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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哪吒之魔童闹海》总票
房频频刷新纪录，登上中国电影票房总
榜榜首。

而随着票房的飙升，官方授权的周
边产品同样热度不减，甚至“一吒难
求”。作为该电影周边3D塑胶类食品玩
具的全国唯一 IP授权生产制造商，湖南
桑尼森迪玩具制造有限公司正全力以赴
投入生产。

2月 6日，湘潭综保区内，湖南桑尼
森迪玩具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忙碌
不已。上百名工人在生产线上，将一个
个“魔童哪吒”塑胶玩偶加工成型。

“公司在农历新年前生产的一批哪
吒印章款盲盒产品专供好想来零食店，
现在已经全部卖断货。从正月初六复工
后，公司满负荷生产。”公司董事长杨杰
介绍，1月 29日公司开始在抖音直播预
售《哪吒之魔童闹海》周边系列手办盲
盒，截至2月6日20时，已下单预售37万
余套，位居抖音带货榜桌游周边类产品
第一。

从 2015年来潭至今，桑尼森迪已走
过了10个年头。

“刚来湘潭的时候我们规模很小，大
概是 60人的团队。到现在增长了约 9
倍，达到近600人。”杨杰说，来湘潭这10
年，他的感受非常深。

杨杰介绍，刚起步时，公司遇到的困
难和阻力其实比较大，而这几年发展却
非常快。他说，2024年是公司发展最好
的一年，业绩翻番，订单金额超过 4亿
元。2025年，公司将瞄准10亿元产值的
目标全力奋进。

在谈到湘潭的营商环境时，杨杰表
示：“我觉得湘潭的营商环境是越来越
好。”他说，湘潭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
做得非常出色。政府提供了诸多优惠政
策，如解决人才子女入学问题等，这使得
更多的人才愿意留在湘潭。同时，湘潭
的房价相对于长沙或广东等地具有明显
优势，公司的高管基本上都在湘潭购房，
这为企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另外，湘潭各级政府对企业的关心
和支持也是桑尼森迪得以快速发展的关
键因素之一。政府会第一时间将惠企政
策传达到企业，确保企业能够及时享受

到政策红利。杨杰表示：“这对企业的发
展，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作为湘潭的招商大使，杨杰经常会
与他的同行、供应商、校友分享他在湘潭
的投资经验，并告诉他们：“来湘潭投资，
肯定没错！”

桑尼森迪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与《哪
吒之魔童闹海》的合作上，早在 2017年，
该公司就凭借《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
周边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与意大利
最大的超市 Esselunge等全球知名超市
达成合作。

桑尼森迪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先进

的生产工艺。公司成立之初便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研发，成功探索出了“食品级玩
具模具多色多材料注塑一体化成型工
艺”，使得生产的玩具闻起来没有一点油
漆气味。目前，该公司已注册了 20多项
国际专利，国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更是
赢得了世界谈判的话语权。

展望 2025年，杨杰说：“未来的市场
非常具有挑战性、不可预测性。但我个
人非常看好国内动漫的周边产品市场，
公司将不遗余力去深耕、去做透。”他坚
信，在湘潭这片投资热土上，桑尼森迪将
会迎来更加长足的发展。

我市“春节招聘周”
大型招聘活动启幕

本报讯（记者 熊婷 通讯员 刘颖桢）2月 7日，我市 2025年
“春节招聘周”首场大型招聘会在湘潭市智慧人才市场举行，70
余家用人单位提供3347个就业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这次“春节招聘周”大型招聘会采取了“1+1+1”模式，即融合
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会、直播带岗，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2月7日至9日，连续3天在湘潭市智慧人才市场举行。“春节
招聘周”大型招聘会也是我市2025年“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
之一。

当天一早，市民莫女士带着简历进入湘潭市智慧人才市场，
立马有工作人员递上一份《湘潭市2025年“春风行动”系列招聘
活动岗位信息表》，她迅速翻阅浏览岗位信息，希望能在家门口
找到一份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增收的工作。

现场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求职者。他们或通过自助求职机快
捷筛选岗位信息，或直接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329人次。在“湘潭招聘”“湘潭公共招聘”等短视频
平台直播间，直播带岗线上咨询也十分火热，累计观看人数达到
2万余人次。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
动期间，全市预计举办100余场现场招聘会，为求职者与用人单
位之间搭建起沟通对接“桥梁”，让该就业的人想就业，让想就业
的人能就业，让能就业的人就好业。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招投标首日 市场主体参与火爆
本报讯（记者 杨阳）2月 6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个开

标室内座无虚席，每场交易的投标企业数量达到三四十家，较以
往有大幅增加。招投标企业普遍认为，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持续优服务、减流程、降成本、提效率，大力构建公开透明、竞
争有序、高效廉洁的市场环境，使大家参与投标的积极性更高，
对发展的信心更足。

为了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该中心按照公
共资源交易领域专项整治行动要求，依托电子信息化技术，推进
交易全流程电子化，实现全过程“数字见证”，对交易项目全环
节、全流程、全数据信息资料以及交易参与各方在交易现场的行
为进行实时记录，并纳入项目档案进行存档，进一步强化了交易
服务的智能化、规范化管理，营造了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的交易
环境。

据了解，今年1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出台了社会类项
目进场交易规程，有效规范了社会类项目交易活动管理和交易
各方场内行为，切实提高了交易服务见证质量和效率。随着数
字见证模式全面开启、交易平台服务不断完善、政策效能持续扩
大、服务保障日益增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服务供给能力有
效提升，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到湘潭投资发展，参
与招投标的企业明显增多，市场活跃度更高。

春节期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零事故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刘晓君）春节前后，市农业农

村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农产品质量监管行动，确保辖
内没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切实守护了全市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自 1月 21日起，市农业农村局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组，重点针对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等环
节，随机抽取了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共计23批次样品，送往第三
方检测中心进行质量检测。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抽样程序，详细
记录样品信息，并对相关商户的进货台账、检验合格证明等进行
了检查。同时，现场发放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普知识和政
策法规资料，为经营户、消费者提供帮助。

春节假期，联合执法队员舍小家为大家，坚持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行动，“望、闻、问、切”细致入微，自始至终文明执法、
阳光执法，确保没有问题农产品流入市场，为全市人民过上安定
祥和的春节贡献了应有力量。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永远
在路上。全市各级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协作，完
善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利
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确保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安全。

气温走低 警惕“小火亡人”
本报讯（记者 李涛）2月7日，记者从我市应急、消防等部门

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下降明显，家庭用火、用电、用气量大，火
灾风险随之增加，市民尤其要警惕“小火亡人”事故。

1月29日早晨6时多，岳塘区湘钢新三村一民房起火，消防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栋居民楼四楼窗户正往外冒火，
指挥员立即将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利用水枪对准着火点灭火，
另一组破门进入室内搜救，并成功将一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
地带。经过约15分钟的扑救，火被扑灭，避免了“小火”酿成大的
损失。

“所谓‘小火亡人’，是指火灾中经济损失小，过火面积小，受
灾户数和人数相对少，但又造成人员死亡的火灾事故。”市应急
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这类事故主要有季节性高发、夜间熟睡期
间高发、过火面积小、多集中在生活区域且受灾者多为弱势群体
等特点。近期，国内已发生多起因“小火”引发的火灾险情。

连日来，我市各县（市）区、乡镇（街道）和应急管理、消防救
援部门针对低温天气持续状况，深入开展“敲门行动”和安全检
查，共发放资料 9896余份，发送安全提示短信 13151条次，严防

“小火亡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发生。
消防人员提醒，为有效防范“小火亡人”事故，市民朋友须注

意用电安全，不乱扔烟头，做好燃气安全，做好“三清三关”（清厨
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电动车要到集中充
电棚充电，不要在楼顶、楼道等公共区域熏腊肉。特别要做到安
全烤火取暖，烤火取暖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品，取暖电器不要用
来烘烤衣物；外出或睡前要做到“人走电断”，以免引发火灾；不要
在封闭的室内使用炭火，保持开窗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雪花盖顶”“枯树盘根”“珠联璧
合”“玉带缠腰”……这些说的都是湘
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湘潭虾
舞的招牌招式。住在湘潭市雨湖区
十八总附近的谭光明、张利珍两口子
都是湘潭虾舞的代表性传承人。

湘潭虾舞是流传于水运行业的
一种民间舞蹈，流传千年。通常由
两个人合作表演，合力撑起一条长
1.2米的虾灯，虾灯主体由竹篾和铁
丝捆紧制成，缝制了数百片黄绿相
间的“鳞片”。舞动时，“虾头”引着

“虾尾”完成 4个招式，时而跳跃、时
而飞舞，配合默契，仿佛一只虾子在
水中游动，活灵活现。

虾舞的发展和落寞，与渔业的
兴衰息息相关。而湖南作为鱼米之
乡，渔业资源的丰盛更为虾舞的产
生和发展提供了沃土。

1956年，湘潭庆祝木帆船合作
社（湘潭市水运总公司的前身）成立
举办庆祝活动，船工们表演了虾舞，
这也是谭光明第一次见到这种表

演。相较于谭光明，张利珍与虾舞
的缘分更深，她的哥哥曾是水运公
司跑船的船夫，她说:“舞虾是船夫们
逢年过节的传统节目，不管船开到
了哪里，船工们都会上岸表演舞虾，
寓意吉祥。”

往年，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不
出意外的话，谭光明、张利珍都会表
演舞虾。他们回忆，当时有一套新
春班子，包括了舞虾、舞狮、舞龙的
队员和吹唢呐、敲锣鼓的乐队。每
次出行就是好几辆大货车，闹哄哄
地去大型商店、厂矿或政府部门演
出。“每次演出就是两三个小时，大
家排着队挤着看热闹。”

年前，我们拜访了谭光明、张利
珍夫妇。他们已经“歇业”近一个月
了。在一次非遗进校园的展演中，张
利珍左手受了伤。两位老人都已经年
逾古稀，虽然嘴上总说着舞不动了，

但是在近年举办的旅发大会等重要
节会上，始终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谈起相伴一辈子的虾舞，两位
老人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老伙
计”现在已被精细保护陈列。拆开
防尘的塑料袋，张利珍轻抚虾灯上
的“鳞片”，她说，“过去，这些鳞片是
用纸糊的，既不防水又不能长久保
存，后来我就用绸缎代替。”

湘潭虾舞作为船工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珍贵技艺，成为湘潭航运
文化的历史缩影，见证了湘潭百年
辉煌的航运史，承载着一代劳动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曾经，谭光
明、张利珍是这份向往的呈现者，如
今，他们期盼能有人延续这份记忆。

非遗虾灯舞。（记者 方阳 摄）

我在湘潭北站
当志愿者
本报记者 吴珊

2月 6日，正月初九，春运返程高
峰已接近尾声。我参与了九华义工
协会在湘潭北站举办的“暖冬行动
情满旅途”春运志愿服务活动，第一
次以春运志愿者的身份感受了春运
盛况。

清晨，当我抵达湘潭北站时，现
场已经很热闹了。我跟随志愿者们
一起忙碌起来。在进站口、检票口和
出站口，大家各司其职，为旅客提供
各种帮助。我注意到，一名行动不便
的老人正在进站口焦急地张望，于是
立即上前询问情况。在得知老人需
要搬运行李后，我迅速协助志愿者一
起将行李送上站台，并搀扶老人顺利
进站。老人握住我的手，连声道谢。

在候车大厅，我随志愿者一起为
旅客们送上了热乎乎的姜茶。我顺
手拿起一杯品尝了一口，从口腔一直
暖到胃里，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湘潭
人民浓浓的情意，更感受到了志愿者
们的用心、热情与付出。

九华义工协会会长谢义波告诉
我，“春运暖冬行”是协会的品牌志愿
服务项目，已经坚持了 11年。今年
初，为了做好春运志愿服务，在共青
团雨湖区委和雨湖区交通运输局的
指导下，协会特意邀请了湘潭北站相
关负责人对志愿者们进行了现场培
训，以确保他们能够提供更加专业、
高效的服务。“你是唯一没有接受过
培训的志愿者，可要好好学呀！”谢义
波跟我打趣道。

和我一起参与服务的志愿者们
来自各行各业，有学生、社会工作者、
退休职工等，虽然身份不同且是志愿
服务，但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让每一位旅客在春运旅途中感
受到来自湘潭人民的温暖和力量。

虽然只体验了几个小时，我已经
感觉到腰酸背痛，小腿也在发抖，但
见到那些年龄比我大的志愿者们还
保持着微笑服务，我不由得打心底里
钦佩起来。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一定能够让旅客、游子记住
莲城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何兴安 通讯员 李
智）今年春节假期，湘乡市以“保畅通、
护平安、优服务”为目标，通过科技赋
能、精细管理和多方协同，交出了一份
高效有序的交通保畅答卷。

面对春节期间激增的探亲流、旅
游流和返乡流，湘乡市依托“城市交通
大脑”平台，实现了全域交通态势的实
时感知与动态调控。新增接入600路
高清视频监控点位，运用AI算法和实
时地图对重点路段车流进行预测分
析，并动态优化信号灯配时方案。数
据显示，主城区日均车流量同比增长
15%，但高峰时段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10%，特别是城区主干道和各出城口，
通行效率提升20%以上。

针对春节出行痛点，湘乡市采取
“一点一策”精准治理。在火车站、长
途客运站、东风广场商业街周边等交
通枢纽复杂地段，推出“即停即走”专
用通道，安排人员值守及时疏导；在沪
昆高速湘乡大道出口，新增一个临时
左转弯车道，避免大量车辆滞留；在容
易出现拥堵的泉塘和新坳两个交叉路
口，分别采用拓宽车道、优化配时、相
位叠加、安装雷视自适应感知配时等
措施，大大优化了交通组织。

交通保畅离不开部门协作联动。

湘乡市公安、交通、应急等部门建立24
小时联勤机制，依托“情指行”一体化
平台，快速处置事故、故障车辆等突发
情况，平均出警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

在保障效率的同时，湘乡市更注重
出行体验的人性化。在栗山春运服务
站增设“暖心驿站”，各乡镇（街道）设置
22处“便民服务驿站”，“两站两员”及志
愿者在主要路口开展文明劝导，发放宣
传资料，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

同时，通过开放机关单位停车场、
增设临时停车位，将全市停车场等信
息推送至导航地图，实现车位查询、预
约一体化服务，方便群众停车。

桑尼森迪董事长杨杰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自家公司生产的玩偶。（本报记者 王希台 摄）

桑尼森迪创业十年向10亿元业绩奋进——

“来湘潭投资，肯定没错！”
本报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夏晶满

“莲城涌春潮·探访湘潭C位”系列报道①

刚来湘潭，团队规模60人

十年增长了约9倍，达到

近600人

规模

2024年业绩翻番，订单金额

超过4亿元

2025年，公司将瞄准10亿
元产值的目标全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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