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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如果从1993年江南汽车公司生产第一台汽
车整车算起，湘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经走过
了28个年头。而过去的10年，则是湘潭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快速崛起的“黄金十年”。

从“汽车梦”到“汽车城”，再到打造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集群，湘潭人对汽车产业的“野心”
越来越大，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4月28日，湖南华研实验室在湘潭经开区开
业运营。一个属于湘潭汽车产业的新时代宣告
来临！

这是湘潭汽车产业的新时代，也是湖南汽
车产业的新时代。

一体化中看担当，高质量里显本领。抢抓
长株潭都市圈国家战略机遇，加快融入长株潭
一体化发展，湘潭正在奋力奔跑，将更多优势转
化为不可替代的胜势。

“汽车梦”

湘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的历史，起于
上世纪70年代初。

1970年2月，湘潭地区机床厂、轴承厂、交通
机械厂三厂联合，只用3个月就拼造出一台洞庭
牌130汽车。这是湘潭历史上首台自产汽车。

遗憾的是，由于上马仓促、相关技术不过硬
等原因，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太顺利的开端，没有磨灭湘潭人追逐“汽
车梦”的激情。

1985年，湘潭市汽车修配厂开始改装日本

铃木面包车，负责生产微型汽车覆盖件及总
装。同年 9月，组装出第一辆样车，年底生产出
成品。与它相隔不远的湘潭县汽车修配厂，恢
复了改装长途客车业务，后来扩展到自行设计
生产。

然而，因为社会需求量小，这些汽车生产企
业的规模都很小。

而湘潭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发展历史，最早可
追溯到1932年。当时湖南汽车修理总厂在湘潭
下摄司、湘乡等地设立分厂，在进行汽车维修业
务的同时，兼造活塞、活塞环、飞轮壳和水泵总成
等10多种配件。新中国成立后，江南机器厂根据
市场需要，先后生产出7种汽车零部件。到1985
年，湘潭从事汽车配件制造的工厂已有5家。

1993年6月20日，对湘潭汽车产业来说，是
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江南第一批 10
台江南奥拓轿车下线，湘潭人追逐了几十年的

“汽车梦”终于实现。
往后几年，湘潭人的“汽车梦”越做越大。
2001年至 2005年，江南汽车公司与浙江吉

利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合资合作，江南奥拓推
出了基本款、普通款、豪华款、江南公主、江南王
子等系列产品，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江南风光”“江南传奇”等中档轿车，形成了
多品种、系列化的产品格局。

2007年 5月 12日，江南汽车公司与众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牵手”。5年后，江南汽车公司
生产整车 5.58万辆，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 20.67
亿元，同比增长44.1%。

产业串珠成链

湘潭是国家“一五”“二五”时期重点布局的
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最初的“汽车梦”，
显然不能让这座以工业为荣的城市满足。

基于更宏大的目标和理想，湘潭市委、市政
府开始了长远的汽车产业规划布局。

“作为中部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湖南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可以说，湖南拥有发展汽
车产业所需的极佳区位优势。同时，这片区域
人口密度大、市场潜力巨大。”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助理、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湖南华研实验室
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敏说。

也许是看准了“立体化”的区位优势和辐射
宽广的轿车消费市场，2005年11月，吉利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在湘潭经开区投资建设吉利汽车湘
潭基地。

仅用几年时间，“吉利”就书写了一部爆发
式发展传奇：2009年，吉利汽车湘潭基地的汽车
产量、销售额和税收，分别同比增长 4.62倍、4
倍、4.25倍。2012年11月，吉利汽车湘潭基地月
产突破1万辆，成为吉利汽车旗下产能最大的基
地。2013年，吉利汽车湘潭基地成为湖南第 18
家百亿企业、湘潭经开区首个产值过百亿元的
企业。2019年前9月，在全国汽车销量低迷的大
背景下，吉利汽车湘潭基地累计完成整车产销
16.9万辆，同比增长 10.36%；累计实现总产值
157亿元，同比增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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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从湖南华研实验室开业运营看湘潭加速融入长株潭一体化的“新跑法”

本报记者 王超

①“五一”假期，修缮后的毛泽东同志故居迎来大批游客参观。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② 5月2日晚，窑湾历史文化街区灯光璀璨，吸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③ 5月1日，家长带着孩子在菊花塘公园游玩。 （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本报讯（记者 谷桔 吴新春 通讯员 周
燕） 5月 5日立夏，气温逐渐攀升，“五一”期
间，我市旅游市场和天气一样“热”起来。据
市文旅广体局不完全统计，假日期间，我市
纳入监测的 12 家 A 级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60.73万人次，12家住宿单位共接待住宿游
客 1.28万人，7家文化服务单位共接待游客
2.89万人次。

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五
一”假期，全市假日旅游高位运行、平稳有序，
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和亮点：

红色旅游魅力不减。韶山旅游区在我

市各景区点接待量排名中一直独占鳌头，在
全省也名列前茅。据统计，假期 5天，韶山
旅游区接待游客 34.77万人次，占全市受监
测的 12 家旅游区点接待总量的 57.25%，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10420万元。彭德怀纪念馆
假期共接待游客 5.57万人次，占全市受监测
的 12 家旅游区点接待总量的 9.17%。红色
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再次彰显我市红色旅游
魅力。

乡村旅游备受青睐。春光正好，我市各星
级乡村旅游区点也迎来了游客高峰，赏田园风
光、吃农家饭、住农家院，成为不少游客节日休

闲的首选。假日期间，我市纳入假日旅游监测
的 6家乡村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2.31万人
次，其中排头乡湘之坊生态农庄接待游客量最
高，达0.99万人次。

旅游活动精彩纷呈。“五一”期间，我市各
旅游景点纷纷推出趣味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市
民的“文化大餐”。首届国际焰火音乐节在盘
龙大观园震撼亮相，带来极致视听盛宴。“相约
万楼”灯光秀如约在万楼城楼上演，与万千游
客共度璀璨光影之夜。“湘潭十八总·湘江图”
中国城总文化旅游度假区环球马戏嘉年华精
彩刺激，让广大游客朋友直呼过瘾。

“五一”假期，全市旅游市场“热”起来

本报讯（符瑶 钟佳燊 李理）“今年一季
度，通过平台在线调度公务用车 26533次，实现
线上调度率 100%。”日前，我们从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获悉，自我市公务用车信息管理平台投入
使用以来，经过近半年的试运营，平台“指尖办”

“云监测”“数据通”等效能凸显，标志着我市公
务用车管理步入“云时代”。

全市公务用车改革完成后，为巩固改革成

果，适应不断变化的公车需求，我市启动了公务
用车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于去年底正式投入使
用。平台采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实现全市车辆管控一张网、车辆调度线上
办、运行动态实时显。同时，平台采用移动互联
方式，开启移动端、桌面端等应用场景，通过手
机、平板、电脑等均可以申请公务用车，公务出
行实现“指尖办、马上办、网上办”，让公车出行

更加便捷高效。
与此同时，利用平台建设契机，我市将全市

1202台公务用车全部纳入一张网监管，并按要
求全部喷涂标识、统一加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可对“有派车单无行驶轨迹”和“有行驶轨迹无
派车单”等情况进行“云监测”，实现省市县三级
互联互通，切实做到便捷派车、高效用车、透明
管车、有效督车，让公车出行更阳光透明。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
我市将进一步拓展平台的覆盖范围，加强对车
辆、人员的精细化管理和大数据分析应用，全面
提高公车服务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准确性，让公
车管理变得更加智能规范。

欢度
“五一”

信息管理平台效能凸显

我市公务用车监管步入“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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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鼎臣）学党史，强信
念，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
市在青少年群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涵丰
富的党史学习教育，掀起了青少年学习党
史的热潮。

市教育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市委党史
办等部门拍摄了《听爷爷讲党史故事》专
栏，以“线上线下联动，网络立体传播”的
形式，连续展播精选党史及人物故事，让
全市广大青少年了解湘潭这片红色土地
上发生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和感人事
迹，激发他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理想信
念。“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扫英烈”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中，上千名市直学校师生代
表前往市烈士陵园，表达对先烈的敬仰和
缅怀之情。

团市委根据青少年特点，组织了青年
志愿者协会，联合湘潭大学开展了“飞行
棋”特色党史教育活动，以趣味生动的形
式传授党史知识，提升党史学习效果。团
市委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走访和联系
青少年过程中，为青少年特别是困难青少
年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七彩童年
梦想书屋”图书捐赠活动的开展，给农村

留守儿童打造了“梦想书屋”，为孩子们读
书学习创造条件。

“‘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是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前不
久，市十一中党委、科技体育组举办了“做
红船学党史，‘红船精神’留心间”南湖红
船模型制作活动。老师为学生们讲述了
南湖红船的故事，介绍了“红船精神”的内
涵，带领学生制作红船模型。活动的开展
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让他们
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进一步领悟了“红船
精神”，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毛泽东同志
的《七律·长征》……”雨湖区金庭宝庆路
学校六年级348班举行的党史故事主题宣
讲中，学生走上讲台，分享党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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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容容）连日来，我市
各地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
办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着力提升整
改实效。5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迎
春带队深入雨湖区、岳塘区、湘潭经开区
开展现场督导，副市长陈小山参加。

5月 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给湘潭市信访事项4件。其中重
点件 1件，按责任单位划分为：雨湖区 2
件、湘乡市 1件、湘潭县 1件。截至 5月 2
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累计
交办给湘潭市信访事项230件，其中，重点
件 27件，占总数的 11.7%；前 19批次累计
交办信访件 162件，已办结 38件，阶段性
办结10件，办结率为29.6%。从污染类型
来看，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占
比31.7%。

3日，张迎春先后深入湘潭经开区湖
南巨发科技有限公司、雨湖区鹤岭镇金源
采石场、岳塘区湖南金航港务有限责任公
司和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现场督
导，详细了解问题原因和对标整改情况，

并召集雨湖区、岳塘区及相关市直部门负
责人，召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信访办理工
作调度会。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相关
负责人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在分会场参加
调度。

张迎春强调，环保是事关老百姓的大
事，各县（市）区及相关市直部门要从思想、
行动、措施、效果等各个层面高度重视，切
实把主要力量、专业力量投入到整改工作
中来，深刻剖析交办的问题及原因，扎实推
进整改；要精准施策，做到真改、实改、快
改，做好阶段性整改工作的同时，兼顾做好
群众思想工作；要讲究方法，注重按时间范
围选择办理事项，准确把握办结与阶段性
办结标准；要加强调度指导，加强沟通汇
报，实事求是，及时、如实汇报整改推进情
况，做好息诉息访和群众工作，确保整改扎
实有效，努力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老百
姓的幸福指数、认可指数。

我市掀起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张迎春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整改

用干部的辛苦指数
换取老百姓的幸福和认可指数

本报讯（记者 陈静 见习记者 陈
锦）记者日前从韶山市有关部门获悉，已
纳入长株潭一体化 2021年三十大标志工
程和省重点项目的韶山创新成果专题展
示馆进展顺利，项目总体规划编制基本完
成，月壤馆完成主体建设。

1965年 5月，毛泽东同志在《水调歌
头·重上井冈山》诗词中用“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描绘了探索宇宙的航
天梦和探测深海的海洋梦。2012年 12
月，教育部和湖南省政府联合致函国家国
防科工局，申请在韶山设立月球土壤和其
他深空探测样品异地存储基地。2014年
12月，国家国防科工局、财政部批复同意
在韶山实施月球土壤和其他深空探测样
品异地存储项目。2020年 12月 17日，国
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

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家航
天局决定把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乡作为
月壤异地灾备点，以告慰毛主席‘可上九
天揽月’的夙愿”。目前，“神州十号”返回
舱已顺利落户韶山，月壤、奋斗者号潜水
器和其他深空、深海探测设备和样品异地
存储项目也将在韶山落地。

韶山创新成果专题展示馆位于韶山
航天小镇，背靠景区、面临城区，距沪昆高
铁韶山南站 2公里，距高速公路出口 1公
里，在通往核心景区的必经之地。韶山航
天小镇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1918亩，工程
投资约18.6亿元，计划分三期实施。一期
为专题展示馆，包含一个展览主馆、两个
副馆（A馆为红色体验馆、B馆为新媒体互
动馆）、一个预留馆、一个可放置大型火箭
模型装置的展示平台。 下转7版②

韶山创新成果专题展示馆项目抓紧实施
总体规划编制基本完成，月壤馆完成主体建设

引领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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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国内旅游
出游2.3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