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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长沙市天心区城区，阳光温暖、绿

植勃发，一座座小公园里，坐着欢愉的老人，

打闹的孩童，经过的游客开心地拍照打卡，惬

意闲逛……一幅人与自然、城市与环境和谐

之美画卷徐徐展开。

在天心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天心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作为改善

民生福祉的关键大事，聚焦老旧小区提质、危

房改造、片区更新等重点工作，坚持“面子”与

“里子”齐抓、“硬件”与“软件”并举，着眼城市

长远发展，全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新征程、新面貌。2024 年，天心区城市人

居环境局又会铺排哪些项目，城市又将迎来

哪些蝶变？

更安全 156栋危房改造助百姓安居

危旧房屋改造是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城

市品质的民生工程。

根据《2024 年长沙市城镇危旧房屋改造

工作方案》要求，天心区 2024 年计划开工改造

城镇危旧房屋 158 栋。截至目前，7 处已完工、

151 处正在施工。

4 月中旬，在位于湘江中路的湖南电梯厂

宿舍危房改造项目现场，笔者看到房屋已于 3

月底倒栋，这块土地被国内某家银行总部看

中，不日将迎来蝶变。

电梯厂宿舍因修建年代久远，房屋建筑

结 构 存 在 一 定 安 全 隐 患 ，被 鉴 定 为 D 级 危

房。今年初，天心区启动对该项目的危房改

造，不到一个月，腾房倒地。

在城区危房改造重建上，天心区敢“首创”，

善破局。城南路街道里仁坡 2、3、4 栋房屋，建

于 1971 年，共 4 层 96 户，经鉴定为 D 级危房。

2022年天心区启动了里仁坡危房重建，该项目

作为天心区楼栋 D 级危房重建破局项目，是长

沙市主城区楼栋危房原址重建首例，用时 1年，

危房变新房，居民喜笑颜开回迁。

金盆岭街道沙湖村片区参照“四原”原则实施统筹重建，打

造了片区危房改造的升级模板，《长沙调研》2023 年第 9 期以“创

新统筹重建模式，实现危房变安居-天心区沙湖村成片自建房整

治工作破局的思考”为题进行报道。

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五一商圈又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

刻。商圈更安全，市民游客“打卡”更安心——2023 年来，五一商

圈聚焦当前整治和长远治理，推动商圈安全运行全面提档提级，

全力打造“四强五清六化”一流平安商圈。

作为五一商圈核心区的天心区，更是以“刮骨疗毒”的决心

推进隐患整改——55 栋 D 级危房中，51 栋已完成整改，剩余 4 栋

人员已撤离，处于封控管理中。

更宜居 102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城市发展的标志，不仅仅是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光鲜“面

子”，更是那些蜗居老旧小区居民民生改善的“底子”。天心区始

终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区域发展和民生福祉建设相结合，让人居

环境优化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自 2019 年以来，天心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一直走在全省、

全市前列。2019 年至 2023 年，共完成 262 个老旧小区项目，惠及

居民 4.5 万户。

2024 年，天心区还将铺排 43 个老旧小区改造，涉及房屋 217

栋、8775 户。目前正抓紧招标挂网等前期工作，计划 6 月份开工

建设。不仅如此，2024 年天心区老旧小区改造还加设了增补计

划，全区共铺排 102 个小区，涉及房屋 182 栋、8602 户。目前正在

开展前期居民意愿征集及方案设计等相关工作，计划 9 月份进

场施工。

公交小区、木材厂宿舍、湘林小区、水电八局小区……这些

小区都是有着四五十年历史的老旧小区，在改造过程中，天心区

从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三方面入手，推进违建拆除、楼顶防

水、排水管网、智能安防等改造内容，整个小区大变样。

近年来，天心区人居环境局还积极推进城市体检项目，结合

“十四五”规划和城市发展目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学位、

床位、车位、厕位、梯位”等方面补城市短板。

对 37 个“生活圈”创建为 AA 型、AAA 型绿色完整居住社区，

牵头制订全区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按照“一片一特”的思路组

织各实施主体编制 2024 年重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计划，统

筹全区十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系列的举措从民生出发，

让广大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发展的温度、幸福的质感。

更有品质 “一线四片”城区品质升级标杆“呼
之欲出”

4 月 15 日下午，天心区委书记吴新伟督导调度沿江“一线四

片”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表示要将“一线四片”打造为长沙城市更

新标杆、城区品质升级样板。

“一线四片”沿湘江东岸呈带状展开，长度约 2 公里，与湘

江、橘子洲、岳麓山互为映衬，共同构成长沙传统历史文化核心

段。其中，一线是指湘江岸线，四片包括新下河街、西文庙坪、下

碧湘街、油脂厂片区。2023 年长沙市委主要领导对“一线四片”

提出一年出亮点、两年见成效、三年成品牌的工作目标。

如今，新下河街片区已完成改造，建成了一座市民休闲公

园，新增了停车位，品质得到较大提升。

西文庙坪片区在保持现有明清时期历史风貌和城市肌理的

基础上，首开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造，首开区以城市民宿为

主，打造吃喝玩乐购“一站式”综合性深度体验城市民宿社区，今

年 7 月底，85 间民宿就可对外试营业。

下碧湘街片区中的核心区，将被打造成江畔商业中心，春节

前已启动建设，目前正在有条不紊施工中，通过古色古香街区的

打造，未来将呈现一幅湘江东岸的“清明上河图”。项目计划

2025 年底建成。

油脂厂片区致力于在充分尊重原有场地肌理的基础上，引

入新业态盘活闲置资源，打造长沙标杆型工业遗存改造项目。

日前，天心区“油脂厂工业遗存有机更新改造项目”在国际盛会

上争得“在地基因挖掘与活化奖”这一城市更新大奖，全国仅有 7

个。

笔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正抓紧施工，主体建筑有望

月底完工。届时场区将进入装修及二次结构改造阶段，始建于

1936 年的大油桶将被植入新的业态，展现新的活力。该项目有

望于今年 8 月对外开放。

“我们的目标是 2025 年之前，实现新建项目全面竣工投用，

把整个片区打造成城市更新的示范样板、城市形象的展示窗口、

城市经济的创新典范。”天心区人居环境局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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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国饮，始于茶陵。

近年来，这个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农

业大县，在工业制造领域不断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积极构建“政府+企业+人才”

三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攻关体系，大力推进

创新提升行动和科技成果转化。

2023 年，茶陵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5 家。2024 年一季

度，全县完成企业研发投入 2700 万元，3 个

重大科技成果得以转化落地。

湘东古城，科技成果转化频频出圈，

“引水活源”有何妙方？

抛出“橄榄枝”，政府引导
“谋研发”

4 月 17 日，在城南晶彩电子的车间里，

一条全新的自动 LCD 生产线正在组装。

近 20 米长的生产线启动后，上料、点

硅胶、固化、自动测试等多道工序无周转连

接；机械手升降横移间，一块块浅墨色的液

晶屏便“列队”而出。

“这是行业内最新的生产线，去年我们

已采购过 2 组，今年这是第 3 组。”晶彩电子

副总经理周友军介绍，为了让产品更好地

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累计投入 200 余万元

更新设备，生产效率提高 2 至 3 倍。

谋“新”重“质”，是晶彩电子的不二法

宝。周友军告诉表示，公司每年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入 4.5%以上。其中，晶彩电子自

主研发的液晶显示全视角产品，可保证屏

幕内容在各个角度都清晰可见，产品市场

遍及国内和印度、日本、欧美等地区。

目前，该公司已拥有 3 项发明专利，24

项实用新型专利，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智能制造

示范车间等称号。

短短几年，晶彩电子为何能不断“上

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闯出了一方天

地？

“政府的激励，给我们吃下坚持以技术

谋出路的‘定心丸’。”晶彩电子财务经理邹

唤阳表示，2017 年以来，茶陵县财政累计给

予公司近 170 万元资金支持，包括科技创

新突出贡献奖励 20 万元、研发奖补 64.53

万元等。

2023 年，晶彩电子产值达 1.38 亿元，企

业纳税 800 余万元。今年，茶陵县科技和

工业信息化局将支持晶彩电子在株洲市建

立离岸研发中心，为县域双创人才瓶颈问

题开出一剂良药。

“促进科技成果在县域内转化，我们在

‘培’字上出硬招。”茶陵县科技和工业信息

化局局长肖凌武表示，近三年来，全县拨付

科技创新经费 700 余万元。

今年，茶陵县拟出台《茶陵县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茶陵县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若干措施》，将分领域、分层次选

树一批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的头雁企业，

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

产业。

架起“联姻桥”，牵手央企
“结金果”

与云阳山相对，毗邻武深高速，在茶陵

县心桥街一间占地 400 平方米的厂房内，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旋翼无人机。2022 年，

位于此处的懿鹏航空与株洲 608 所签订了

4 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一家县企，为何能与央企“联姻”？事

实上，懿鹏航空自主研发了一项国内首创

技术——将汽车、摩托车的活塞发动机改

造成航空发动机，让大载重无人机能用普

通汽油作为动力燃料。目前该技术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已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

合作确立后，懿鹏航空将此技术提供

给株洲 608 所，株洲 608 所则为其提供涡轴

油电混合发动机。两企强强联手，合作研

发油电混合无人机，“剑指”电动多旋翼无

人机续航时间短、载重小的难题。

历时一年，该项目成功起航，改造后的

油电混合无人机可载重 500 公斤、连续飞

行 1 小时，续航时间是电动多旋翼无人机

的 6 倍。同时，配备油电混合闭环控制系

统，发动机故障时可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

以保证飞行安全。

借得东风好扬帆，牵手央企还带来了

综合效应。“在研发过程中，我们就接到了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一笔 1200 万

元的订单。”懿鹏航空总经理马伟平表示，

该项目完全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新增产值

1.5 亿元，新增利税 500 万元。

“株洲 608 所还在帮助我们搭建数字

化管理平台，以后在线上就能查看材料装

配流程、产品出厂时间了。”马伟平告诉笔

者，与株洲 608 所合作，不仅促进公司技术

提升，还能借鉴央企先进的生产、管理模

式，规范公司经营。

4 年 合 作 之 期 未 满 ，未 来 仍 大 有 可

为。下一步，懿鹏航空将抓住低空开放的

契机，与株洲 608 所携手研发直升机。

近年来，茶陵县开展“央企带县企、大

手牵小手”合作，建设“企业赋能工作室”

“产业链对接联络站”等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

一条条“联姻桥”架起后，落地结出“金

果”。2022 年以来，茶陵本土县企与株洲

608 所、中车时代等央企合作，攻克了大载

重无人机轻量化设计、仿真以及减震降噪、

微网储能 353 千瓦时系统等多项科研技术

难题。

开辟“通天路”，产研转化
“抢先机”

花香蝶自来，新材料产业在茶陵的蓬

勃发展为人才引进提供了广阔舞台。

在亿润新材的车间与展厅里，环形、片

状、游星轮型的材料样品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材料大至近 6 平方米，可安装在高铁、

动车车底；小至指甲盖大小，能弯曲折叠，

制作取暖器、发热鞋垫等产品。

一片厚度仅几毫米的材料，要为不同

形状的产品导热、阻燃，并非易事。亿润新

材综合部部长沈小华介绍，制作异形产品

时，由于材料弯曲度不同，发热板温度不均

匀，局部高温时易造成“烧板”。

面对技术难关，茶陵架起“通天路”，引

人才来“攻关”。

“楚盛博士来了后，帮助我们成功研发

新型液态金属发热材料，解决了‘烧板’问

题。”沈小华口中的楚博士，是来自中山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楚盛教授。

2022 年 12 月 ，在 茶 陵 经 开 区 的 支 持

下，亿润新材与中山大学楚盛博士合作，创

建茶陵县首个博士工作站。同时，公司投

资 100 余万元设立研发工作室、样品试产

车间，支持楚盛博士团队开展工作。

在工作站，博士团队的办公室就连着

亿润新材的实验室与生产车间。“楚博士每

个月会带领一支 6 人团队，来实验室和我

们讨论异形材料的设计细节，并在车间指

导样品制作。”亿润新材技术工程师姚君飞

说，历经 6 个月、50 余次实验后，他和博士

团队逐步找到合适的材料型号，液态金属

发热材料成功研制。

2023 年 6 月以来，该材料推向市场，凭

借其质量轻、体积小、导热快、发热均匀稳

定等优势，广泛使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加热、农业取暖应用等领域。目前，亿润

新材已与比亚迪汽车、广东力王、小熊电器

等品牌达成初步合作。

“茶陵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科技企业转

型提升，人才跟不上，成了最大的难题。”茶

陵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刘年勇表示，将

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

能缩短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品优化升

级的周期，进而抢占同类产品技术制高点

和市场先机。

去年，茶陵经开区还与中车株洲所共

同搭建“博士讲坛”，邀请博士、专家每月为

园区企业和干部授课；借助中车时代学院

成功经验与资源，创办茶陵经开区产业发

展学院，聘请专家、博士作为长期顾问。

目前，茶陵已邀请专家授课 10 次，为

200 余名干部和企业家“充电”；2024 年，该

县将进一步深化与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中

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中车、北京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等 12 所高校、科研

院所、央企（国企）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政企研学“合璧”湘东小城“妙方”
——茶陵创新提升行动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生根

张建平 刘韵霞 欧红侃 阳 童 汪 瑶

晶彩电子的自动LCD生产线。 刘韵霞 摄

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是骑

行者遇到危险时最后一道防线。岳阳将不

戴安全头盔骑乘摩托车、电动车等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纳入“春季行动”的重点整治，

强劲推进“戴帽工程”。

目前，岳阳正实施“六个一律”推进“戴

帽工程”。即对不戴头盔的骑乘人员一律

依法处罚、一律开展现场教育、一律消除安

全隐患再放行、对无证驾驶并未戴头盔的

一律拘留、对符合暂扣规定的摩托车、电动

车一律暂扣，对“戴帽率”考核不达标的县

市区一律启动约谈问责，推动涉摩道路交

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

坚持问题导向，岳阳压实县市区政府主

体责任和市直职能部门牵头责任，查违法行

为又查源头责任，强化综合督导治理；全市交

警部门和农村派出所采取“流动巡逻+定点守

卡”模式，加大路面警力投入和查处力度，对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超员、闯

红灯、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实

现区域全覆盖；组织联合开展道路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拆下“夺命

伞”戴上“保命盔”宣传和整治行动，及时消除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组织民辅警、乡镇村干部和农村“两

员”，深入学校、农村、社区、加油站、企业、临街商铺、田

间地头开展专题宣传；调度各类媒体加大整治行动宣

传力度，并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曝光，倒逼提升戴帽率。

（徐典波 文和生 陆 晔）

没有发生“小火亡人”事故，交通亡人

事故、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明显……这

是衡阳市今年 3 月启动消防安全、道路交

通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简称“两

大行动”）以来，交出的“平安答卷”。

这组数据背后，凝聚的是衡阳市各级

负责人带队暗访督导、127 个督导组常态

化排查的心血，是衡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累

计检查社会单位 2929 家、督促整改火灾隐

患 4183 处的汗水，是交通警察支队全员上

路，全力清剿隐患、查处 26.8 万起违法行为

的付出，也是 60 万“衡阳群众”志愿者密集

开展“敲门行动”的结果。

4 月 15 日 17 时 20 分，星期一。衡阳市

柘里渡小学 6个年级集中放学，附近还有一

个在建工地，交通压力大，安全隐患多。衡

阳市公安交警支队蒸湘大队民警早早来到

现场，维持秩序，保障车辆、行人有序通行。

“我们对全市 300 多所大中小学校的

交通隐患、交通状况都进行了摸排。根据

各学校不同路况、时段等特点，制定了相应

的应对方案，并与各大队进行‘点对点’现

场交办。”衡阳市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周

洪彬说。

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查处客车超

员载客……衡阳市聚焦事故预防，强化道

路 隐 患 排 查 ，多 措 并 举 筑 牢 交 通 安 全 防

线。据统计，道路交通“压事故、保平安”行

动开展以来，该市共查处交通违法 26.8 万

起，查处涉嫌非法营运车 135 辆、“交通违

法王”41 台，预警重点隐患车辆 820 台，拦

处 769 台，对 65 辆湘籍高风险嫌疑车辆逐

一登记造册、上门警示管控，通报交办高风

险客危货运输企业 13 家，集中约谈 7 家高

风险运输企业。

消防安全同样不容忽视。“独居老人、留

守儿童和行动不便人士，是‘小火亡人’的主

要受害者。为此，市县两级财政投入专项资

金购买了双温双控取暖设备 9000 余个，组

织消防宣传服务队员、志愿者为特殊人群提

供‘一对一’上门服务，为他们置换了合格的

取暖设备，送去了‘消防大礼包’。”衡阳市消

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黄立军说。

衡阳市安委会还制定“七个从严”硬

措 施 ，加 大 对 社 会 面 的 消 防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力 度 。 衡 阳 消 防 与 市 公 安 、应 急 、交

通、住建、教育、市监、民政等 9 个部门会

商，厘清了安全监管职责边界模糊问题，

强化了各部门主责主业，联合对医疗、养

老、寄宿制学校等开展摸排，推动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据介绍，衡阳明确了市级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 154 家、县级 2428 家，暗访检查 486

家，累计检查 2929 家，督促整改隐患 4183

处 。 提 级

市政府挂牌督

办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13 家，立案重大火灾隐

患 24 家，推动 22 家重大火

灾隐患整改销案，对“小火亡人”事

故追责处理 21 人。

“交通、消防双重奏”，“衡阳群众”齐参

与 。“两 大 行 动 ”开 展 以 来 ，60 万“衡 阳 群

众”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敲门行动”，举办

全市中小学“安全示范第一课”、企业安全

宣讲等“安全大课堂”线上线下活动，累计

超 1000 万人次观看，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

的安全意识，为衡阳实施“制造立市、文旅

兴城”战略筑起安全防火墙，提供坚实的安

全支撑。 （周明韬 申忠文）

衡阳消防、交通集中整治行动交出“平安答卷”

为 进 一 步 深 入 推 进 国 省 道 沿 线

交通事故精准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

减少农村地区交通事故，连日来，蓝

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力下沉

国道 537 沿线蓝山县所城镇所城村、

高良头村、长铺村等地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将交通安全知识带到

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该大队民辅警采取面

对面宣讲、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结合案例以案说法等形式，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耐心讲解乘

坐农用车、三轮车、人货混装、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超员、超速、疲劳驾驶、

随意横穿马路以及骑乘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危害，提醒群众过马路、骑车、

乘车应注意事项。根据活动倡议，广

大村民纷纷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并

在机动车身张贴交通安全反光提示

条。民警叮嘱大家要时刻牢记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

交 通 安 全 意 识 ，学 会“ 知 危 险 、会 避

险”。

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国省道沿

线村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41 场

次，建设行政村及农村中小学宣传阵

地 36 处，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1 万余

份。

（曾庆屏 李贵日）

蓝山交警教会村民“知危险，会避险”岳
阳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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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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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正是早稻生产关键时期，在

道县蚣坝镇“早专晚优+油菜”万亩示

范 片 内 ，农 民 正 在 忙 着 抢 晴 栽 插 早

稻。天上无人机正在施肥，一次可装

肥料 100 斤，一天可完成 300 亩；地上

高速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瞬间一

行行秧苗整齐排序，广袤的营阳大地

好似一幅欣欣向荣的春耕图。

“道县地处湘南，是典型的丘陵地

区 ，每 台 高 速 插 秧 机 每 天 可 插 大 田

30-40 亩，比人工栽秧快 10 倍以上。”

道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邓宪勇说，种植

大户的秧苗都是订单生产，每亩交付

200 元 ，育 秧 工 厂 负 责 代 育 秧 、代 机

插，省心又省力。

近年来，道县大力推广农机化新

技术、新机具运用，促进水稻生产向规

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数字化发展。

实行育秧大棚建设、早稻集中育秧、机

插机抛作业补贴等奖补政策，建设育

秧大棚可享受 40 元/平方米的补贴。

全县建成育秧大棚 32.2 万平方米，综

合利用烤烟大棚、蔬菜大棚 39 万平方

米，一个批次可提供育秧服务面积 10

万亩以上。培育早稻集中育秧主体

356 个，完成集中育秧面积 20 万亩，其

中北斗智慧机插机抛秧 6.5 万亩。截

至 4 月 21 日，全县完成早稻移栽面积

21.2 万亩，其中加装北斗智慧机插机

抛 6.1 万亩，可带动全县机插机抛 12

万亩以上，充分发挥了新质生产力赋

能早稻生产的巨大作用。

（盘 林 何庭军）

道县早稻生产唱响“四化”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