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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说】

攸县豆腐制作技艺
攸县豆腐以香、嫩、滑、爽著称，是湖南

特色传统美食。传统的攸县豆腐制作技艺

与淮安豆腐制作技艺一脉相承，自西汉元

朔四年（公元前 125年）攸舆侯刘则引入攸

县，在明清时期兴盛，民国时期家庭式豆腐

作坊遍及城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攸县豆腐生产模式向产业化、专

业化迈进，形成具有地方饮食文化特色的

攸县豆腐品牌。目前，全县豆腐作坊318家、

生产厂家 31家，从业人员达 9.4万人。2011

年，攸县豆腐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制作

技艺已列入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正申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故事】

10 月下旬，秋雨连绵，大山深处的攸

县石羊塘镇寒意已浓。

逢圩赶集，石羊塘农贸市场熙熙攘

攘，豆腐摊前人头攒动。“攸县豆腐看石羊

塘。”隔壁县城、邻镇居民为了吃到正宗的

豆腐，不惜搭车一个小时前来购买。

“怎么没看到九爷豆腐？”“8 点不到

就卖完回去了！”食客间不经意的问答，

让陌生访客惊异：豆腐之乡，高手如云，

这是一个怎样的“神存在”？

攸县文化馆原副馆长刘巧艳是当地

非遗专家，在她的带领下，记者慕名进

山，探访豆香之秘。

代代相传，九爷豆腐历久弥新

九爷豆腐作坊在石羊塘镇八合村。

山路弯弯到八合，记者走到九爷豆

腐作坊门口，正好碰到一个上门买豆腐

的老人。

“我 92 岁了，是吃他屋里豆腐长大

的。”老人叫符兆璋，本村人，鹤发童颜、

耳聪目明，他告诉记者：“我小时候就吃

他爷爷做的豆腐，手艺好，味道正，经常

不出门就卖光了。”

“这是您老要的盐豆腐。”一名黑壮

的中年汉子迎出门，紧走几步上前扶住

符兆璋，将豆腐交到老人手里,“还蛮新

鲜，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老人家每天吃我屋里的豆腐，一天

一片，不多吃，不间断。”送老人走后，中

年汉子告诉记者。

“专心磨豆腐，善待身边人，他和他

父亲都是这样的人。”刘巧艳调研豆腐制

作技艺传承多年，对九爷豆腐十分熟悉。

她告诉记者，中年汉子便是九爷豆腐第

五代传承人符福齐。

刘巧艳说，符福齐祖上靠做豆腐为

生，爷爷符梅生铭记祖训，苦心钻研，技

术、味道在当地颇有代表性。因其排行第

九，人送外号“九爷”。时间一久，九爷豆

腐叫得响亮，成为攸县最负盛名的豆腐

品牌之一。

“别的豆腐师傅卖完豆腐，就会休

息，好有精力晚上磨豆腐。但符福齐的父

亲符俄清，每天上午都会在院子里甩豆

腐包布，‘啪啪啪’响声很大。老人家说，

包布一定要甩干净，不能有残留，否则做

出的豆腐有异味。”刘巧艳回忆，符俄清

81 岁高龄还坚持做豆腐，技艺不走样。

2016 年，符俄清去世，符福齐接过父

亲的石磨，成为第五代传承人。坚守古

法，创新技艺，九爷豆腐历久弥新。

12道工序，任何一道都不马虎

夜里 10 时，雪白的电灯点亮漆黑的

山村，符福齐和妻子开始忙碌起来。

黄豆取材当地“八月黄”大豆，中午

就入桶下水。秋冬天寒，需浸泡 12 个小

时左右。若是夏天，6 个小时即可。

“泡不开的豆子不能要，影响口感。”

符福齐将手伸进冰冷的泡桶，挑出铁豆、

哑豆和杂物。

30 公斤“八月黄”泡开后圆润饱满，

磨出浆来细腻、均匀。

妻子烧旺柴火，大锅热水，烫浆、筛

浆、煮浆、点膏、压制等 12 道工序严格按

“老办法”推进。夫妻搭配，汗流浃背，丝

毫不马虎。

凌晨 4时，作坊热气腾腾，各类豆腐整

齐码放。“白豆腐，拎只角；盐豆腐，握一握；

油豆腐，剥去皮；百叶豆腐，切起跳……”民

间俚语是攸县豆腐最好的评判标准，符福

齐制作的九爷豆腐堪称攸县豆腐“标准”。

凌 晨 5 时 许 ，天 微 亮 。豆 腐 装 车 码

好，白嫩可人、豆香浓郁。“热豆腐才香！”

符福齐启动面包车，开往石羊塘镇，半路

多次被熟悉的老顾客拦停抢购。

“他爷爷、父亲都是头上顶着篾篓去

镇上卖豆腐，边走边喊‘卖豆腐咯’，还没

到镇上就卖完了。”符兆璋回忆。

时间在变，味道不变。今天，九爷豆

腐依然是石羊塘卖得最好、最快的豆腐。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了”

中午有客，符福齐夫妇忙活一上午，

端上来一桌豆腐宴。油豆腐外焦里嫩，百

叶豆腐顺滑爽口，白豆腐鲜香浓郁，盐豆

腐下酒佳肴……大快朵颐、酒足饭饱后，

客人竖起大拇指：九爷豆腐，名不虚传！

美味背后，有一段三代人关于传承

与坚守的故事。

古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

生在豆腐传承世家，符福齐自幼随

父亲磨豆腐，深知其中之苦，不愿像父辈

一样围着石磨过一生。1999 年，30 岁的

他跟随“攸县的士大军”南下广州。

在外十余年，符福齐跑过的士，开过

饭店。离家越久，越怀念父亲做的豆腐：

“在外面总想吃屋里的豆腐，但再怎么样

也做不出一样的味道。”

符福齐外出这些年，伴随市场经济

的发展、电商平台的拓展，攸县豆腐逐渐

向长株潭地区延伸，甚至销往全国、走出

国门。攸县豆腐制作技艺 2006 年列入株

洲市非遗名录，2011 年成功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

传统技艺要传承。作为攸县豆腐典

型代表，九爷豆腐的传承、发展受到当地

文化部门高度关注。刘巧艳多次进山访

问九爷豆腐，当时符俄清身体尚好，不仅

坚持做豆腐，还广收徒弟。

2013 年，符俄清患病，推磨已难。此

时，符福齐 44 岁，人到中年，深感父亲不

易，亲情重要，于是回家，一边照顾父亲，

一边重拾手艺做豆腐。

3 年后，父亲病故，生前交代符福齐，

九爷豆腐牌子不能倒。

“豆腐虽然磨起来苦，但吃起来香。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了。”接过老父

亲用了一辈子的石磨，符福齐深感肩上

重任。他起早摸黑，钻研手艺，九爷豆腐

牌子越擦越亮。

符福齐与妻子育有两个女儿，均已

成家。大女婿入赘上门，成为九爷豆腐第

六代传承人。

大女婿像极了年轻时的符福齐，嫌

做豆腐苦、收入少，外出浙江务工。符福

齐也不多说：“他过年过节回来跟我做豆

腐，手艺已经学到了。等我做不动了，他

自然就回来了。豆腐和人一样，磨一磨，

也许就成熟了！”符福齐读书不多，但讲

的话句句有理。

除了女婿，符福齐广收徒弟，传授技

艺。在他的影响下，八合村涌现出 30 余

个豆腐作坊、3 家豆腐加工厂。

子承父业，符福齐成为攸县豆腐制

作技艺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

增加产能、树立形象，符福齐在自家老屋

边扩建豆腐作坊。年纪大了，推磨吃力，

他给作坊装上了电磨。但遇到懂味的老

顾客，他依然会不辞劳苦，用老父亲留下

的石磨，磨出最正宗的攸县豆腐。

【专家寄语】

豆香传千年
攸县文化馆原副馆长 刘巧艳

攸县豆腐取本地大豆“八月黄”为原

料，经 12道工序制作而成，营养丰富，利于

消化，已有两千余年历史。

九爷豆腐作坊，往上追溯有 300 余

年历史，是攸县豆腐最负盛名的品牌之

一。几十年来，符俄清、符福齐父子同心

执守祖业，铭记祖训辛勤劳作，苦心钻研

技术，在攸县传统豆腐制作技术中颇有

影响力和代表性。父子二人广收门徒，乐

于传授，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播、传承、

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培生 罗徽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历史穿透力、

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是我们走好

新的赶考之路、建设现代化新宜章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0 月 26 日，

宜章县委书记张润槐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宜章毗邻粤港澳，具备争当湖南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先行区’

的良好基础。”张润槐介绍，前不久，县

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五个新宜章”

目标，明确打造“五区三基地”发展定

位，着力打造湖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先

行区、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湘赣边区域乡村振兴

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和全国氟化工产业基地、全国无障碍

生态旅游示范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特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加快建设富饶、

活力、美丽、文明、幸福新宜章。

“我们首先会紧紧抓住产业发展

这个‘第一支撑’，抢抓中部崛起、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等历史机遇，着力培育大企业、发

展大产业、构建大集群，加快形成现代

产业体系。”张润槐表示，宜章将坚持

“产业立县”发展战略，深度开发优势

资源，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氟化工、光电

显示、包装印刷、新型建材、大莽山旅

游 及 特 色 农 业 等“ 六 大 百 亿 产 业 集

群”，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扩大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张润槐介绍，随着湘赣边区域

合作示范区升级为“国家战略”，宜章

作为湘赣边区域 24 个县市区之一，将

坚决扛起区域合作主体责任，坚持以

打造湘赣边区域乡村振兴示范区为统

揽，聚焦“八好乡村”目标，规划建设休

闲农业、生态旅游、城乡联动、温泉康

养、三产融合等“五大片区”，奋力打造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样板”。

“我们还将毫不动摇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真正把绿色优势转化

为发展胜势。”张润槐说，宜章将坚持

以莽山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抓

手，充分发挥“全国首家全程无障碍山

岳型旅游景区”和生物多样性的独特

优势，加快推动红绿融合发展，规划建

设一批“红、绿、古、暖”的精品旅游线

路，努力建成湖南旅游“引客珠三角”、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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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龚卫国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以致用、

以学促干、学用相长。”

近日，芷江侗族自治县委书记梁

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芷江以

省委“三高四新”战略为引领，以文化

旅游为基础、以工业创新为核心、以乡

村振兴为根本、以城乡融合为目标，全

力打造“三城一中心”，即国际旅游名

城、中国魅力侗城、湖南临空产业新

城、怀化城市副中心，奋力在“三城一

中心”建设中担当作为。

梁志平说，要把美好蓝图变为现

实，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就芷江而言，要全力

抓好“八个坚持”——

坚持提质增效、全域开发，打造文

旅胜地。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和 国 家 5A 级 景 区 为 抓 手 ，深 度 做 好

“旅游+”文章，全力创建全省和平文

化小镇，进而争创国家和平文化试验

区，着力打造国际旅游名城。

坚持园区引领、项目带动，打造工

业重地。重点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坚持

“一主一特”发展思路，大力扶持企业

上市，创建“五好园区”。

坚持三农为本，全面振兴，打造示

范基地。以创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

为契机，聚焦规划、产业、民生、环境、

人才、党建“六大重点”，着力打造乡村

振兴“芷江样板”。

坚持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打造发

展腹地。优化构建“一核一副五区”的

县域发展布局，对接怀化一体发展，推

动规划同绘、交通同网、产业同链、民

生同频，全力打造怀化城市副中心。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引领，打造开

放高地。发挥“三位一体”交通优势，加

快芷江机场提质扩容，对接怀化国际(东

盟)物流产业园建设，主动融入怀化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门户城市”等发

展战略，全力打造湖南临空产业新城。

坚持传承保护、守正创新，打造侗

乡福地。以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县为契机，加大对县域优秀侗族文

化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全力打造中国

魅力侗城。

坚持绿色发展、和谐共生，打造生

态净地。瞄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和“国家森林城市”目标，打好生态

文明建设持久战。

坚持人民至上、共建共享，打造幸

福宝地。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解决好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奋力在“三城一中心”
建设中担当作为

——访芷江侗族自治县委书记梁志平

走好新赶考之路·湖南在行动

加快建设
富饶活力美丽文明幸福新宜章

——访宜章县委书记张润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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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符福齐向来客展示

攸县白豆腐拎角不破的特性。

王梓槐 摄

▲ ▲（紧接 1版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

位、轨迹等核心技术源于湖南。广域电磁

勘探装备、“京华号”国产超大直径盾构

机、“海牛”深海钻机等“国之重器”出自

湖南。

5 年来，湖南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和

重大需求作为首要使命，取得一批重大

标志性成果。以“三超”“三深”（深地、深

海、深空）为代表的湖南创新名片，更加

闪亮了。

每攻克一个“卡脖子”技术难题，每

疏解一个行业技术瓶颈，都能为湖南乃

至国家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新机

遇。我省统筹优势创新资源，布局重大项

目，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

制的湖南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21世纪是地下空间大开发的时代，面

临超深、超大、超长或者高原、高寒、深地、深

海的技术难题，挑战人类现有技术极限。

最大开挖直径达 16.07 米的超大直

径盾构机“京华号”，在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长沙第一产业园下线，再创我国新纪

录。这是 5 年里两个省科技重大专项接

力支持的硕果。湖南科技创新的“超级家

族”，由此又添新成员。

石墨是重要的战略矿产资源。在省

重点研发计划和省科技重大专项接续支

持下，我国首条年产 20 万吨微晶石墨浮

选提纯现代化生产线落户郴州，实现微晶

石墨碳含量超过 90%，改变了微晶石墨长

期以极其廉价的低端产品出售的窘况。

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和孤独症等

重大脑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省科技重

大专项“人脑重大神经疾病的分子病理机

制研究及应用”展开研究，目前成果已在

全国数十家医院推广应用，发现了潜在分

子诊断和治疗靶点，并获国际发明专利。

省科技厅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湖南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

创新重点工程项目 32 项、战略新兴产业

技术攻关项目及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

引领计划攻关项目 700 多个，不断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今年，我省投入重金实施的十大技

术攻关项目，更是集聚 30 余家国内一流

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力量，

目前取得了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接近
万亿，高企数量5年增长近4倍

从长沙梅溪湖驱车往西，仅半个小

时车程，是中联智慧产业城所在地。今秋

开工的中联智慧产业城总部及三大智能

制造园区，让“一块钢板变成挖掘机”的

科技含量更足，为湖南工程机械许下“再

造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愿景。

在投身科技创新的大潮中，高新技

术企业是研发投入的绝对主力，是支撑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5 年来，一场

由省委、省政府着力推动的“创新主体增

量提质行动”在三湘大地展开。

定规划、立目标、优环境、部门联动、

宣传培训……这套组合拳打下来，高新

技术企业量质齐升。

到 2020 年，湖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比 2015 年增长近 4 倍，实现了所有县市

区全覆盖，排名上升至全国第 9 位、中部

第 2 位。

更可喜的是，连续 5 年，我省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增速！今年第

三季度，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又以

高出 GDP 增速 10.5 个百分点的速度继

续增长，总量接近万亿元大关。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

省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聚集度最高的地

方，既然扛起湖南科技创新高地的大旗，

就意味着要啃下最硬的骨头。随着一批

重大原创成果和前沿技术的突破，发展

的前景更加广阔。

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金属溅射薄膜压敏芯片及压力传感器，

解决了我国工程机械、航天航空等领域

高端压力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的状况。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研发的轨道交通用 3300VIGBT 芯片，实

现了产品“从依赖进口到国产替代，再到

开始批量出口”的战略跨越，支撑了中国

高铁等高端装备可持续发展。

来自长株潭自创区的统计数据让人振

奋：2020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2.25万亿；

核心区研发投入强度达 3.5%，高出全省平

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5成。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
创新型省份建设快马加鞭

科研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实行“谁

能干就让谁干”；

科研项目和人才项目，试点探索实

施科研经费“包干制”，取消项目预算编

制，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

探索实施社会化出资项目，撬动社

会资本……

这些新鲜事，是正在实施的创新生

态优化计划的重要内容。这个计划和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计划、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

7 个计划，一同构成了破除科技创新中的

“难点”“痛点”“堵点”的最新湖南方案。

5 年来，我省从贯通创新创业全链条

覆盖的科技创新政策和服务体系着手，

招招聚焦、多招联动，超常速度推动创新

型省份建设。

涉及高新技术、科技成果转化、长株

潭自创区、科学技术奖励等内容的 4部地

方性法规，完成了修订、制定。省级科研经

费管理、人才评价管理等改革，在推进中

为科研人员“松绑”赋能。潇湘科技要素大

市场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持续建设，让科

技成果转化的道路更畅通。“十三五”期

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6 倍，今年

上半年，全省登记技术合同、实现技术合

同成交额同比增幅均超过 130%。

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的比重即研发

投入强度，是反映创新生态的重要指标。

科技创新计划被整合为创新型省份建设

专项，省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 30%以

上。全社会齐努力，我省研发投入强度从

2015年 1.43%增长到 2020年 2.15%。

科技人才和科技平台，成为被重点

呵护的创新资源。以芙蓉人才行动计划

为指引，我省引进湖湘高层次人才 248

人、团队 26 家。同步实施创新平台建设

计划，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增至 120 家。

5 年来，湖南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了 60%，科技创新工作 5 次获得国务院真

抓实干表彰激励。

创新，给湖南最好的未来！更多的喜

讯，在后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谢蓉 孙彪

“真的是‘马上办’！制冷机已改造

好，几乎没有声音了，感谢你们！”10 月

27 日，双峰县荷叶镇“马上办”服务热

线办公室，接线员刘年资接到了独居老

人苏宝国的来电。

不久前，苏宝国因隔壁餐饮店制冷

机噪声太大，影响睡眠，便拨通“马上

办”服务热线求助。“苏宝国的烦恼不到

一周便化解了。”刘年资说，“我每天都

要接到几通求助来电，不论大事小事，

只要是群众诉求，都必须用心回应。”

“马上办”服务热线是荷叶镇今年

3 月开通的。党史学习教育中，荷叶镇

全面推行“联户、联心、联动”工作法，设

立“马上办”服务热线，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为使“马上办”服务热线落到实处，

荷叶镇实行首联承办制，将第一个被群

众联系上的工作人员作为“首联责任

人”，负责将来电事项第一时间分类答

复、交办、调度和督办；具体诉求按照

“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的原则

进行交办，并要求限期办结。

在荷叶镇，“马上办”不仅是一条服

务热线，更是一种工作态度。“猪肉买回

家一天就坏了，怀疑注了水，请政府加

强管理”“村里工厂的排水管坏了，沙土

冲到了马路上，请求处理”……打开“马

上办”服务热线工单登记表，来电诉求

详细登记在册，并明确记录了交办责任

人和办结日期。

“镇里还成立了督查问责组，对办

理时效和质量跟踪监督，并设立奖惩制

度，确保急事当天解决，难事一周内解

决，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实时跟进处

理。”“马上办”服务热线办公室副主任

禹宋琦说。

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截至目前，

荷叶镇“马上办”服务热线共受理群众诉

求400余条，成功办结380余条，有效处理

率达 95％。镇党委书记贺瑜说：“大事、小

事、急难事，桩桩都是亲人事。开通‘马上

办’服务热线以来，党员干部办实事效率

明显提高，为全镇持续探索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实践经验。”

双峰县荷叶镇开通“马上办”服务热线，探索
基层治理新方式——

诉求“马上办”件件有着落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上接1版①）

引向深入，情意要更浓。习近平总书

记去年 9 月在湖南考察期间，就教育资

源均等化、大众创业、残疾人事业、交通

建设管理等与基层代表深入交流，爱民

之心，溢于言表。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功夫在“事”上，成效在“心”

上。把群众当自家人，把群众的事当成自

家的事，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党员

的“履职清单”，满腔热情去办，千方百计

去办，党群干群关系就会更紧密。

引向深入，机制要长效。为民办实

事，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不是一阵

子，而是一辈子。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不仅要跟踪督办民生项目，确

保按时结账销号，更可贵的是着眼长远，

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长效机制。要探索

建立长效机制，及时推出制度成果，把行

之有效的做法提炼为经验，把能够复制

推广的经验固化为机制，让民生福祉更

加全面、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沧海滔滔，民生不息。”全省各地各

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要求，将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与学

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紧密结合，与开展“迎接党代会，谱写新

篇章”建言献策活动紧密结合，与全力以

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紧密结合，持

续用力、不断发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切实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为迎接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凝聚磅礴力量，为开新局、

谱新篇注入强劲动力。

2020 年，我省研发投入

强度从 2015 年 1.43%增长

到 2.15%。

2020 年，湖南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比 2015年增长近 4

倍，实现了所有县市区全覆

盖，排名上升至全国第 9 位、

中部第 2位。

2020 年，长株

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实现技工贸总

收入 2.25 万亿元；

核心区研发投入强

度达 3.5%；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超过了 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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