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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晚，浏阳天空剧院周末焰火秀如

约而至，成为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视觉盛

宴。

浏阳自 2023 年 2 月启动周末焰火秀以

来，仅售 1 元门票，不仅带火了文旅市场，还

带动了浏阳夜经济和乡村游的蓬勃发展。

大型焰火秀堪称“烧钱利器”，一场秀投

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浏阳周末焰火

秀仅收 1 元门票，何以持续办了 1 年多？浏阳

夜经济和乡村游如何从中受益？

焰火秀有多火？
线上30万人次预约门票

8月 17日晚，浏阳天空剧院再次成为欢乐

的海洋。近万人汇聚于此，共同欣赏葛家商会

专场周末焰火晚会带来的沉浸式梦幻体验。

受益于周末焰火秀，天空剧场周边人气旺

盛，酒店餐饮夜市生意火爆。记者现场看到，从

各地涌入的私家车将剧场周边停车场停得满

满当当。“除了过年，平时难得看到这么大型的

焰火晚会。”一位外地游客道出其中缘由。

“每场焰火秀都能吸引两三万名游客前

来观看。”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科

教部负责人宋英杰介绍，其中 95%以上为外

地游客，还有不少港澳台以及国外游客。

周末焰火秀带火了门票预约平台“烟花

云”。“焰火活动多的时候可卖 9000 张票，预

约人数 8 万到 30 万人次不等。”宋英杰说，为

了让外地游客体验焰火秀，浏阳主动劝本地

居民“让票”。去年 8 月开始，周末焰火秀实

名制预约。

“没想到会这么火！”宋英杰记得 2023

年 2 月举行第一场焰火秀时，4500 张门票通

过线上平台卖了 3 天 ；而第二场 4500 张门

票，上线 5 分钟就抢完了，票务系统崩溃。此

后场场预约爆满。

今年以来，浏阳已举办 16 场周末焰火

秀，吸引游客近 100 万人次。“周末焰火已成

为浏阳的文旅品牌。”宋英杰介绍，目前官方

购票平台“烟花云”访问量达到 2 亿次 ，抖

音、小红书、快手等社交平台热议超亿条。

带动力有多强？
单场活动拉动消费逾2000万元

周末焰火秀的成功举办，不仅提升了浏

阳城市形象，更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官方数据显示，每场焰火秀能拉动文旅

消费逾 2000 万元。

“一到周末，酒店基本一房难求。”希尔

顿欢朋酒店相关负责人王女士告诉记者，与

往年相比，今年酒店的餐饮和住宿订单增长

了 20%以上。

受周末焰火秀的影响力，亚朵、道吾、铂

丽等一大批商务酒店相继入驻浏阳，一年来

城区新增床位超 2000 个。

餐饮方面同样火爆，天空剧场附近美食

街“老石记”饭店老板石女士感受颇深：“饭

店 26 张桌子平时坐不满，周六晚上订不到

位，还要在饭店前坪摆 10 多桌。”当地网红

店“杯莫停”，夜宵时段订单暴涨 40%。

周末焰火晚会还带动了浏阳乡村游，形

成“白天游乡村，晚上看焰火”的旅游新模

式。在浏阳大围山镇，周末游客接待量平均

达到 1.7 万人次。白沙古镇的游客量也显著

增长，周末高峰期达 3000 余人次，多家民宿

和餐馆出现了连续满房情况。

2023 年 2 月以来，浏阳共开展 73 场创意

焰火燃放活动（周末焰火秀 49 场），累计吸引

游客逾 450 万人次，拉动文旅消费超 150 亿

元。

1元门票何以支撑？
打出品牌，企业看长远

浏阳如何凭 1 元门票支撑活动持续举

办？

据了解，每场周末焰火秀费用由当地花

炮企业出资承担，政府和商会给予一定补贴

和支持。明知是亏钱，企业为何愿意承办？

金滩烟花作为具有甲级燃放资质的企

业，去年 2 月，主动承接了首场周末焰火秀，

今年 3 月又揽下一场周末焰火秀。该企业还

参与了 4 场周末焰火燃放，为其他企业提供

技术指导。“不管是自己办，还是指导别人，

我们都不以赚钱为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张

祖全表示，“花炮是浏阳特色产业，企业有义

务为行业发展尽一份力。当然，焰火秀活动

也帮我们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宝贵实操经

验。”

“周末焰火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

企业从中也能受益。”激情烟花行政负责人

刘守龙介绍，前不久的七夕夜，他们投入 180

多万元冠名承办了“激情浪漫之夜”周末焰

火秀，通过无人机表演、短视频转发、邀请全

国经销商现场做客等方式，企业品牌迅速出

圈。当晚，仅网红艺人直播间点赞关注就达

到 1800 万人次。

随着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浏阳焰火燃

放企业已经与方特、南京园博园景区、天津

泰达航母公园等国内上百个景区景点进行

合作，有效延伸了产业价值链。

浏阳是“中国烟花之乡”，现有烟花爆竹

生 产 企 业 431 家 ，具 备 燃 放 资 质 的 企 业 66

家 ，产 业 集 群 带 动 从 业 人 员 超 30 万 人 次 。

“全国超 60%、全球出口超 70%的花炮（烟花、

鞭炮）都产自这里。”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易亮介绍，举办周末焰火有利

于扩大浏阳花炮知名度，同时促进浏阳文旅

融合发展。

周末焰火秀为浏阳中小型焰火燃放企

业从“本地放”到“出去放”积累了宝贵实操

经验。2023 年至今，浏阳焰火燃放企业共执

行了 2200 多场国内外焰火燃放活动，占据

全国 90%市场份额。

优化进口棉籽口岸查验比例

城陵矶棉籽进口量
占全国“半壁江山”

湖南日报 8月 29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璇 通讯员 胡茜）

岳阳海关 28 日披露，1 至 7 月，岳阳城陵矶口岸进口棉籽 8.5 万

吨，同比增长 105%，占全国棉籽进口量的“半壁江山”，主要用

于湖南华容、湖北石首等地企业油脂压榨。岳阳城陵矶进境粮

食指定监管场地发挥口岸平台优势，确保长江中部地区棉籽

加工产业供应链稳定。

华容县威华棉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棉

籽约 5 万吨。岳阳海关采取通关便利化措施，查验比例大幅下

降，今年该公司进口量有望翻一番，突破 10 万吨。

为促进华容等县区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岳阳海关在县

区设立海关服务站，贴近服务县域相关企业。湖南远洋集装箱

运输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李斌介绍，海关工作人员指导企业

运用内河运费不计入完税价格、提前申报、船边直提等便利措

施，为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

岳阳海关关长王东辉表示，岳阳海关积极落实“放管服”

改革举措，抽调业务骨干对进口棉籽来源国、检疫风险、管理

制度等进行综合评估研判，积极向长沙海关及海关总署建议

优化进口棉籽口岸查验比例，目前已由原来的 100%调整至

20%以内，绝大部分棉籽集装箱实现从城陵矶港口船边直提至

县区工厂，加速企业资金流、货物流。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籍贯711》为“隐姓埋名人”立传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梁可庭 赵倩倩）28 日，

《籍贯 711——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的故事》新书发布会在

郴州市苏仙区举行，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 周年，

为“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 711矿人著书立传。

711 矿是我国最早发现、勘探、建设的大型铀矿，在近半个

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为“两弹一艇”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

“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将当时的郴州一举推到了中国

核工业建设的前沿。2004 年，711 矿完成历史使命被政策性关

闭，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渐沉寂。

“作为一座矿山，711 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

作为一个精神高地，却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籍贯 711》作

者、郴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琼华介绍，从偶然的飞机偏航到铀

矿的发现，从“七人先遣队”到“千米大会战”，通过 39 个 711 矿

人的故事，把 711 矿从发现、建设、开采到政策性关闭的“隐秘

而光荣的历史”串联起来。

2023 年，乘着第二届湖南旅发大会东风，郴州市苏仙区重

启“功勋铀矿”711 矿，打造特色文旅小镇。一年来，711 时光小

镇依托矿山遗址、工业建筑等丰富工业遗产，开发红色故事讲

解、工业文化展览、户外拓展训练等体验式文旅项目，创新打

造“不朽的功勋——从金银寨到金银滩”音乐思政课。深度挖

掘工业内涵，711 时光小镇正致力于打造成国家级工业历史文

化街区、年轻人打卡郴州的“网红地”。

阿婆山下，一条碧绿的洽比河穿村过

寨。8 月 27 日，记者走进中国传统村落——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寨镇中黄

村，两栋雅致的“芭本朵”（苗语意为“蝴蝶”）

非遗主题民宿坐落河畔。

平头、皮肤黝黑、身板笔直、步伐矫健，

湘西山谷居民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退役军人林杰，在河边与施工人员商讨

建设水上乐园事宜。

2014 年，林杰和爱人一同创立“山谷居

民”品牌，推动苗绣产业发展，带领湘西苗绣

走出深山、走向世界；致力于将湘西非遗与

乡村旅游相结合，打造地方特色文化“IP”，

助力民族地区旅游提质升级。

让苗绣走向世界

1993 年，林杰退役后被安排到吉首市

人民医院工作。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林

杰死里逃生，明白生命珍贵的他下定决心

干一番事业。2000 年，他果断辞职，开始创

业 ，虽 积 累 了 一 些 财 富 ，但 一 直 找 不 到 方

向。

妻子易华，因热爱苗绣而从电信企业

辞职，为苗绣四处奔忙。

林杰像看见了一束光。

一方面被妻子的坚持感染，一方面从商

多年的经历让他敏锐地洞察到文旅产业的

发展前景。2014 年，他和妻子创办“山谷居

民”品牌，决心让苗绣走向世界。

创业之路不平坦。面对人才留不住、市

场认可度不高、产品质量把控难等问题，林

杰没有退缩。易华说，林杰有股韧劲，认准

了就决不放弃。

军旅生涯磨炼出他钢铁般的意志，支撑

着他一路前行，“山谷居民”在风雨中茁壮成

长。

6 年间，“山谷居民”迎来阳光雨露。苗绣

产品多次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并

亮相多个国际盛会及国家级展览。近年来，

公司荣获多项国家级荣誉，包括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等。如今，公司已与宝马、优衣

库、携程网、广东省博物馆、芙蓉镇景区等多

家知名企业与景区合作，拓展苗绣及相关民

族文化产业市场。

让苗绣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山谷居

民”也在反哺家乡，探索出一条“公司+非遗

传习所、工坊+绣娘”联动一体苗绣产业发

展模式，助力非遗技艺传承保护，帮助解决

留守妇女就近就业。公司在吉首、花垣、凤

凰等地举办 300 多期苗绣培训，培训 2 万余

人次；通过产品订单带动 2000 余名农村留

守妇女家门口就业。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绣着花、蝴蝶、铜钱、老虎等精美图案的

手提包、服饰、摆件，摆入橱窗、进入人们日

常生活，成为时尚单品。

从苗绣传承到衍生产品开发，“山谷居

民”的脚步不停。

林杰介绍，将湘西非遗与乡村旅游相融

合，通过创新场景让非遗活起来，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 IP，中黄村是第一站。

背靠青山的芭本朵非遗主题民宿，飞檐

翘角，木质房屋古色古香，与苗寨融为一体。

进入民宿，大型龙凤花纹的苗族银饰“贴”在

红色墙壁上，两侧立着有蝴蝶、花草、祥云元

素的木雕。走进房间，各式苗绣点缀其间，装

潢质朴且素雅。

“‘芭本朵’苗语意为‘蝴蝶’。苗族远古的时

候叫九黎部落，蝴蝶是苗族的精神图腾，我们给

中黄村的项目定位‘九黎蝴蝶寨’。”林杰说。

俯瞰，民宿像蝴蝶的身躯，河对岸的农田

是左翼，村寨是右翼。

生出羽翼的“山谷居民”如今拥有销售、

古建、创意设计等 4 家公司。“我们已经具备

文旅开发的核心能力。”林杰说，希望成为为

民族地区提供在地文化挖掘、运用、运营一

站式服务的首选供应商，将苗族文化提炼转

换，融入乡村景区、景点或文旅项目，助力民

族地区旅游提质升级。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中黄村有 700 多年

历史，60 多栋湘西吊脚楼建筑保存完好。在

保持村寨原有风貌基础上，林杰正努力打造

一个展示非遗文化的窗口——“蝴蝶寨”，一

个集文化体验、民宿休闲、手工艺品制作、生

态农业观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洽 比 河 畔 的 X077 旅 游 公 路 盘 踞 大 山

间，途经中黄、岩科、洽比等 9 个村寨。

“近年，同质化景区增多，加上消费升级，

我们要做差异化。”林杰说，未来，将在 9个村

寨间打造湘西非遗文化体验长廊，为游客提

供全新体验。

华容团洲垸助学纾困
确保学生顺利入学

湖南日报 8月 29日讯（全媒体记者 杜立）8 月 26 日，湖南

省红十字会捐赠的价值 61 万元物资抵达华容县团洲中心小

学，12 块智能白板、50 台电脑等教学用具安装到位。

华容县团洲联校党支部书记谢志光告诉记者，为保障教

学质量与满足受灾群众安置需求，团洲中学（原）合并至团洲

中心小学，9 月 1 日正式开学。

谢志光介绍，在并校改造期间，华容县统筹开展助学纾困

工作，对在县内就读的团洲籍中小学生（含职业中专学生），减

免 2024 年下学期至 2025 年上学期的入学学杂费（含保教费）、

教辅资料费、伙食费、课后服务费、住宿费、乘坐校车费等费

用；对团洲籍在读大学生，华容县以县政府名义向大学去函请

求减免学费，同时由县慈善总会在 2024 年下学期给予每人一

次性帮扶 5000 元。

在保障学生顺利入学后，华容县将对困难学生进行一次

重点摸排，对学生及其家庭进行跟踪帮扶，减少其后顾之忧。

是报道者，也是被报道对象，“我写”和“写我”，我与湖南

日报的故事，也是我的“双写土家人生”，也许平凡，但不平淡。

2010年，当兵 8年的我复员回到了家乡张家界市永定区农业

局工作。不久，局里推荐我参加湖南日报组织的通讯员培训。

从此，未读过高中的我，即便文凭“升级”了多次，工作单

位变更了多次，但一直坚持参加通讯员培训，坚持向《湖南日

报》投稿……15 年来，我采写了 1000 余件新闻稿件，发表于《湖

南日报》及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等。

我永远记得，2015年 1月 4日，《湖南日报》刊登了《“敞开大门

睡觉也无妨”》，这是我的处女作，在张家界市范围内引发热议。

2023 年湖南日报社通联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我有幸成

为参会代表，会后，我不仅把全套会议资料珍藏在书房，且把

湖南日报通讯员证随身携带……

我的爱人也是《湖南日报》通讯员，按“岁数”她得叫我

“阿哥”，按“入门”时间我得叫她“师姐”，她称我的“湖南日报

时光”是“双写土家人生”，“我写”是其中之一，“写我”是其中

之一。

我首创新土家风文艺概念，策划、创作和推广新土家风系

列作品，多次登上《湖南日报》。而以我名字命名的张家界市永

定区鲁絮政协委员工作室，重点履职领域为“文化艺术、文旅

融合、教育发展、乡村振兴”，2023 年 2 月 1 日揭牌以来得到《湖

南日报》多次报道。

“土家”，可谓“土家族、乡土人家、家国天下”，我和我的爱

人、孩子还会继续相勉相伴于《湖南日报》通讯员人生路。我的

孩子如今 9 岁，却经常翻阅我和我爱人在《湖南日报》发表的作

品“珍藏本”。我和我的爱人发表于《湖南日报》的每篇作品，我

们都会把该期报头和内容裁剪后粘贴于一张白纸上，再把该

“白纸贴”通过电子扫描和胶盒进行“双重珍藏”。

（作者系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协提案委主任、鲁絮政协委员

工作室召集人）

湖南日报 8 月 29 日讯

（全媒体记者 卓萌 通讯员

周玲）28 日 ，由 国 家 数 据 局

主 办 的 2024 中 国 国 际 大 数

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会上发布湖南首笔数据资产

入表项目成果——湖南财鑫

集团数据资产入表。该集团

成为我省首家完成数据资产

入表的企业。

近年来，湖南财鑫集团

积极探索数字资源化、产品

化、资产化、资本化路径，充

分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字

化转型，让高质量数字要素

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入

表项目基于湖南财鑫集团的

数据产品“综合风控平台”，

打造“企业 360 报告”“贷后

风险预警平台”两个应用场

景。集成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集

团担保、典当、小贷、供应链

等金融服务提供智能风险管

理，通过实时监测、预警和评

估，有效提升业务风险防控

能力和决策效率。

数据资产入表使得数据

能够像其他传统资产一样，

在市场中自由交易、合理定

价，从而激发数据市场的活

力与创造力。湖南大数据交

易所将湖南财鑫集团的“综

合风险平台”作为数据资产

纳入企业财务报表，实现湖

南 省 数 据 资 产 入 表 零 的 突

破，打通数据要素“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化”路径，形成

数据要素价值化闭环。湖南

财 鑫 集 团 凭 借 数 据 资 产 质

押，获得湖南银行常德分行

预授信融资 1200 万元。 我的“双写土家人生”
鲁絮

1元门票何以支撑浏阳周末焰火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蒋铭洋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

让湘西苗绣走出深山
——记湘西山谷居民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谢根 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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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8月 29日，平江县杨梓山学校，工人给舞蹈

教室安装地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6月以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平江县发

生严重洪涝灾害，20余所学校建筑、设施设备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毁。开学在即，受灾学校加快校园灾后重

建和消杀防疫等工作，为新学期如期开学做好准备。

上图：8月 29日，平江县桂花学校，工人对操场的

人造草坪进行修复。

灾后重建保开学

我与湖南日报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