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2024年 4月 2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刘也要闻

这个春天，耒阳市工业勃发出新的

盎然生机。

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产线

机器轰鸣，一项项成果加速转化……传统

产业“向高攀登”、新兴产业“向新发力”，

共同激荡着这个千年古县的创新活力。

“产业是强市富民的根本，耒阳市

必须大抓产业、抓大产业，坚定不移做

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衡阳市委副书

记、耒阳市委书记赖馨正说。

耒阳市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

举全市之力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县域

经济呈现出新格局、新动能、新气象。

2023 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4.8%，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5 家，位

居 衡 阳 市 第 一 ；成 功 创 建 省 级 创 新 型

县，获评“湖南省知识产权建设强县”。

今年一季度，耒阳市工业投资、产值再

攀新高……

耒阳市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我

们走进耒阳市园区企业，一探究竟。

因势而动，因地制宜，构建
“211+X”现代产业体系

走进耒阳市经开区大市循环经济

产业园，在金凯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一块块废旧材料被“点石成金”，

变成电池级碳酸锂，实现二次利用。

金凯循环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信部《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白名单企业，其核心产品入选

湖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名单。

该公司创始人颜群轩介绍，目前金

凯循环电池级碳酸锂提取效率已从最

初的 85%增至目前的 95%以上，在锂回

收领域年产量全国第一。一期投资 30

亿元，二期投资 50 亿元，今年产值有望

突破 100 亿元。

过去，耒阳市工业“一煤独大”。如

今，像金凯循环这样的企业不断涌现，先

进制造、循环经济、纸品、童车等产业链

竞相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好局面。

耒阳市人深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的 首 要 任

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抓住湖南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窗口期，耒阳市市委、市政府因地

制宜，制定并全面实施“211+X”产业布

局，探索一条资源枯竭型城市县域经济

转型升级之路。

“211+X”，即以先进制造业和循环

经济两个产业为“主”、以“一张纸”纸

品、“一辆车”童车为“特”、以其他产业

为补充，打造“月亮与星星交相辉映”的

产业发展格局。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既

要抢抓‘风口’布局新赛道，又要考虑耒阳

市的工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既要支持新兴

产业发展，又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耒阳

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尹立鑫表示。

循环经济对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耒阳市全力

打造大市循环经济产业园，获得全省循

环经济产业园、全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基地、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 3 块

金字招牌；先后引进焱鑫有色、金凯循

环、先导新材料、金隆再生、丰隆环保、

中核钽铌、永晟再生等一批大项目，形

成集回收、冶炼、再生产于一体的闭环

式循环产业链。2023 年，新增省级以上

绿色工厂和绿色设计产品 4 个、固废资

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3 个、年度完成省

级自愿性清洁生产 5 个，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居衡阳市第一。

湖 南 打 造 国 家 重 要 制 造 业 高 地 。

耒阳市瞄准精密制造，招引湘商赵青华

回乡创业，成立湖南首家高精密轴承研

产销一体的智能制造工厂——湖南美

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短短几年间，

该公司在精密轴承产品细分领域产品

精度水平居全国前列，入选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列国家工信部 2022

年度绿色制造“绿色工厂”的榜单。

耒阳市是千年古县、油茶之乡，在

历史文化、资源保障、区位交通方面有

其独特优势。

打好“蔡伦故里”这张牌，引进韶能

蔡伦抄纸项目，填补了“纸都”无纸的空

白。该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建设规模年

产 50 万吨生活原纸，是“211+X”产业布

局中的“一张纸”即“1”。依托该项目，

耒阳市形成了纸业生产、加工、销售“一

条龙”产业链，奋力创建“百亿级产业”，

打造“中国纸都”。

利用“海陆空”立体化交通优势，积

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童车产业在湖

南同乐堡实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已吸

引 63 家童车产业上下游企业在耒阳市

落地生根、抱团发展，一个集“供、研、产、

销”于一体的“童车产业园”呼之欲出。

推动传统油茶趟新路，深化三产融

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湖

南神农国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立

项 30 万亩油茶种植基地项目，已建成年

生产规模 10000 吨透明式工厂，并以中

国（耒阳市）油茶博览园抢占制高点，项

目总占地面积约 3.5 万亩，致力打造中

国油茶产业航母。

有这样一组数据：过去，耒阳市煤炭

产值占比达到 70%以上；而今，先进制造

业产值已经超过煤炭，税收达到 4亿元。

告别了“煤炭依赖”的耒阳市，已打造

出全球企业、现代产业集群的“引力场”，

工业经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和活力。

深化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以“安商”促“赢商”

耒阳市大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工农

一路与循环大道交叉路口，湖南先导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化办公大楼高

高矗立，格外引人注目。

湖南先导的母公司——先导科技

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齐全的

材料科技企业，2023 年入围中国制造业

民营企业 500 强。

作为耒阳市引进的首个全球独角

兽企业、首个总部经济项目，湖南先导

出手就不凡。2019 年至 2022 年，一期

项目占地 473 亩，总投资 17 亿元，2023

年 6 月投产，半年营业收入达 9 亿元；今

年预计产值超 30 亿元，纳税 5000 万元，

新增就业岗位 1000 个。

说起与耒阳市的缘分，湖南先导相

关负责人说：“当初选择耒阳市，是因为

这里的产业规划与我们契合。落户后，

感 觉 这 几 年 耒 阳 市 营 商 环 境 变 化 很

大 。 召 开‘ 安 商 大 会 ’，设 立‘ 企 业 家

日’，企业有难题，政府第一时间解决；

有急事，加班加点帮我们办理。”

正是这样的营商环境，给了企业信

心。2023 年，先导科技集团再追加 100

亿元投资，建设耒阳市先导科技园。

有信心的不止先导科技集团。

2023 年 ，耒阳市共有 37 家企业实

现“原地倍增”。同时，该市还帮助企业

实现“产值倍增”，2023 年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35 家，居衡阳市第一。

为什么耒阳市能把一众“独角兽”

企业、“小巨人”企业引进来、留得住？

是什么造就了该市的“吸金力”？

“答案就藏在几颗‘心’里。”耒阳市

政府副市长王子菲感叹。

“用心，决心，真心，恒心。”

耒阳市的企业表示，耒阳市有资源

优势、交通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但最大的

优势还是能帮企业设身处地解决问题。

近年来，耒阳市创造性召开“安商

大会”，推行“企业家日”和“超时默认”

制度，每个月第一个工作日被定为“企

业家日”，市委书记、市长带领领导干部

到企业听意见、察实情、解难题、促发

展。目前已开展 35 个“企业家日”活动，

“安商行动”被省工信厅作为典型推介。

市委、市政府每月定期研究工业经

济工作，所有规上企业由 41 名县处级领

导点对点联系。

耒阳市领导干部联系企业有个特

点 ：只 帮 忙 不 添 乱 ，只 解 难 题 不 找 麻

烦。对企业的检查，必须经过批准，而

且集中在每周四检查。赖馨正旗帜鲜

明地表示，任何影响企业发展的“拦路

虎”都是“纸老虎”，都要打掉。2023 年，

耒阳市纪委监委一口气就查处了 4 件影

响企业发展的案件。

2023 年 ，在 财 政 十 分 紧 张 的 情 况

下，市委、市政府特批了 5000 万元专门

发展工业经济。开发区水、路、电等各

种基础设施，均按高标准配置。各种惠

企政策落到实处：2023 年，清偿拖欠中

小企业民营企业账款 1675.93 万元，减

费退税 3.6 亿元，为企业节约电费 800 余

万元，为企业争取上级奖补资金累计超

过 9800 万元。

“在耒阳市，我们得到了足够的尊重

感、安全感。从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到

相关职能部门，对企业都很好、办事不

拖，总会想办法第一时间给我们解决。”

同乐堡董事长张清河对此深有感触。

该公司需要安装自来水，12 天就解

决到位；员工晚上下班不方便，立即新

增了第 26 路公交车；对增值税补贴不感

兴趣，耒阳市科工信局局长天天给张清

河做工作，还安排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

导，为其争取奖补 100 多万元。

政 府 的“ 投 桃 ”换 来 了 企 业 的“ 报

李”。深耕婴童用品行业 27 年的张清河

利用其在行业内广泛的影响力，带动星

尚婴儿、慕卡索、酷卡芙、小不点等一批

童车产业企业落户耒阳市。

同乐堡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如

今，耒阳市的独特“软实力”正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企业纷至沓来，带动着越来越

多的企业“原地倍增”，在耒阳市这片发

展热土上，创造着辽阔而美好的明天。

科创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激活工业经济新动能

美蓓达是由耒阳市新达微科技有

限公司发展成立的一家股份制高新技

术企业。在百度搜索，该公司的资讯不

多，但说起它的客户——大疆创新、苏

泊尔、纳思达、迈瑞医疗、广电运通……

却个个都是行业“顶流”。

为何这些行业龙头会选择与一家

耒阳市企业合作？这得益于美蓓达在

细分领域的技术实力。

自落户耒阳市以来，美蓓达致力于

科技创新，获得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 80 多项，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自主

研发的高精度、长寿命、超静音微型高

速精密轴承，突破了国外“卡脖子”技

术，摆脱了国内知名企业高端轴承长期

依赖进口的现状。

“耒阳市有着适合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的土壤。这几年，市委、市政府以

及相关部门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支持。”

美蓓达总经理罗清华说。

该公司申报制造强省项目和省企

业技术中心平台，耒阳市科工信局主动

上门服务、手把手指导。2022 年，政府

为该公司减免职业技能补贴、研发奖补

等各类费用 60 余万元；2023 年亦在积

极申报减免。

由于科创动能足，美蓓达成为“耒阳

市制造”的一匹黑马，荣膺高新技术企业、

衡阳市工业设计中心等。公司总投资 3

亿元，建设占地面积 150 余亩工业园，致

力把耒阳市打造成轴承产业之乡。

美蓓达的崛起之路，折射出耒阳市

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的产业路径。

近年来，耒阳市委、市政府大力引进

科创人才、出台科创政策、搭建科创平

台、加大科技投入、做强科技金融，推动

产学研合作、激活企业主体创新活力。

“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耒阳市对中央的精

神贯彻有力、行动迅速。

神农国油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全国油茶产业重点企业。耒阳

市市科工信局大力支持该公司开展科技

创新，帮助其成功申报衡阳市级工业设

计中心。该公司获得 200 多项专利，独

创“三级分筛”工艺，提高了出油量和产

品品质。去年，实现年产值 4.9亿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金悦科技，在

相关部门的帮扶下，获省企业科技创新

创业团队支持项目，挂牌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突破了 1，4-丁烯二醇高效

加氢、连续精馏分离、智能生产关键技

术，填补了国内高纯度医药中间体制备

技术领域空白。

数字虽无言，数据最有力。

盘点耒阳市的科创“家底”——

全市现有高新技术企业 64 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 160 家，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12.8亿元，总量居衡阳市第一；省级企业

创新创业团队 4 个，居衡阳第一；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家，居衡阳第一。

看耒阳市的创新势头——

2023 年，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个，实现零

的突破；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7 家，单

项 冠 军 2 个 ；新 增 云 上 平 台 企 业 超 过

2000 家，培育智能制造企业和车间 16

个，标杆企业 17 家，数量居衡阳第一。

今天的耒阳市，不管是新兴企业，

还是传统产业，都氤氲着向高、向新、向

绿奔跑的浓厚氛围。连“老大哥”煤炭

产业，也在加快从发展理念到生产方式

的全面变革，南阳、红卫等 3 家煤矿企业

被 评 为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而 这 在 过 去 是

“想都不敢想的”。

如今，耒阳市工业经济已步入快车

道，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

向，围绕“211+X”产业布局这个方向久

久为功、坚定不移抓下去，不断打造一

流的营商环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湖南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贡献更多耒阳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

要切入点，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阵地。如何

让县域经济展现新活力？“耒阳答卷”引人关注。

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在新时代赶考路上

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闯出了

一条从“一煤独大”向多产支撑、从粗放发展向

高精尖转型的“新路径”，跑出了工业经济发展

的“加速度”。

阔步高质量 激活“新”力量
——耒阳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张 涛 彭国军 王 珊 邓正华

耒阳市高质量发展系列之一

这一年，看得见的变化，写在火洲大地上；

群众脸颊上的笑容，荡漾着幸福的味道。

这一年，吐鲁番搭建平台引才育才，匠造

舞台用才留才。一栋栋人才公寓竣工投用，一

批批产业项目火热推进。

这一年，湖南第十批援疆工作队接续推进干

部人才交流合作，探索“结对共建”、专家“组团”、

“定向培养”等智力援疆新途径，助推高质量发展。

四 月 天 ，春 意 浓 ，万 象 新 。记 者 走 进 吐 鲁

番，探访湖湘人才绘“疆”图景。

匠心打造“磁场”，人才安家安心

步 入 吐 鲁 番 市 红 石 榴·青 年 人 才 公 寓 大

门，庭院中央挺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8 个大字。

春日下，石榴树枝繁叶茂。主楼上，“湖南

援建”的标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院子里，8 栋崭新的大楼依次排列。其中有

5 栋楼是人才公寓，共有 900 套，每年能保障近

千名人才的安居需求。

去年 3 月，这批公寓竣工验收。项目占地

5 万余平方米，总投资 1.66 亿元，其中湖南援疆

资金 9000万元。目前，已有 213名青年人才入住。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把好人才公寓的‘建设关’和‘服务关’，

匠心打造引才和留才的‘强磁场’。”吐鲁番市

委组织部人才（援疆）工作科科长王军介绍，这

是吐鲁番市首个专门服务于人才就业创业的

生活配套公寓，集安居办公、学习交流、创新创

业、运动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水、电、气、各种家电，一应俱全。”吐鲁番

融媒体中心青年人才王永明来自甘肃，已“拎

包入住”人才公寓半年。他兴奋地给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一年能节省租金一万元。

在益阳市对口支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二二一团，也有这样的人才公寓，已

经有 40 名青年人才入住。这是湖南省“十四五”

对口援疆规划项目，总投资 800 万元。

湘吐“同心”共建，教育医疗提质

前不久，一堂“云课堂”，连接起相距 3000公

里的吐鲁番和长沙。一端是吐鲁番市实验中学高

三物理教师姚秀军，另一端是长沙市长郡中学的

物理教师。两人忙着互动，为学生答疑解惑。

这样的互动，已成为他们的日常，也是湘

吐两地“结对共建”的一个缩影。

目前，吐鲁番市已有 81 所学校与湖南“结

对共建”，协力开设“红石榴·名师大讲堂”，共

同搭建“红石榴·同研云课堂”。

“这种模式，既提升了课堂教学质效，也促进

了教师专业发展。”姚秀军告诉记者，吐鲁番市已

有 400多名教师现场听评课，乌鲁木齐、阿克苏等

多个地州市1200余名教师线上参加学习。

4 月 11 日，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报送的

《深化红石榴援疆品牌内涵，让湖南优质教育

惠及边疆师生》，成功入选“中国教育报区域教

育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

看病不再忧，群众有“医”靠。

去年 5 月，南华大学附属医院选派一批专

业技术人才援疆，签订医联体合作协议，建立

远程病理诊断平台。

一年来，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先后成立“刘

向阳教授骨科名医工作室”等 4 个专家诊室，

120 项 新 技 术 新 项 目 在 吐 鲁 番 乃 至 疆 内 实 现

“零”的突破。

一项项医学首例，填补吐鲁番医疗领域的

空白：首例唐氏综合征患儿行扁桃体及腺样体

切除术，首例肠排列术，首例植入脑起搏器治

疗帕金森病手术……

去年 12 月 8 日，南华大学附属吐鲁番市人

民医院正式揭牌。

“直击民生需求急难愁盼，用心穿好引才‘绣

花针’，用情绣出人尽其才‘百景图’，努力给吐鲁

番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擦亮湖南援疆

品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南华大学校长张灼华

告诉记者，南华大学支持面向吐鲁番开展定向医

学生、在职研究生专项招生，加快培育本土人才。

专家“组团”援疆，注入澎湃“智”能

去年年底，湖南 15 名专家教授组成助力产

业高质量发展“智囊团”，远赴吐鲁番考察调研。

如何让托克逊的高品质红枣增产？

为了破解这道技术难题，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林学院副院长王森教授对接了吐鲁番市科

技局，定下“枣区域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与应

用”的科研项目，加入“一带一路”干旱经济林

国家创新联盟。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专项列支 150 万元

用于柔性引才，一年来，引进“小组团”10 个，柔

性引才 200 余人次，他们活跃在吐鲁番产业、科

教、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精准‘输血’、强化‘造血’、助力‘活血’。”吐鲁

番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

指挥长胡真介绍，他们广泛开展“湘才传‘新’火”援

疆人才传帮带活动，共结对帮带本地人才 219人，

用援疆资金培训本地干部人才1.2万人次。

智援火洲，以才兴业。

今年 5 月，又有 40 名吐鲁番青年英才将前

往湖南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为期半年跟岗培

养，接受导师帮带，提升专业化能力。

一年来，湘吐两地互派干部人才学习交流

1500 多人次，促成两地 100 多家单位结对共建，

签订合作协议 60 余份。

这些扎实的数据，是湖湘人才援疆的“成

绩单”，也是湖南助力吐鲁番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新起点。

湖南日报 4月 28日讯（全媒体记者 刘涛）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了 2024年全省一季

度文化和旅游市场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我省纳入监测的 420家旅游区累计接待游

客8644.7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49.24亿元。

其中，16 家 5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701.72

万人次，157 家 4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2833.79

万人次，247 家 3A 级及以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109.20 万人次。

文博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全省纳入监测的

187 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开展的文化服务

惠及 2782.9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47%；28 家演出

场所累计演出 890 场次，接待观众 65.63 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5280.47 万元；68 家演出团体累计

演出 2700 场次，接待观众 250.98 万人次，实现营

业收入 7359.21 万元。

住宿单位稳步复苏。一季度，全省纳入监测的

533家住宿企业累计出租 490.86万间，住宿单位客

房出租率为 78.26%。其中，21 家五星级酒店客房

出租 50.55 万间，58 家四星级酒店客房出租 93.07

万间，121 家三星及以下酒店客房出租 104.18 万

间，141家民宿客栈客房出租 28.68万间。

湖南日报 4月 28日讯（全媒体记者 杨元崇

李璇 李杰）“五一”前夕，新华网联合中青旅推

出“发现乡村旅游目的地”活动，寻找适宜时令出

游的“全国十大乡村旅游目的地”，其中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常德桃花源镇入选。

山林峡谷溶洞美，苗寨风情惹人醉。十八洞

村苗寨风貌保存完好，民族风情浓郁，苗年、赶秋

节、“11·3”吉客节等特色民俗文化活动精彩纷

呈。特色美食苗家酸鱼、十八洞腊肉等风味独特。

特色党建研学、青少年研学、非遗体验、节庆活动

贯穿全年。

十八洞村以“首倡脱贫”历程为基石，注重发

挥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优势，围绕产旅结合、农

旅融合、文旅配合，大力发展红色、绿色、民俗文

化旅游，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赋能

乡村振兴之路。游览“十八洞精准脱贫之路”展

厅、精准扶贫广场、苗绣产业基地，走红色路线，

听脱贫故事，看扶贫产业，感受精准扶贫的魅力，

成了游客打卡十八洞村的必游路线！

桃花源里，美好生活。桃花源镇致力挖掘桃

花源历史文化内涵，加大农旅、文旅融合力度，在

核心景区相邻的 4 个村，按照“核心景区+特色小

镇+乡村振兴示范片”的思路，精心打造独具特

色的乡村旅游环线，一年四季皆有景。五一假期，

相约桃花源镇，游客可赏清江铺月季长廊，采黄

土坡瓜果，享白麟洲悠闲生活，品尝擂茶宴等特

色美食。还可观看大型实景演出、参加农旅体验

活动等，感受在“桃花源”生活的热闹与闲适。

十八洞、桃花源入选“全国十大乡村旅游目的地”

文博游持续升温 住宿业稳步复苏
一季度全省纳入监测旅游区接待游客超8600万人次

用心穿好“绣花针”用情绣出“百景图”

湖湘人才绘“疆”来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金燕 廖慧文 王立三

4 月 28日，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第 十 二 师

二 二 一 团 红 石

榴·青年人才公

寓。

周云峰 摄

（湖南图片库）

湖南日报 4月 28日讯（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千惠 李叶）经过约 9个月的本体保护和

提质改造，马王堆汉墓文物本体保护二期工程施

工已进入扫尾阶段，遗址将于 5月 1日恢复开放。

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巨大墓坑的底部，新

增了木制棺椁。正中间的椁室及周围的边厢位置

分布明确 ，棺椁外包裹了一层“木炭 ”和“白膏

泥”，起到密封作用。这个根据实物等比例复原的

棺椁正在搭建中，届时观众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墓

主人下葬时的棺椁布局。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周年。为了给观众

带来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湖南博物院于 2023年 8月

启动了马王堆汉墓文物本体保护二期工程。湖南博

物院藏品保护中心主任刘亮介绍，经过精心设计和

科学施工，重新恢复开放的墓坑遗址主要从本体保

护和游客参观体验两个方面进行了提质升级。

在本体保护方面，对坍塌的护坡进行了加固

和修复。为有效提升遗址的整体稳定性，拆除了

部分砖砌体、加固地基等。为了让游客更直观地

了解遗址，在遗址图片上标明了三座墓的位置，

在墓坑底部新增了等比例复原的棺椁等。同时，

新建了游道及挡土墙，新增了标志标牌等配套保

护展示利用设施。通过整治现存本土植物、改造

疏排水系统，改善遗址周边的生态环境。

马王堆汉墓墓坑遗址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古

汉路，1972 年至 1974 年，考古工作者对马王堆汉

墓的三座西汉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 3000 多

件珍贵文物。目前对外展示的墓坑是三号墓墓

坑，墓主人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夫

人辛追的儿子利豨。

马王堆汉墓墓坑遗址5月1日恢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