，在袁隆平院士的帮助下，团队

申请到充足的重离子束流，完成了近 10 万

粒种子的辐照处理。

花了几年的时间获取处理过的种质

材料，夜以继日筛选材料……功夫不负有

心人，近 10 万粒种子播撒到试验田间，成

功长出了 7 万多株水稻。在长沙 8 月酷暑

时节，韶也每天早上 8 点到晚上 6 点，除了

吃饭都在试验田里。

最终，韶也在课题老师的带领下，成

功创制了“莲两优 1 号”和“韶香 100”，这

项 首 创 研 究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获 评

“2020 年中国核农学十大进展”。2022 年，

“莲两优 1 号”与“韶香 100”在湖南 40 多个

点试验示范 3600 多亩，表现出优良的农艺

性状。

韶也表示，将把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

传承弘扬下去，把根扎在试验田里，把心

用在科技创新上，为国家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组织部 省委人才办 湖南日报社 联合出品

韶也：新法选育优质稻的“追梦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袁程 李会生

她们不是警察，但同人民警察一样可敬可爱。她们

甘当贤内助，支持“另一半”爱岗敬业，守护万家平安。

她们，就是警嫂。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采访了永州市两位“全

国公安机关好警嫂”，倾听她们的感人故事。

放心工作，家里有我

3 月 5 日傍晚，祁阳市公安局拘留所民警郭西

洋，同往常一样，视频连线问候在长沙工作的妻子刘

平清后，到所里值晚班。

说起妻子，郭西洋很感动。他说，他们 1992 年结

婚以来聚少离多，妻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刘平清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2022 年，刘平清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好警嫂”。

郭西洋 1982 年入伍，1989 年到当时的祁阳县公

安局工作。

郭西洋、刘平清结婚没多久，郭西洋有一次出警

几天没回家。后来，刘平清在她当时工作的祁阳县人

民医院见到了丈夫。原来，郭西洋到偏远的小山村执

行公务，身体多处受伤，留下七级伤残。

当时，不少人劝刘平清向组织上提要求，给丈夫

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刘平清却说，她会加倍关心丈

夫，让他安心工作。

话容易说，做起来难，刘平清却多年坚守如初。

2012 年，刘平清离开祁阳到长沙工作，她主动把婆

婆、女儿接到长沙。婆婆晚年视力几近失明，刘平清

一边上班，一边悉心照顾。她经常告诉丈夫，放心工

作，家里有我。

有刘平清的支持，郭西洋大部分时间吃住在单

位，各项工作走在前列，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肯定。他

被省政府记嘉奖一次，多次被评为祁阳优秀公务员。

饺子冷了，心是热的

带孩子、上班、照顾 4 位老人……这是双牌县纪

委监委驻县卫健局纪检组工作人员蒋伶敏的日常。

今年，蒋伶敏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好警嫂”。

蒋伶敏的丈夫赵勰，现任双牌县公安局理家坪

派出所所长。

理家坪是双牌县最偏远的乡镇。

蒋伶敏、赵勰都是独生子女。婚后，赵勰成为道

县公安局一名民警，蒋伶敏在零陵区工作，相隔 100

多公里。

2013 年，他们的大女儿出生，赵勰回来不到两

天，又接到任务返岗。蒋伶敏安慰丈夫，好好工作，家

里有老人照顾。

2016 年，蒋伶敏怀上二胎，有流产症状。住院保

胎期间，赵勰匆匆回来过两次，每次时间都很短。蒋

伶敏体贴地对丈夫说，这里有医生和护士，你放心。

小女儿出生时，赵勰在专案组，没能赶回来。而

蒋伶敏产后大出血，情况危急。第二天，赵勰才抽空

赶到医院，蒋伶敏已经从麻醉中醒来，她见丈夫一脸

疲惫，反倒叮嘱他注意休息。

2018 年，蒋伶敏、赵勰终于从零陵、道县来到双

牌县工作。本以为一家团聚了，没想到，赵勰又长期

被抽调在外地专案组，难得在家。蒋伶敏承担起照顾

一家老小的重担，毫无怨言。

2021 年除夕前一天，赵勰到理家坪派出所任职。

当地社情较为复杂，赵勰更忙了。

这几年春节，蒋伶敏都带着孩子到派出所过年。

去年除夕，赵勰刚咽下两个饺子，就接到报警。赵勰

出警归来，饺子已经冰冷，他望着正在热饺子的蒋伶

敏说：“饺子冷了，我的心却是热的。”

奋力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全媒体

记者 田育才）今天，张家界市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农 业 农 村 局 联

合 发 布 张 家 界 菊 花 芯 柚 系 列 地

方 标 准 。该 系 列 地 方 标 准 的 发

布 ，为 推 动 张 家 界 菊 花 芯 柚 产

业 品 牌 建 设 和 绿 色 发 展 奠 定 了

基础。

该 系 列 地 方 标 准 旨 在 进 一

步 规 范 张 家 界 菊 花 芯 柚 的 标 准

化生产，指导企业、经营主体、种

植户在生产栽培、采收贮藏、质

量 安 全 控 制 等 环 节 执 行 标 准 作

业，提高经济效益，减少损耗，延

长销售期，解决张家界菊花芯柚

果实良莠不齐的问题，实现品质

标准化，提升张家界菊花芯柚产

品质量，维护张家界菊花芯柚品

牌，促使张家界菊花芯柚产业高

质量发展。

张家界菊花芯柚，是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方特

有 品 种 ，已 有 400 多 年 栽 培 历

史。其主产区位于永定区澧水流

域，海拔 100 米至 300 米之间，坡

度 在 25 度 以 下 的 低 丘 、冲 积 平

原的沙质土壤地带。张家界独特

的 生 态 小 气 候 环 境 及 其 土 壤 母

质富含多种有益的矿物元素，产

出的菊花芯柚风味独特、营养丰

富，享有“天下美景张家界，人间

仙果菊花芯”的美誉。目前，该市

菊花芯柚栽培面积达 3 万余亩，

年产量 4.5 万吨，年产值达 2.4 亿

元，带动 5000 多户农户增收，是张家界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

产业之一。

彩龙飞舞促成长
3月 15日，道县一中潇水学校，学生在飞舞彩带龙。近年来，该校结合大课间和课后服务时间，开设体育

健身、劳动教育、社团活动等兴趣课，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蒋克青 周燕 摄影报道

“果木红娘”出湘西
——凤凰县菖蒲塘村女子嫁接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湖南日报 3 月 15 日讯（全媒体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燕 郭雨欣）3 月 15 日 9 时

30 分，湘潭火炬学校的 700 余名四年级学

生来到韶山军博园开启军事研学活动。韶

山军博园副总经理朱建华介绍，该园自试

营业以来已接待 6 批学生团体，以长沙、株

洲、湘潭三市学生为主，日均入园量 1000

余人，团体研学预订单排到 4 月底。

韶山军博园总投资约 1.2 亿元，面积

150 余亩，设置退役武器展览区、军事拓展

区、军博馆、射击馆等活动区域，是一所集

红色培训、学生研学、团队拓展训练等综合

性国防军事教育基地。3 月 6 日，该园获批

湘潭市第四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湘潭市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

优越的自然景观，大力发展研学旅游产

业。目前，该市确立 63 家中小学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打造“研学+红色”“研学+营

地”“研学+农业”“研学+非遗”等研学游

产品。盘龙大观园充分利用自身基础设

施，打造优质劳动教育课堂，今年以来共

接待近 1 万名中小学生团队；占地 700 余

亩的华银生态农业示范园将三大产业深

度融合，集农耕劳动、素质拓展、红色教育

于一身；位于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的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以红色旅游资源和现代化

乡村建设为基础，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

“乡村课堂”。

“研学+红色”“研学+营地”“研学+农业”……

湘潭研学旅游百花齐放

绿色低碳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湖南加速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

湖南日报 3 月 15 日讯

（全媒体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周佳乐）今日，长沙市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发布《长沙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公告》，正式开启长

沙市 2023 年住宅用地供应。

本次挂牌 8 宗国有建设

用地，总面积 688 亩，总起始

价 67.95 亿元，其中，纯住宅

用地 6 宗，商住用地 2 宗。从

分布区域看，开福区 1 宗、天

心 区 1 宗 、自 贸 区（会 展 片

区）1 宗、湘江新区 5 宗。这些

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周边配

套设施成熟，以纯住宅用地

为主，且竞买门槛较低，全部

宗地已在长沙“供地云”平台

推介。

《长沙市 2023 年住宅用

地拟供应地块清单（第一次

公布）》拟供地块共计 31 宗

（含此次挂牌 8 宗地），总出

让面积 2752 亩，挂牌总评估

价 268.75 亿元，出让时间段

为 3 月 9 日至 6 月 9 日。6 月 9

日前，清单中其他 23 宗地块

将陆续挂牌出让。据了解，长

沙市将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科学制定年

度土地供应计划，根据以人定房、以房定地

原则，合理确定供应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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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当贤内助 只愿万家安
——永州市两位“全国公安机关好警嫂”的故事

新时代 新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