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是绥宁人如今
的骄傲。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绥宁就
在武阳镇开始杂交水稻制种。40多年
来，在绥宁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30多
万绥宁人民众志成城，将一粒杂交水稻
种子，逐步做成了一个每年7亿元的传
统支柱产业，让脱贫攻坚战场捷报频
传，让乡村振兴事业如火如荼。如今，在

“神奇绿洲”绥宁，乡愁不再只是青山绿
水，也是杂交水稻制种百里走廊。

“脱贫利器”

“目前我县 6.2 万亩杂交水稻制
种收割已近尾声，平均亩产预计超过
230 公斤，总产量 1400 多万公斤，平
均每年可以为将近2000万亩稻田提
供优良杂交水稻种子。”

金秋十月，绥宁县种子管理站站
长刘付仁面对当地杂交水稻制种丰
收场景，兴奋地介绍。1999年从湖南
农大毕业后，刘付仁就一头扎进杂交
水稻制种工程中。如今，绥宁大地上
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每年一绿一黄，而
不到 50 岁的刘付仁，鬓角已是银发
闪烁。

绥宁曾被“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誉为“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
县”，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
稻种子生产基地”。目前，该县已经形
成了以武阳、红岩、唐家坊、黄土矿等
6个乡镇为中心的百里制种走廊，制
种基地扩展到全县 14 个乡镇，参与
制种农户达2.6万户、人口12.4万人。

“今年我们村杂交水稻制种亩产

最高可达300公斤，因为花期不遇等
原因导致的低产地段，亩产也不低于
200公斤。按照每公斤16元的收购价
计算，今年我们全村 3000 亩杂交水
稻制种有望实现产值 1440 多万元，
其中纯收入预计能够达到 500 多万
元。”绥宁县武阳镇茅坪村党支部书
记黄民书站在该村杂交水稻制种地
头，掰着手指跟村民一起算账。

唐家坊镇唐家坊村 6 组 58 岁的
汤明义已经从事杂交水稻规模制种
11 年，今年发展杂交水稻制种 64 公
顷，一跃成为绥宁“杂交水稻制种第
一大户”。目前，他购置旋耕机 2 台，
插秧机 3 台，无人机 3 台，拖拉机 5
台，烘干机 2 台，还与河南一家收割
机专业合作社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基本实现了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
化。“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老汤跟
我吹牛，说将来他要‘穿着袜子种
田’。没想到，这个‘牛皮’现在还真被
他吹成了！”汤明义的妻子黄冬凤骄
傲地说。当年，正是娘家在武阳镇万
福桥村的黄冬凤把杂交水稻制种技
术带到婆家。现在，两人的儿子汤晓
舟放弃在外务工，“子承父业”加入杂
交水稻制种行列，家里小车、别墅一
应俱全。“我的理想是高中毕业后，能
够考上中国农业大学，把我们家的杂
交水稻制种产业，扩展到非洲去。”汤
明义16岁的孙子表示。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截至目
前，像汤明义这样一家两代甚至一家
三代共同从事杂交水稻制种产业的

‘大户世家’，全县已经达到 130 家。
预计到2030年，可以达到200家。”绥
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彬介绍。

“绥宁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将杂
交水稻制种当做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来
抓，专门组建6个杂交水稻制种生产技
术服务协会和15个制种专业合作社，
给老百姓解决了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
展道路上一系列难题。”刘付仁说。

“杂交水稻制种，无论在过去的
脱贫攻坚战场，还是现在的乡村振兴
舞台，它既是发动机，又是风景线。”
绥宁县委书记佘芝云评价。

“美丽乡愁”

“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绥宁，‘家
里有没有和会不会杂交水稻制种’，一
度成为青年男女谈婚论嫁的两个基本
条件。”绥宁县民俗专家伍茂兴说，“随
着武阳镇的杂交水稻制种被拍成新闻
纪录片并在国内外播放，绥宁的杂交
水稻制种继‘神奇绿洲’之后，成为绥
宁的另一张闪亮名片。”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本来就得到空
前调动，再加上种植一亩杂交水稻种
子的收益一般是种植一亩杂交水稻
的4倍，武阳的父老乡亲都争着参与
杂交水稻制种。 (下转6版①)

一 粒 种 子 做 成 一 个 产 业
——来自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绥宁的报告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袁光宇 通讯员 孙芳华 宋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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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月16日出版的第
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文章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强调这是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
体学习，目的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向、方法，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章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
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
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
强大的真理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
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
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
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
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
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
这个魂和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
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
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
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要拓宽理论
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
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
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
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文章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
时代需要的产物。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
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马
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
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
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
轻了，而是更重了。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
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
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全面系统地提出解
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下转7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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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
新经验、探索新规律，在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中善作为；

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
效，在使用党的“传家宝”中敢担当；

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
展，在大兴调查研究中推进主题教育
高质量开展……

今年来，我市将大兴调查研究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求深、
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推动
调研工作“一盘棋”部署、全方位开展。

对标对表 全市上下点大题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中央
部署要求，把开展调查研究同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密结合起
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月3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就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精神提出要求。

“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在务实管用有效上做文
章，努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难
题、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4 月 17
日，市委书记严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大兴调查研究工作时，话语掷地
有声。

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中大兴调查研究，深入开展“走
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活动，
我市制定《关于在全市大兴调查研究
的实施方案》，聚焦强部署、定选题、
防扎堆、找问题、增实效五个方面靶
向发力。

聚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中央
提出的12个方面、省委提出的8个方
面、市委提出的10个方面调研重点内
容，以及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和所需
所盼，全市上下闻鼓而进，对标对表，
精心谋划、精细组织、精准实施。

(下转7版②)

邵阳：用好党的“传家宝”办好群众身边事
邵阳新闻网记者 刘芳军 刘其洁 通讯员 郭曼娟

宝庆油布伞，是一种以竹为
骨、桐油布为面的传统伞。龙智群
是宝庆油布伞的第四代传承人，为
了保住世代传承的手艺，他坚守
着、创新着。

油布伞的浮与沉

“当年，邵阳街道上流行的是油
布伞。时过境迁，油布伞的辉煌早已
不再。”说起油布伞的发展历程，龙
智群感慨万千。

龙智群介绍，油布伞最早出现
在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
代表的风俗画中。清代至民国时期，
宝庆府成为交通要塞，临津门码头
一带商铺繁华、摊位林立，每个商铺

或摊位前都撑着一把油布伞。油布
伞不仅能遮阳挡雨，而且经久耐用、
美观大方，是当时伞类产品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品种。

宝庆龙氏油布伞经过一代代传
承，技艺越发精湛，也见证了宝庆府
的辉煌和繁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油布伞被其
他伞所代替，一度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邵阳街
头再次兴起油布伞。

2000年后，随着防水布等多种
材料的出现，油布伞由于工艺过于
复杂，慢慢被淘汰。“现在一年到头，
找我订伞的顾客已经屈指可数了。”
龙智群说。

传承路的苦与甜

龙智群于 2016 年起放弃从事
十余年的媒体工作，决心与妻子伍
前金（城步苗绣非遗传承人）共同专
注传统文化的传承。“我想了又想，
虽然市场变小了，但老祖宗的手艺
还是不能失传。”龙智群说。

(下转6版②)

虽然宝庆油布伞市场变小了，但老祖宗的手艺不能失传

龙智群：一片匠心一腔情
邵阳日报见习记者 曾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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