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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8 月 12 日讯
（记 者 陈 贻 贵 杨 敏 华
通讯员 尹晓晖 魏小勇）
8 月 10 日晚，历经 40 天的艰
苦排练，湖南省祁剧保护传
承中心创排的大型现代祁剧

《火 种》在 市 楚 雄 大 剧 院 首
演。演员们精彩的演出，不
时赢得场下观众阵阵喝彩和
热烈掌声。

祁剧《火种》以湖南最早农
村党支部——益阳金家堤支部
的成立为素材，以六场戏的结
构，讲述了进步青年欧阳笛渔
带着女友王诗曼一起回到湖南
农村老家，发展农村党组织的
艰辛历程，展示了革命先辈坚
守信仰、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
崇高精神和优秀品格。

该剧创作和演出阵容强
大，由全国著名青年剧作家尹
雨编剧，国家一级导演、全国文
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导演得

主何艺光执导，国家一级作曲
家邓尧民作曲。湖南省祁剧保
护传承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梅
花奖获得者、党的十九大代表
肖笑波，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文
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刘登雄，青
年骨干演员李军，国家一级演
员、祁剧传承人李和平等名角
大腕担纲主演。

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
主任刘登雄介绍说，2015年下
半年开始，他们就精心策划，挑
选剧本。经过反复酝酿，最后
定稿《火种》剧本，并反复进行
修改。为排好此剧，配备了强
大的二度创作团队和演员阵
容。自7月1日正式排练以来，
演员们战高温、斗酷暑，放弃周
末休息时间，克服一切困难刻
苦排练，力争打造精品力作。
该剧精心打磨后，将参加今年
10 月在株洲举行的第六届湖
南省艺术节。

大型现代祁剧《火种》首演
再现湖南最早农村党支部传播革命

火种的故事

邵阳日报 8 月 12 日讯
（记 者 肖 燕 通讯员
尹华增） 连日来，全市水利系
统通过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
组织干部集中学习等形式，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湖南日报
系列社论文章。大家纷纷表
示，要牢记习总书记“守护好一
江碧水”的殷切嘱托，争当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排头兵，为邵
阳的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

8 月 9 日，市水利局党委
书记、局长伍先明在局党委中
心组学习上表示，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就是要结合水利工作
实际，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推
动邵阳水利高质量发展，守护
好一江碧水的工作中，彰显水
利人的担当和作为。我市自去年
实施河长制以来，强力推动“一
江五水”综合治理，开展了僵尸
船整治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成效显著，初步实现了垃圾不入
河、污水不直排、河岸不乱占、河
道不乱采。下阶段，将继续坚持
问题导向，以河长制为抓手，按
照“见河长、见行动、见成效”的
要求，统筹推进全市水安全保
障、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水
环境整治以及水生态修复，为子
孙后代留下一江碧水，留下永续
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争当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排头兵
全市水利系统学习习总书记对湖南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她是一名乡镇语文教师，
用春风化雨般的爱心教书育
人；她是一名贤惠孝顺的儿
媳，用大爱之心照顾前任婆婆
和现任公公。她就是洞口县
水东镇语文教师刘慧。她用
传统女性最美的情怀诠释着
人间真爱，赢得亲朋好友的一
致好评。7 月底，刘慧家庭被
评为邵阳市“最美文明家庭”。

孩子眼中的好老师

爱是教育的源泉，爱是教
育的基础，刘慧凭着一颗爱心
经营自己的本职工作，她将工
作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来
做。她心中装着那群可爱的
孩子，对学生的关爱细致入
微，二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
默默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传帮
带着一批又一批新同事。她
在学生心里是“不是亲娘，胜
似亲娘”的好老师，在同事眼
里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
热心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
年来，刘慧辛勤的付出，赢得
丰厚的回报：她所带的班级每

年都被评为优秀班级，她本人
也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镇
优秀教师”“市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

婆婆心中的“好女儿”

2002年，刘慧的前任公公
因病去世，家里欠下巨额的外
债，几年间全家通过省吃俭用
不断压缩家庭开支，终于在
2005年还清了外债。可“屋漏
偏遭连夜雨”，2006年，她前夫
查出胃癌晚期，两个月后撒手
人间，家里又欠下巨额的医疗
费和外债。作为家里的顶梁
柱，刘慧只能咬牙挺住。从家
庭变故至今，十多年来，她用微
薄的工资一直支付着前任婆
婆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共计14
万多元。如今，她因为生活拮
据，买不起房子，全家人还挤在
学校不足20平方米的旧房里。

2012年，前任婆婆胆结石
发作，半夜时分，她和现任丈夫
把婆婆送到了医院，进行了手
术。她在病床前伺候了婆婆20
多天。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
婆婆，有一次实在太累，趴在床

头睡着了，病友都夸她婆婆有
个好儿媳，婆婆含着眼泪说道：

“我失去了一个儿子，却得到
了一个好女儿。”

2013年，不幸的事情又再
次降临到刘慧身边，她的亲生
父亲被查出癌症。父亲的病
情不断加重，她帮父亲穿衣、
洗漱、端屎端尿。刘慧说：“人
的一生可以错过很多东西，但
万万不能错过回报父母的养
育之恩。”她常在病床前给父
亲讲故事、说笑话，逗得老人
开怀大笑，她希望用爱陪伴父
亲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2016年8月，刘慧的父亲安详
地离开了人世。

温馨幸福新家庭

2007年，在亲朋好友的劝
说下，她带着女儿重组了家
庭，并生下了一个儿子。有人
说：重组家庭会矛盾重重。但
因为有爱，刘慧的新家庭和谐
幸福。现任公公曾一度嫉妒
她对前任婆婆偏爱，她就和公
公推心置腹地交谈，并承诺
说：“我也会像照顾婆婆一样

孝敬您的。”自结婚以来，公公
就一直黏着他们，和他们生活
在一起。公公有三个儿子，但
因为种种原因，公公的生活
费、治疗费都由刘慧一家承
担，虽然每月家里要增加近千
元开支，但刘慧从不计较。几
年来，公媳之间从未红过脸。

2013年，公公患了白内障
造成双目失明，刘慧带着老人
到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为公
公洗脸、洗脚、洗衣服，坚持每
隔一小时上一次眼药，精心服
侍老人整整三个月，老人的眼
睛很快恢复了视力。公公的
心结打开了，逢人便夸儿媳妇
的好。

与别人相比，刘慧的家庭
人口多、负担重。刘慧常说：

“为自己活着，是一种自由，为
家人活着，是一种责任”。刘
慧经历不少的坎坷，但她仍旧
坚强地笑对人生，继续营造一
个温馨幸福的新家。

孝老爱亲的好儿媳
——记邵阳市“最美文明家庭”刘慧一家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上接1版③）
同时，我市制定了《邵阳市2018年“产

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印发了《关
于认真做好2018年全市重点建设项目（第
一批）工作的通知》。大力实施重点产业发
展“1125”工程，即2017年至2020年每年计
划实施推进不少于100个重点产业项目，拉
动投资1000亿元，新增税收20亿元，新增
产值500亿元。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五个
一”的工作机制，对重点产业项目实行责任
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明确时间节
点和目标任务。

围绕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我市吹响
了攻坚号角！

对症下药
强化要素保障

没有要素保障，推进项目是纸上谈兵。
为优化要素保障这一“天下第一

难”，我市迎难而上出台了《邵阳市对接
“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实施方案》，从
审批、成本、法治、信用、创新、服务、通关
等七个方面发力，努力打造便捷高效的
政务环境、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配套完
善的商务环境。对重点产业项目实施

“六个优先”，即优先列入发展目录、优先
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优先审批、优先给予
政府资金扶持、优先配套基础设施、优先
安排土地使用指标；加大金融保障，市本
级拿出3亿元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续贷过
桥、信用担保等融资难题；加大用地保
障，市国土部门优先安排邵阳经开区用

地计划 45.5 公顷，占市本级用地总计划
的50.6%……

公安机关全力护航“产业项目建设
年”，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加大
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周边的排
查，从严整治“三强”行为，为我市“产业项目
建设年”顺利实施提供优良的环境保障。

逆势上扬
擦亮产业兴邵名片

湘商产业园已成为我市承接沿海产
业转移的主阵地、湘商创新创业的聚集
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产业兴邵”
最亮丽的名片。

我市始终坚持把“135”工程湘商产
业园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一号工程”来
抓。在湘商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上，将
全市12个湘商产业园实行分类指导与考
核：一类园区，即邵阳经开区与邵东县园
区，区位优势明显，厂房建设计划分别为
100万平方米；二类园区，即新邵县、隆回
县、洞口县、邵阳县、武冈市园区，发展潜
力较大，厂房建设计划分别为30万平方
米；三类园区，即绥宁县、城步县、新宁县
园区，适度建设标准厂房，主要发展生态
旅游配套产业。同时，在厂房建设模式
上，以宜建宜用为目标，探索推行三种模
式：一是以民营投资者利用社会资本运
作厂房建设、企业招商和运营管理的邵
东“工业地产”模式；二是以园区为主体
进行开发建设的邵阳经开区“园区开发”
模式；三是以政府投资基础配套并提供
土地，组织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多家企业，通

过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分散投资等方式集
中连片建设的洞口、隆回“园企共建”模式。

栽下梧桐树，还要引得凤凰来。市
委市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招大引强，成立
市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全市对接“500强企业”的统筹、协调、
调度，出台《推进保税改革试点促进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和《邵阳市
对接500强工作方案》。

历经风雨见彩虹！1至6月，全市12
个湘商产业园（135创新创业园区）实现固
定资产投资 20.1 亿元，为年度计划的
67%。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56.06亿元，累计签约企业781家，入
驻570家，投产464家，实现产值278.98亿
元，解决4.67万人就业。我市纳入省“五个
100”的 11 个项目，1 至 6 月共完成投资
15.89亿元。我市还累计对接500强企业
24家，新签约“500强企业”投资的项目3
个，总投资额为45亿元，有投资意向的500
强企业19家，在谈项目共27个……

一系列数据显示，大力开展“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扎实推进“五个100”工
程，“产业兴邵”步伐不断加快，为壮大我
市实体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今
年上半年，我市主导产业支撑有力，重点
企业增势强劲。全市装备制造、特色轻
工、新型建材、食品加工四大传统优势产
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80.5% ，对 工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76.3%，45户重点企业的总产值增速均超
过20%。这些数据，对经济面临多种不确
定因素的邵阳，显得尤为不易。

（上接1版①）

柳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胡
世清是受益者之一，他对杨小树
以及专业合作社怀有深深的感
恩之情：“我家不仅能脱贫，致富
都不成问题！”

在广大农村，有一个弱势
群体更加期待帮扶，他们或因
病致贫或因残致贫。蒋坊乡就
有23户。他们像其他建档立卡
贫困户一样，成为了专业合作
社的“股民”。这些贫困户没有
劳动能力，入股的土地资源怎
么办？杨小树有办法：从专业
合作社里给他们每户划出10亩
地，雇人帮其发展产业。这些
特困户照样可以在专业合作社
拿到股金分红，实现脱贫。

杨小树牵头经营的专业合
作社为城步脱贫攻坚工作作出
了较大贡献，城步县委县政府按

规定对其予以奖励。同时，各部
门伸出援手，全力支持专业合作
社谋求更大发展。杨小树说：

“冷库总投资300万元，县里的
农综项目支持了我们70万元，
商务部门从专项资金里支持了
我们50万元。”他对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且计划
依托产业，发展旅游休闲业，让
更多农户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受益。

●相关链接：

这几年，城步陆续培育发
展壮大了 370 多个专业合作
社。该县引导合作社建立完善
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让贫困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提
供设施、劳动就业、入股分红、
临时用工等方式得到稳定收
益，实现“资源变股权，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民”。

（上接1版②）

今年邵东县计划实现所有
贫困村整体脱贫摘帽，该县扶
贫办主任曾颂美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任重而道远，我
们要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也不
能少’。”

在抓好经济发展、增加居
民收入的同时，邵东县还注重社
会发展、民主法治的共同进步。

去年，在全省综合考评
中，邵东县城镇居民委员会

和农村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
达标率高达 90%以上，在全
省分别位居第 15 名和第 23
名，社会治安综合考评得分
94.1，位 居 全 省 第 一 。 经 常
到邵东高铁站站前广场打太
极的市民肖先生高兴地说：

“现在我们邵东不仅公共基
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群众休
闲娱乐的去处越来越多，社
会治安也不断向好，逢年过
节都有干警上街巡逻，我们
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与
日俱增！”

受 高 温 天 气 影

响，邵阳县部分地区

出现不同程度的干

旱。旱情发生后，当

地群众不等不靠，积

极采取措施开展生产

自救，力争将灾害损

失降到最低程度。图

为8月12日群众在抽

水抗旱。

邵阳日报记者

杨 波

通讯员

唐 鹏 陈艺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