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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笛 刘 芾 陶小峰 谢紫亭

冬季的湖南持续降温。然而，阴雨

天却未浇灭娄底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

热情。

2020 年 12 月，娄底城区大科城中村

改造项目已征拆房屋 268 栋、清表腾地

303 亩，未来 9 万平方米以上集商业、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将拔地而

起；涟水河北岸风光带施工人员正在高

效作业，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娄底老

街片区将旧貌换新颜，成为中心城区的

会客厅，为城市留住“时光记忆”……

事实上，无论酷暑或寒冬，娄底城

发集团始终以澎湃激情在“城市画布”

上挥毫泼墨。

是什么指引城发人在平凡的岗位

上创造无数不平凡的“城发速度”，是什

么激发城发人在新时代一肩扛起城市

发展的重任？“党建是城发集团发展的

源动力。”娄底市城发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梁巨伟如是说。

近年来，城发集团党委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

领导不动摇，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大局，强党建、抓融合、促发展，筑

牢了企业转型发展的“根”和“魂”。同

时把党建工作融入到企业建设和发展

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迈开了“以党建

聚力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征程。

城发“信仰”
党旗飘扬指征程

过硬的党委班子是党建工作的一

面旗帜。娄底市城发集团以政治建设

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委核心作用。坚持

从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高度来谋

划党建工作，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据

统计，2020 年全年组织开展党委会、董

事会等集体会商 20 余次，将强化党的领

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

改制后，集团党委将党的建设作为

一切工作的引领，写入公司章程，充分

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公司重大决策都由党委周密部署、协调

安排；将全资子公司、混合所有制子公

司纳入党委统一管理，实现党组织全覆

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

一。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

相结合。集团党委坚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的用人导向，严把政治关、能力

关，改制后公开招聘、遴选引进 61 人，

其中硕士 10 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5

人，有效改善了人才结构；严格执行《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坚持民主

推荐、党委研究，晋升管理人员 43 人，为

公司发展建立了良好的人才梯队。

讲党课、撰写调研报告，坚持以上

率下、以讲促学，在强化理论学习中淬

炼党性；组织党员观看《周恩来回延安》

《半 条 棉 被》等 红 色 电 影 ，前 往 怀 化 芷

江、贺国中故居等地，缅怀革命先辈，重

温入党誓词，全面增强了支部战斗力和

党员归属感。

无疑，娄底市城发集团以作风整治

为契机，以优良作风汇聚磅礴力量，不

断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2020 年，

仅仅 27 天，完成了疫情期间首个民生项

目——吉星路与长青街交叉口转盘改

造，打通了多年的城市堵点，中心城区

路网进一步完善，推进智慧停车，缓解

市民出行难题，星星实验学校北校区完

成建设并交付使用。

片区开发、学校建设、老旧小区改

造、停车场（位）建设等重点项目迅速推

进，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增进了民

生福祉。

城发“活力”
转型中蜕变，发展中突破

与大多数平台公司一样，娄底市城

发集团成立之初的目的是，替政府承担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职能。在

向市场化竞争类企业的转型中，单一的

功能定位导致企业生命力不强，存在转

型动力不足、转型方向和路径不明等问

题。

“以党建为引领，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 ，提 升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梁 巨 伟 表

示，近年集团公司始终以服务娄底经济

社会发展为使命，以转型发展为契机，

通过产业实体化、机制市场化、发展多

元化做实做大做强做优各项业务。

乘风破浪，砥砺前行。“十三五”收

官之年，娄底城发集团向市委市政府和

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实现“三去三转”的思想转化，实现经营

性收益“零”的突破，实现项目管理能力

质的飞越，实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

持续健康发展。

突出实现“三大转变”，职责定位进

一步明晰。

——从传统的纯平台公司转变成

具有市场化投融资能力的政府综合性

投融资平台。一方面顺应政府投融资

体制机制变革，主动谋求改革发展，不

断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健全

合规机制，多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多举

措严防债务违约风险；另一方面，通过

制定多项制度、加强队伍能力建设、完

善项目管理机制，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了政府安排的相关公益性项目建设。

——由单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

体向实体化、市场化、多元化的城市产

业运营商转变。围绕城建项目的投资、

建设和管理、运营，多方拓展城市运营

相关产业，做实做强主业，城市运营能

力稳步提升。

——由企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

转变。集团公司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健

全董事会、监事会运作制度，完善纪委

监督职能，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现

代化企业管理体系初现成效。

当面临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融资渠

道全面收紧、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

空间持续压缩等不利局面时，娄底市城

发集团主动作为，奋力拓展融资渠道，

着力突破融资瓶颈，全力提升融资能力

和水平，成功以湖南省同期同级平台公

司最低市场利率发行 5 亿元 PPN 和 9 亿

元 中 期 票 据 ，极 大 地 提 振 了 投 资 者 信

心，提升了市场认可度。

在加快转型发展的征程中，娄底市

城发集团运营成效进一步凸显，依托和

运营好城市资源，实现了经济效益“零”

的突破：城市资源运营步伐加快，积极

推 进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公 共 停 车 收

费、炉渣固废综合利用等项目，最大限

度挖掘城市资源价值；资产经营管理成

效明显，累计完成约 890 亩土地的挂牌

工作，土地成交总价 21.93 亿元；涉足金

融 贸 易 和 小 贷 业 务 ，资 本 收 益 稳 步 增

加，加强所持各农商行股份管理，连续

多年股利收入约 2000 万元，小贷公司开

业仅仅两年，累计发放贷款 7.4 亿元，实

现收入约 2600 万元；增强造血功能，做

大做强房地产板块，启动了城投·文庭、

城投·星庭项目，其中城投·文庭项目已

完成销售，回笼资金 1.95 亿元，实现经

营性收入 1.4 亿元；市场拓展成绩喜人，

支持鼓励混合所有制的设计、物业等控

股子公司参与市场化项目投标，累计实

现收入近 1 亿元。

城发“速度”
党旗遍插，驱动有力

因 城 而 发 ，筑 城 为 梦 。 以 党 建 为

旗，以转型为核，娄底市城发集团在自

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开启了建设娄底的

征程。

项目攻坚成果显著，城市形象进一

步提升。

娄底市城发集团充分发挥城市建

设主力军作用，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奋

发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完成市委

市政府交办的急难险重任务，充分展示

了城发风采和城发力量。

集团党委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就 是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 ”作 为 行 动 指

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弘扬“支

部建在连上”这一光荣传统，充分发挥

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将支部建在工地上，由党员

分块负责深入一线，抢工期、抓进度，短

短 75 天完成了提质改造 PPP 项目“8.31”

攻坚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坚持党员

打先锋，在一个月内完成老干活动中心

征拆任务，两个月内完成前期工作，不

断刷新了“城发速度”。

2020 年，为确保防疫工作和项目建

设两手抓两不误，房产公司支部坚持党

建引领，成立了星星实验学校北校区、

城投·文庭、城投·星庭 3 个党员示范工

程。全体党员下沉到在建项目，做到了

疫情可控、施工有序，星星实验学校北

校区终于在去年秋天正式迎新。

今天的娄底，城市交通更顺畅。“十

三五”期间，集团累计完成文艺路、涟水

南街等 25 条道路建设，拉通吉星南路、

娄星南路、贤童街等 11 条“断头路”，成

功拆除了停滞 15 年之久的湘阳街右转

弯处的违章建筑，破解长青西街半幅街

征迁难点，改善了城市形象，获得了广

大市民点赞。

今天的娄底，城市环境更宜居。全

面 完 成 月 塘 、棉 纺 厂 等 5 个 老 旧 小 区

2866 户 的 改 造 任 务 ，小 区 面 貌 焕 然 一

新；强化黑臭水体治理，完成新建社区

排水渠、大科路以南、氐星路以西排污

涵等 5 个黑臭水体治理项目；完成扶芳

园、思塘游园等 5 个小游园和孙水公园、

株山公园等 7 片足球场建设，城市人居

环境进一步改善。

今天的娄底，教学环境更舒心。为

加快推进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建设，娄底

市城发集团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完成

了 华 达 学 校 、星 星 实 验 学 校 北 校 区 建

设，总计增加近 5000 个学位。

今天的娄底，城市功能更完善。累

计完成戒毒所、档案馆、万宝新区消防

站、食品药品检验大楼等代建项目 5 个；

市纪委办案中心、广电传媒大厦、老干

活动中心等项目正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城市承载力显著

提升。

城发“温度”
春风化雨，不负使命

娄底市城发集团把党建优势转化

为 扶 贫 优 势 ，组 织 活 力 转 化 为 攻 坚 动

力，汇聚起共抓脱贫的强大动能。

在双峰县荷叶镇新耀村，宽敞干净

的公路让村民再也不怕下雨天一身泥，

精致的院落重新热闹起来，盏盏路灯为

夜归村民照亮前行的路……年关将近，

口袋富足的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谁曾想，这里曾是一个资源贫瘠、

发展窘困、基础设施落后的贫困村。

改变从 2018 年开始。根据娄底市

委、市政府统一安排，娄底市城发集团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驻村帮扶工作队，进

驻新耀村开展帮扶，与村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在荒山中开拓产业，在田垄边绘

就脱贫蓝图。

村里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

问题，为产业振兴打好基础。驻村帮扶

工作队因地制宜，决定从自己最擅长的

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新修水泥路 14 公

里、推进安全饮水工程、检测翻修全村

路灯、新建村级综合平台、建设村级垃

圾分类回收站，累计投入和协调落实帮

扶资金 500 余万元。

在大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驻村

帮扶工作队还立足产业扶贫，新建油茶

林基地 200 亩、龙虾基地 50 亩。帮扶工

作队还引导贫困户看护管理油茶林基

地，并按股份分包方式将部分管理运营

权分包给村民，充分调动了群众脱贫致

富积极性。

2019 年 4 月，在娄底市城发集团的

引导下，新耀村将废弃建筑出租，成功

引进一家竹制品加工厂，不仅盘活了村

级资产，还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

2020 年，娄底市启动脱贫攻坚“挂

牌督战”和“百日攻坚”行动。娄底市城

发集团作为双峰县甘棠镇龙集村的帮

扶后盾单位，选派骨干力量担任脱贫攻

坚挂牌督战村第一书记，开启了脱贫帮

扶的新征程。

再一次进驻贫困村，娄底市城发集

团总结帮扶工作经验，把政治担当和履

行社会责任扛在肩上。按照帮扶工作

相关要求，对龙集村的人口结构、土地

利用、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

深 入 了 解 ，并 按 一 户 一 策 制 定 帮 扶 措

施，形成长效化、常态化帮扶机制。目

前，龙集村村民已全部达到脱贫的基本

条件。

自 2017 年以来，娄底市城发集团连

续 3 年被评选为全市驻村帮扶优秀单

位，帮扶工作队队长、新耀村第一书记

廖勇连续 3 年被评为娄底市驻村帮扶优

秀个人。

“娄底城发集团勇担国企责任，全

力精准扶贫，下一步将着力巩固脱贫成

效，让乡亲们真正脱贫，过上好日子。”

对新耀村和龙集村的帮扶工作，梁巨伟

表示，娄底市城发集团成竹在胸。

冬阳若春，党旗如画。

党建促进了今日娄底市城发集团

的转型发展，也必将引领明日集团高质

量发展。立足新起点，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砥砺

自强、追求卓越的娄底城发人正朝着新

目标迈进。

党建铸魂赋能 迸发“城发力量”
——娄底市城发集团党建引领助推企业发展

新新时代时代 新新担当担当 新新篇章篇章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奕楠

通讯员 吴方兴 申海建

2020年 12月 30日，阳光照射下的隆回县石

托村散发出淡淡的泥土芬芳。田野一望无垠，水

塘波光粼粼，一派文化旅游小乡村的风范。

2018 年 3 月，省自然资源厅派工作队进驻

隆回县石托村。那时，石托村还是全县 2 个深

度贫困村之一，共 454 户 1515 人，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有 133 户 441 人。截至目前，全村

133 户 441 人 全 部 稳 定 脱 贫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7.2%下降至零。

掘深井 清泉喷 多规合一绘宏图

“下雨天喝泥巴水，农作时喝农药水，晴天

时喝腥味水，久旱时靠送水。”过去，村民时常

自嘲。

石托村位于怀衡邵干旱走廊，农业造成的

水污染严重，清洁卫生的饮用水十分短缺，严

重危害健康。

2018 年 5 月，帮扶工作队行动起来，找到了

省里的地质找水专家，新挖掘了两口高标准深

井，将自来水引到村里来，入户率达 92％。

不久后 ，帮扶工作队将井水拿到机构检

测，没想到有了新发现：石托村新井水锶含量

接近矿泉水标准！

挖井“挖”出了新产业。目前，深圳商会已与

石托村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开发富锶矿泉水项目。

“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一把年纪还能住上这么

亮堂的房子。”73岁的贫困户刘兴林满是感激。去

年，通过危房改造，一家三口搬进了新房。

“当时工作队去摸底，看到刘兴林家的老

房子就像是一个‘空壳’。”驻石托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吴方兴回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排查，工作队发现，

像刘兴林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部分老房子

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大多数村民不愿意拆除

旧房；居住过疏化现象严重；“空心宅”占用土

地无法利用……

2020 年 6 月 15 日，石托村“多规合一”实用

性村庄规划编制动员暨座谈会召开，规划从创

优生态、创美人居、创融产业、健全设施、建树

新风五个方面入手改变村容村貌，在保持田园

景观的基础上，着重抓好村庄绿化、美化，打造

特色风景线。

产业兴 人气旺 乡村田园好风光

“这个蛋有两斤八两。一个鸵鸟蛋可以卖

130 多元，销路很好，效益很可观！”2020 年 12

月 30 日，记者来到石托村鸵鸟养殖基地，负责

人陈海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陈海华早年在外打工。2016 年，他回到石

托村投资创办鸵鸟养殖基地，可返乡创业着实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金匮乏，又缺少技术支

持，陈海华的“鸵鸟梦”碎了。

2018 年 ，工作队进村后多次组织研判商

讨，最终决定投入 35 万元扶贫专项资金支持陈

海华扩建鸵鸟生态养殖基地，这让陈海华重新

燃起希望。

目前，鸵鸟基地占地约 2亩，养殖鸵鸟 100余

羽，以鸵鸟肉、蛋、皮为主要产品进行初加工包装

销售，带动10名村民就业，年产值可达30万元。

驻石托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吴方兴介绍，通

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吸纳更多的贫困户，

实现家门口就业创收。

“雷家兴建灯笼厂，石陂庄上鸵鸟养，新屋

溪边办渔场，玉屏山边立纸坊……”石托村的

产业可谓遍地开花。近些年，生态大棚又掀起

一阵风，观光农业、水果采摘发展起来，每年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 3 万元。

如今的石托村，林木、聚落、田园有机衔

接，绘出一幅田园大地图，正向着“短平快的简

约文化旅游小乡村”前进。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玉捷 向桂芳

看着满载冰糖橙的货车沿着宽阔的山道远

去，周太江笑了，如冬日里和煦的暖风。

“山路难行果难销”曾经困扰着这位侗家汉

子，种植的冰糖橙深藏芷江侗乡无人问。

而今，水泥公路通到家门口，不仅让他的

“山果”出山，还远销俄罗斯，成了远近闻名的种

植大户。

隆冬时节，记者深入怀化山区，探访打通扶贫

道路“最后一百米”取得的成效，体味出山区百姓

出行不再难的欢欣，见证脱贫攻坚的新气象。

“让乡里人像城里人一样走好路”
——干群同心 攻坚克难

怀化多山，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区面积

在全省最广。

坡高岭陡，公路不畅，山货出不去，农用物

资进不来，绿水青山没能变成“金山银山”，贫穷

像一座大山压得村民喘不过气来。

“举全市之力打通扶贫道路‘最后一百米’，建

好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幸福路’，绝不让任何一个

地方因农村交通问题在小康路上掉队。”这既是怀

化市委、市政府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奋斗目标，也

是向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一条弯弯曲曲的进山公路蜿蜒而上。从山

沟里的溆浦县沿溪乡政府出发，记者驱车来到

山顶朱家园村。

村民王文生哼着小曲，赶着一群羊迎面而

来。他说：“我们住在山顶上，过去没有通公路，

出门半步难。卖头猪得请 4 个人抬下山，除去

各项费用，所赚无几。搭帮县委原书记蒙汉为

我 们 修 通 了 这 条 路 ，去 年 养 殖 收 入 达 到 15 万

元。”

8 年前的一个夜晚，时任溆浦县委书记蒙汉

打着手电，沿着山路，爬上朱家园村走访，群众

行路难感同身受。

他对随行的县直部门负责人说：“要尽快修

好这条路，钱不够，一起凑!”当年国庆节前夕，

这条 7.5 公里的水泥路修通了，成为连接山上山

下 9 个村共用的“黄金路”。

从沿溪乡来到统溪河镇，一条大道直通大

山 深 处 。 行 至 尽 头 ，30 多 户 人 家 住 在 半 山 腰

上。枫林村村民苏琴说：“去年 7 月，政府投入

100 万元，将公路修到家门口。我家不但脱了

贫，还建了新房，买了小车。”

掷金百万，只为几十户人家修一条“出山

路”。可见为百姓脱贫毫不吝啬。

“让乡里人像城里人一样走好路。”2013 年，

蒙汉上任伊始，脱贫攻坚第一场硬仗，就是拉通

全县的“断头路”。至 2016 年，溆浦全县共拉通

“断头路”871 公里。去年 7 月，这位被当地群众

亲切称为“路书记”的他，倒在了脱贫攻坚的路

上。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既破“阻塞”，又疏

“血管”。一条条崭新的公路蜿蜒伸向广阔的乡

村。

沅陵县凉水井镇小枫溪村天湖池组坐落在

云雾山临顶处，一条长达 2.9 公里的崭新公路盘

山迂回至顶，云雾缭绕时公路仿佛升入云端。

“这条‘天路’是扶贫工作队带着我们干出

来的。”村民冉明说，工程开工期间，劈石凿岩，

工程难度非常之大。

天湖池组的人心，从未这样的凝聚。村民

踊跃出工出劳，送茶送饭。干群携手战胜了重

重困难，不久，一条直达山顶的盘山公路修通，

公路 21 道拐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怀化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胡诗军介绍，近年

来，怀化累计投入资金 50 多亿元，新改建公路

1.8 万余公里，全市农村交通实现了“村村通”到

“组组通”，从通路到通客班车，从人畅其行到货

畅其流的飞跃，让山区群众实现了多年来盼望

“出门水泥路，抬脚就上车”的梦想。

“路通了，干什么都方便了”
——道路畅通，百业兴旺

种玉米、土豆，亩均年收入 500 元。种紫色

葡萄，亩年纯收入 5000 元以上。想脱贫，种啥管

用？

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对新晃侗族自

治县米贝苗族乡烂泥村的农民而言，却是一个

难解的大问题。

账谁都会算，可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有想

法，有胆量，就是没路。

这个村曾地如其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曾是该村的真实写照。海拔 700余米，山高路

陡，交通不便，从村到县城需近 4个小时。

如今烂泥村，公交车从山脚沿路而上，一直

开到种植基地，曾经的荒山荒坡变成了脱贫攻

坚的“聚宝盆”。烂泥村除扩大紫色葡萄种植面

积外，还带动贫困户养殖香猪、种植金丝皇菊，

大山深处的“山货”销往全国。

“路通了，干什么都方便了。我们正依托村

里千亩梯田、百米瀑布、千年古树等自然景观，

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村支书蒲庆刚

信心满满地说。

省政协委员、怀化“橙乡合作社”发起人舒

兴华做了 5 年电商，人称“橙子哥”。这段时间，

他销售柑橘忙个不停。

“这两年，水泥路修到了村组，物流更通畅

了。”舒兴华介绍，怀化过去公路修到行政村，仍

满足不了“山货出山”,许多橙子仍只能烂在树

上。

近两年，随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自然村

通水泥路(沥青路)，怀化打开了大山通向世界的

大门，许多电商也开始“驻村入户”。冰糖橙不

但没有滞销，卖价还在上涨，产业逐渐壮大，品

牌越来越响。

“如今做媒容易多了”
——打通的是路，贴近的是心

这几天，溆浦县两丫坪镇提高村的“媒婆”

戴月娥有点忙。忙啥？联系了好多外乡的姑娘

来相亲。

在提高村，戴月娥的知名度很高。原因是

她有副热心肠，乐此不疲为村里光棍汉当红娘，

成功率还蛮高。

“如今做媒容易多了。前些年，可不是这般

光景。村里的路没有通，说破嘴皮也没有几个

姑娘愿意嫁过来。有的答应先看看地方，结果

走到半路就开溜了。如今，村里变了样，做媒成

功率高多了，这两年撮合成功十几对。”戴月娥

自豪地说。

“山高路远弯又多，有女莫嫁提高村。”村支

书刘成福接过话茬说，提高村过去出山的路不

好,本村姑娘留不住，村外的姑娘不愿来，村里

大龄光棍就有 70 多个。

“这条通往县城的水泥路，就是一条‘联姻’

路、幸福路。”刘成福感慨地说，路通了，产业也

随之发展起来，2018 年，整村脱贫出列。随着提

高村各项事业都在“提高”，两年多来，有 20 多个

“老光棍”讨上了老婆。

“住新房，娶新娘，脱贫公路来帮忙。”在该

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结婚不久的“老光棍”

王修文念起了顺口溜，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生活因路而便，民心因路而聚。很多像王

修文一样长期被出行难困扰的贫困群众，走上

了平安、放心的硬化路，心暖了，劲足了，与党和

政府的距离更近了。

1 月 4 日，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金厂

坪村招呼亭，去镇上赶集的村民李明月在装修

一新的招呼亭里候车。

“ 过 去 只 能 骑 自 行 车 、摩 托 车 ，又 慢 又 危

险。去年镇上开通了公交，政府出钱补贴，安全

又方便。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李明月说。

铺下的是路，树起的是碑，连接的是心，通

达的是富。

“山路”通畅幸福来
——怀化市打通扶贫道路“最后一百米”见闻

昔日贫困村 今朝披时装

感受“警”彩
1 月 6 日，市民观

看 警 犬 现 场 作 训 表

演。当天，长沙公安启

动“庆祝警察节，警民

零距离”警营开放周活

动，首场警营开放活动

在长沙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举行，参观者零距

离体验警营生活，接触

公安刑侦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亚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