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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邝薇 林志刚 谭高
荣） 12 月 2 日至 3 日，我市举办非
遗保护传承工作队伍及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培训班，40 位国家级、省
级和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由市文旅广体局主办，
市非遗保护传承研究所承办。举办
这次培训班旨在继承和弘扬我市优
秀传统文化，给全市非遗传承人和
非遗工作者搭建一个了解政策、总
结工作、交流经验的学习平台，提高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和工
作水平。

培训班上，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
颜喜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实
践》为题，从非遗的定义、代表性项目
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非遗的保护
路径、非遗的实践方式、如何做好非
遗保护工作等六个方面，进行了通俗
易懂的讲解，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
作性，为保护传承非遗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邵阳花
鼓戏省级传承人李赛俭、宝庆烙画市
级传承人唐文林、宝庆瓷刻省级传承
人刘金铎介绍了各自项目保护传承
的喜人成果，分享了非遗传承与创新
的经验做法、发展思路并提出了意见
建议。隆回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廖
小飞、武冈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曾艺
分别汇报了隆回、武冈非遗保护传承
工作情况。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深受启发，获
益良多。新邵剪纸传承人马丽娅说，
作为邵阳非遗传承人的一员，传承传
统技艺、弘扬非遗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和使命，这样的培训班搭建起了传承
人交流分享的平台，非常必要，也很
实用。

保护传承非遗

弘扬传统技艺

我市举办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 讯 员 王 霞
刘人铭 苏渊） 12 月 5 日
是“世界志愿者日”。当天
上午，“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市文旅志愿服务文艺
轻骑兵走进双清区石桥街
道立新社区，为社区居民送
上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此次活动由省文旅厅、
省文明办等单位主办，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广体局承
办，市文化馆、双清区文旅
广体局、石桥街道办事处执
行，是“宝庆群艺汇”群众文
化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现
场 ，合 唱《文 化 志 愿 者 之
歌》、群舞《鲜红的党旗》、歌
伴舞《幸福村庄》、古筝独奏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现代
京剧《红云岗》选段等 12 个
节目依次上演，赢得了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

本次活动共组
织市文旅系统近十
支志愿队伍 200 余
名文艺志愿者，通

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
艺节目，精彩演绎传递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
讲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
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节目很精彩，非
常接地气，既丰富了我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非常
受教育。”立新社区居民李
丽平高兴地说。

据了解，此次文艺轻骑
兵送文化进社区活动将持
续一年，共组织开展文艺轻
骑兵送文化进社区专场文
艺演出10场，各县（市、区）、
各乡镇、村通过文化志愿服
务小分队形势也将同步开
展，预计全市送文化进社区
专 场 文 艺 演 出 场 次 将 达
1000场次以上，极大丰富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艺志愿者送演出进社区

初冬时节的景色格外迷
人，这时候，枫叶已染红了山
头、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水
杉进入最“红”时刻。在很多人
眼中，喜庆耀眼的红色给了人
们出其不意的惊喜，惊艳了整
个初冬时光。很多人会选择趁
着晴好天气，带上好心情，去市
区周边欣赏冬日里美如画卷的
那一抹红。

如今，北塔区陈家桥镇李
子塘村已成为我市远近闻名
的“明星村”，获评湖南省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该村大
力发展黄桃、杨梅、黄金柰
李、黄金贡柚等水果产业，通
过 发 展 水 果 种 植 和 乡 村 旅
游，带动当地群众走上致富
路。而让李子塘村吸引游人
前来打卡的不止这些，还有
百年柿子古树群。

12月1日上午，走进李子
塘村廖家湾，抬头就能看到柿
子像点亮了的灯笼挂在高高
的树枝上，红彤彤的柿子美得
那么“柿”情画意，让人看见忍
不住垂涎欲滴。美味可口的
柿子引来了结伴成群的鸟儿，
它们在枝头间飞来跳去，啄食
成熟的柿子，从这棵吃到那
棵，一边吃一边叽叽喳喳叫个
不停，好不欢快。据史料记
载，廖氏祖先于清康熙年间迁
居于李子塘村廖家湾，开荒造
田，因干旱缺水栽植柿树二十
余株。历时一个半世纪，直至
民国年间，该地尚有成林的柿
树百数余株。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农村水利条件的大力改
善，部分原有的柿树地被改种
为水稻，至今仍有八十余株挺
拔于山野丛林之中。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目前
李子塘村已采取租赁办法，将
80 余株拥有百年历史的柿子
古树群集体全部整合起来进
行有效保护，并在柿子园内修
建了近2公里的游步道，将所
有古柿树串接起来，并计划将
柿子古树群打造为邵阳城郊
婚纱摄影基地，以利游人观赏
摄影。

北塔生态园种植有银杏、
樱花、白玉兰、枫叶、桃树等树
木，层林尽染，枫树遍布，红得
耀眼、红得透亮，美不胜收。
红枫点缀在茶树翠绿之中，犹
如打翻了画家的调色板，让人
宛若进入了一个红枫主打的
五彩斑斓世界。如此美景吸
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纷纷前来打卡，有的女
孩还在现场玩起浪漫的造型
自拍。

红色是冬日里最暖人心
的颜色，邵阳县长阳铺镇合
心村泉井水库中那一抹冬日
的水杉红却最让人惊艳，一
片 火 红 仿 佛 要 点 燃 整 个 冬
季。水杉是落叶乔木，每年
11 月下旬到 12 月初，水杉树
叶开始变色“换装”，迎来了
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进入最
佳观赏期，不少摄影爱好者
和游客纷纷约上三五亲朋好
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游

玩，享受冬日暖阳。在阳光
的映衬下，成片的水杉层林
尽染，格外壮美，水
杉的红倒映在水中，
一片静谧。游人走
在水杉林间的小道

上，仿佛在一幅色彩斑斓的
山水画中游走，沉醉在其中。

如火似锦美如画 冬日赏景正当时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邝薇 朱捷飞

▲美如画卷的水杉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游客在枫树前打卡拍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孟民祥 周奕杉） 旅行社“送客入
村”有什么奖励政策？旅行社“送客入村”
政策实施情况如何？这个政策带火了哪些
村镇？11 月 29 日至 11 月 30 日，在武冈举
行的旅行社“送客入村”工作培训会议上，
专家们为与会人员逐一作了详细解答。

本次培训会议由市文旅广体局主办，
市旅游协会承办。会议旨在进一步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我市“生态丹霞”“古
城商道”“湘军寻古”“神韵梅山”精品线路
建设，进一步宣传“送客入村”奖励办法，让
更多旅行社、村镇及文旅企业积极参与，提
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扩大旅游市场消费，
促进“邵阳人游邵阳”活动深入开展。

会上，省文旅厅产业处处长李新桥解
读了《湖南省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
线路旅行社“送客入村”奖励办法》相关政
策精神，湖南易趣在线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聚谷对“送客入村奖励办法”官方
平台——“玩转大湘西”的操作流程进行了
讲解，同时结合张家界、湘西、常德、怀化等
地通过旅行社“送客入村”政策带火乡村旅
游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分享了“特色村镇”
怎么对接市场、对接政策，如何开发文化
类、体验类、餐饮类产品和提升消费，并和

与会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2018年12月28日，省文旅厅、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文化生态旅
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旅行社“送客入村”奖
励办法》，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旅行社“送客入村”奖励工作。“送客入
村”奖励政策包括“送客入村”人数奖、入村
团队规模奖、年度业绩排名奖等，根据旅行
社的“送客入村”力度给予不同额度的奖
励，单个旅行社奖励资金总额不超过30万
元/年。

三年的实践证明，“送客入村”奖励办
法有效激活了文旅扶贫消费市场，充分发
挥了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带旺
了乡村旅游。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1年，旅行社送出全省游客308.43万人，
其中送到我市10.02万人，238个特色村镇
参与接待游客，其中我市39个，402家旅游
机构开展“送客入村”，其中邵阳本地 21
家，全省“送客入村”发团78796次，其中发
往邵阳1778次。

会后，与会人员前往旅行社“送客入
村”特色村镇——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
园村和花园阁村考察，参观了大园古苗
寨和花园阁村的特色民宿云水居和百林
园山庄。

旅行社“送客入村” 赋能我市乡村旅游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周 晓
岩 彭 镜 茹） 12 月 2 日
晚，由贺绿汀中国音乐高
等研究院湖南研究基地主
办，邵阳学院音乐舞蹈学
院承办的“听见中国——
陈香水、柳通独唱音乐会”
在邵阳学院绿汀报告厅举
行。本场音乐会是邵阳学
院音乐舞蹈学院“学科建
设”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强
化教师科研能力与实践教
学能力。

陈香水、柳通是邵阳学
院音乐舞蹈学院的教师，他
们的独唱音乐会演唱内容

丰富，演唱歌曲既有邵阳学
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刘淮
保与市社科联主席张千山
合作的原创歌曲《猪血丸子
香》、刘淮保与邵东市政协
原主席、著名作词家申桂荣
合作的原创歌曲《听见中
国》等歌唱地方风土人情、
歌唱新时代中国的原创歌
曲，也有《茉莉花》等传统民
歌小调，还有京剧、音乐剧
选段。优美的旋律、抒情的
歌声、唯美的舞台效果……
他们把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和追求意蕴在歌声之中，为
师生们带来一场听觉的饕
餮盛宴。

独唱音乐会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贺 旭 艳 通讯
员 马 宝 龙 王 晶） 12
月 6 日，由市美术馆主办的
邵阳市公共文化教育——
名家名师话美育系列活动
启动。

“美育最重要的任务是
教会我们能从周围世界的
美中看到精神的高尚、善
良、真挚，并以此为基础确
立自身的美。”市美术馆馆
长刘展艳在主持启动仪式
时，借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
林斯基的一句话阐明了“名
家名师话美育系列活动”的
目的——进一步培养大众
审美的能力、美的情操和对
艺术的兴趣。

首场活动为期五天，由
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油
画艺委会主任陈小川主讲
并示范指导油画人物写生
交流。陈小川 1985 年考入
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先后
在广州、新疆、海南、广西等
地从事环境艺术设计和艺
术创作，作品多次参加省内

外展览。此次活动，他除了
公开的讲座授课，还安排了
以抗战老兵、着少数民族服
装者为模特的现场写生交
流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
高雅的油画艺术。

今年来，市美术馆依托
市内外艺术名家资源，以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作、
展 览 、交 流 、传 播 等 文 化
活动，美育功能日益凸显，
为邵阳建设文化强市不断
增添软实力。同时加强对
外文化交流，提升邵阳影
响力。12 月 1 日至 5 日，邵
阳市美术馆专职画家周冰
应邀在东莞市岭南美术馆
推广没骨花鸟画法，进行
了 五 天 的 讲 座 与 技 法 示
范。曾经在中国绘画史上
灿烂辉煌过的没骨画法，
从清代以后在岭南的传承
断断续续，鲜为人知。周
冰 作 为 这 一 技 法 的 探 索
者，为没骨花鸟画法的传
承 与 发 展 贡 献 了 邵 阳 力
量，展现了邵阳形象。

“名家名师话美育”系列活动给力文化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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