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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望
春 郑丹枚 赵海英） 10月11日下
午，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中心小
学的苗绣工作室，学生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城步苗绣。只见他们手握银
针，丝线上下翻飞，蓝黑色底布上，一
个个或简洁或繁复的图案跃然而出。
这是该县落实“双减”政策，将特色文
化融入课后服务的一个缩影。

城步素有“楚南极边”之称，境内居
住着苗、汉、侗、瑶等29个民族，其中以
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4.48%，县
内的民族文化“村村不同，寨寨各异”，
是当地一笔宝贵的财富。“双减”政策落
地后，当地多所学校积极传承古老而深

厚的苗乡文化。结合当地风俗、饮食、
体育、歌舞、苗族童谣等民族文化，全县
43所普通中小学校均将苗族特色课程
融入到课后服务中，覆盖率达100%，并
衍生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文体社团活动，
充分盘活当地民族文化资源。

长安营镇民族中心学校地处城步
边陲，当地是城步“六月六”山歌节的发
源地。该校立足当地特色，开设苗族山
歌、侗歌传唱、芦笙、竹竿舞等具有民族
文化特色的课程，以此丰富课后服务内
容。该校校长陈栋介绍：“目前，全校
95.55%的学生都参加了课后服务，特色
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孩子们成为弘扬和
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

借助多方力量，搞好特色教学。
城步不少学校还通过聘请校外民间艺
人、非遗传承人等，推行“民间艺人+
老师+学生”的模式，在课后服务中逐
步实现手把手推进民族特色文化在校
园“活态”传承。

“‘双减’下的课后服务是发展民
族文化的良好契机。我们将进一步把
民族特色课程建设作为重点工程，让
更多孩子对苗族文化有认同感、自豪
感！”该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城步 民族特色文化融入课后服务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曾湘琼）
“太感谢你们了，不仅帮我女儿返校继
续完成学业，还跑上跑下推荐我到厂
里上班，如今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了。”10月19日，大祥区板桥乡禁毒办
工作人员到辖区戒毒康复人员吴某家
回访时，吴某动情地说。

吴某因吸毒被强制戒毒 2 次，并
于今年5月接受社区康复，其14岁的
女儿辍学在家。该区有关部门在开展

“平安关爱”行动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
后，由区委政法委牵头组建“禁毒+利
剑护蕾”工作专班，专题研究有关吴某
和其女儿事项，经反复沟通协调，成功
推荐吴某到辖区某厂务工，并引导其

女儿归校继续完成学业。
吴某成功回归社会，是大祥区禁

毒工作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对于戒
毒康复人员就业难、住房难、上学难等
实际问题，该区各级禁毒队伍发挥应
帮尽帮责任，推动吸毒人员真正脱离
毒品，融入社会、回归家庭。

为精准施策关爱帮扶吸毒人员，
大祥区禁毒、司法和民政等部门工作
人员组成“一对一”“多对一”的“禁
毒+帮扶”管控关爱队伍，全力开展吸
毒人员“平安关爱”工作。工作人员通
过走访慰问、微信视频等方式与涉毒
人员及家属深入沟通，详细了解涉毒
人员身心情况和工作生活状况，帮助

解决他们反映的实际困难。同时，向
涉毒人员大力宣传相关法规政策与关
爱措施，鼓励涉毒人员放下包袱，树立
健康向上的良好心态，并加强技能培
训，引导他们参与种植业、养殖业或到
企业就业。此外，进一步加强涉毒人
员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阻断复吸
的“暗流”。

据悉，2022 年以来，大祥区累计
关爱救助涉毒人员家庭子女17人，帮
助32名涉毒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发放
救助资金16万余元，将党和政府的关
爱传递到戒毒康复对象家庭，维护了
辖区的祥和稳定。

大祥区 禁毒帮扶照亮戒毒回归之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
讯员 张海兵 王迪阳） 10 月 23
日，新邵县龙溪铺镇举行下源水酒

“守·东坡”开酿仪式。
龙溪铺镇党委副书记谢海欢介

绍，下源水酒又称“龙涎水酒”，是盛产
于该镇下源片区的特色养生酒。下源
水酒是该镇乡村振兴产业的主推产
品。该镇年产水酒50余万公斤，年销
售量达30万公斤，是当地农户的一项
重要收入来源。

近年来，龙溪铺镇立足产业发展
重点，探索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不竭动力。

该镇因地制宜，明确了“整合资
源、集中投入、发展到村、效益到户、以

点带面、全面推进”的工作方针，引导
乡村农户走“一乡一业、多村一业、一
村一品、连片开发”的产业发展之路，
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中药材、糯谷、台
湾蓖麻、南竹五大特色产业。

该镇还结合本地实际，将辖区内
30个村（社区）分为三大产业片区，全
力打造旅游产业：第一片区以牛山铺
村为核心，以战地医院、无名烈士墓
等为主线，辐射周边 9 个村，打造红
色教育旅游产业；第二片区以吴家村
为核心，利用吴家五郎文化田园综合
体项目，与已有的旅游地标（田心温
泉、希福寺、朝源洞等）有效结合，辐
射周边9 个村，打造特色农业旅游产
业；第三片区以中源村、卓笔村为核

心，利用好下源水库、千年鸟道等资
源，辐射周边 9 个村，打造亲子观光
旅游产业。

龙溪铺镇还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等科研机构和院校签订了科技合作协
议，分别在产业规划、良种无病毒种苗
繁育、采后贮藏保鲜加工及相关人才
培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为产业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该镇引
进的湖南南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
有一个占地160公顷的有机中药材栽
培基地和一个约12000平方米的加工
厂、4条全自动生产线，申报了中药材
无硫加工技术方面的10项专利，该公
司的玉竹、玄参、栀子等产品均通过了
有机产品认证。

新邵县龙溪铺镇

特色农业产业化助乡村振兴

“兰老师，在您的身上我学到
了许多东西，我的点滴成长都离
不开您。谢谢您！”10 月 23 日清
晨，新宁县教育局教研员兰芳接
到一通祝福电话，是她曾经辅导
过的教师打来的。

三十多年来，兰芳曾在 4 个
学校任教，后调入新宁县教育局
教研室担任小学语文教研员。在
她推动“教”和“研”的努力下，教
研教改已经成为该县各级学校的

“特色教育”。她本人也获得了邵
阳市骨干教师、芙蓉百岗明星、优
秀教研工作者等殊荣。

瑶山飞出“金凤凰”

兰芳出生在新宁县黄金瑶
族乡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村寨。小
学班主任兰元英是她的启蒙老
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时常给
同学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兰芳
认真聆听，内心被兰元英老师的
文学素养和开阔视野所震撼。

“从那以后我便暗暗发誓，长大
了要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兰芳说道。

15岁那年，兰芳如愿考上武
冈师范学校，成为其所在村寨飞
出的第一只“金凤凰”。

毕业后，兰芳选择回报家乡，
先后被分配到黄金瑶族乡百宝小
学、水庙中小、藕塘小学任教。工
作中，她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根据学生的情况，灵活地布
置作业，并积极创建宽松和谐的
学习环境，尊重、鼓励、赏识每个
孩子，让学生找到自信。她所任教
的班级学生学习成绩好，品行端。
因教育教学工作表现出色，2006
年，兰芳被调入县教育局教研室
担任教研员。

高效课堂育新人

在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的十
余年间，兰芳主要负责小学语文、
数学、英语的教改工作。她成立了
新宁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工作
室成员均为来自各乡镇的优秀教
师或县属学校的教学骨干。她经
常组织大家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专
著、名师课例，探讨教学方法，并
为工作室成员上示范课。2022年
11月，该工作室被定为邵阳市名
师网络工作室。

为更好地发挥青年教师在新

课程改革中的骨干作用，兰芳把
办公地点搬到基层学校，以便于
开展培训和教研工作。近五年来，
她到校送教送培200余次，教导新
入职教师300余人，全县所有乡镇
学校都留下她的“课改足迹”。

在全县新入职教师跟岗培训
中，兰芳与青年教师一道研讨、磨
课，提出了“德育夯基、课改前行、
内修专业、外扬个性”的教学模
式，并要求所有教师牢记“环节到
位、精细讲授、突出内涵、强化外
延”的课堂模式。半年后，水庙镇
的邓楠老师、飞仙桥乡的周茹芳
老师、清江桥乡的李珏林老师均
在全县赛课中获一等奖。她们说：

“这一切离不开兰老师的指点、开
导和鼓励。她是我们教学上的引
路人、事业上的榜样。”

率先垂范促教研

兰芳深知教学质量的提高，
离不开有效、高效的课堂。从2013
年起，她一有空就到崀山培英学
校蹲点，指导他们进行课程改革。

为了让“老师乐教和善教、学
生乐学和善学”，兰芳创造性提出
了“智乐课堂”教学模式。该课堂
由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六个环
节组成，即：乐学智导（学生预习
—教师导学）、智乐互动（学生合
作—教师参与）、智展乐评（学生
展示—教师激励）、乐探智引（学
生探究—教师引领）、乐疑智教
（学生存疑—教师精讲）、智乐检
用（学生达标—教师测评）。为验
证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她指导崀
山培英课题《智乐课堂模式的创建
与实践研究》在省立项、结题，获省
教育学会一等奖，并在第五届湖南
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比中获
三等奖。这一教学模式开始在新宁
县多所学校推行和应用。

兰芳还担任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小学语文新课程优秀教
案》的主编。2022年11月，她在邵
阳市小学语文赛课中获特等奖，
在全市说课比赛中获一等奖。
2022 年 12 月，她执教的《王戎不
取道旁李》在湖南省小学语文优
质课观摩活动中被评为省级优质
课。2023年4月，兰芳和工作室成
员参加邵阳市“做好精品课、用好
精品课”活动，获小学语文组两项
特等奖。

兰芳：瑶家“金凤凰” 深耕教研沃土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杨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赵江平 刘遵炳）
10月23日，在魏源故里——隆回
县司门前镇，农户正在刚收完稻
谷的田野里播种油菜种子，为来
年的油菜花开做准备。该镇正大
力打造千亩油菜花海，以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观光。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文旅融
合发展，该镇计划打造湖南省油
菜花重点基地，助力乡村旅游升
温。镇政府抓住时机组织召开
专门会议，决定筹集专款，采用
手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帮农

民翻地，免费送化肥和种子，计
划在石山湾村、学堂湾村、金潭
村、合理村、丰年村共种植 266.7
公顷油菜。

该镇分管副镇长主抓此项工
作，各村书记具体负责，委派农技
人员指导播种、田间管理直到收
割，全程跟踪，并承诺油菜籽保价
回收，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近日，当地家家户户开始种
油菜，不少家庭的劳动力还特意
从外地赶回来。大家积极整理土
地、施肥播种，整个田野一片繁
忙，犹如沙场秋点兵。

魏源故里奏响农文旅融合新乐章

10月21日，新邵县正式启动“温暖社保·社保服务进万家”活
动，工作人员向群众宣讲社保政策、介绍征缴政策，并“零距离”指
导群众用手机进行操作办理，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深入实施。

邵阳日报通讯员 何雯 刘丈国 摄影报道

10月27日，湖南栀葆堂中药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工对中药材
黄栀子进行杀青、烘干。该公司位
于武冈市工业园，是一家集中药材
种植、生产、检验、销售、科研、技术
指导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自
2016年成立以来，该公司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科技”的生产模
式，与农户、专业合作社建立利益
联结关系，以高等院校作为技术支
撑，大力发展栀子、金银花等20余
种中药材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邵阳日报通讯员
王岐伟 曾晓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