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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23，滚滚向前的改革春潮，造

就了蓬勃发展的今日中国。
2012－2023，更高举起的改革大旗，推

动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
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纪实

（全文详见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12月16日，新宁县黄金瑶族乡黄金牧场迎来初雪，山道、树梢上银装素裹美如画。 朱巨滨 摄

12月12日，冬日暖阳，邵阳县五
峰铺镇弄子村乡村生态旅游景区内，
游客们正在尽情游乐。

农民因旅游而富，乡村因旅游而
兴。这个曾经资源匮乏、交通闭塞、
千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小乡
村，如今已是邵阳乡村旅游版图中的
一颗明珠。在这华丽转身的背后，与
千里之外的杭州有着不解之缘。

2015 年，现任浙江省邵阳商会
会长蒋保强，响应“迎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的号召，参与回乡投资建设，
弄子村便是其代表之作。同时，在他
的带领下，商会成立了乡村振兴委员
会，借鉴浙江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做
法，为邵阳乡村振兴积极助力。

近日，就邵商的现状，商会在助
力邵商回归和返乡创业方面，记者专
访了浙江省邵阳商会执行会长兼乡
村振兴委员会主任、浙江万丈集团董
事长李松云。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组织，也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李松云说，浙
江省邵阳商会成立于 2016 年，共有
200 余家企业会员，涉及互联网、新
能源、金融投资等众多行业，在宁波、
温州、绍兴、嘉兴、湖州、义乌等地建
立了联络小组。

2022年，浙江省邵阳商会设立乡

村振兴委员会，下设乡村振兴研究中
心、专家顾问团、投资产业基金三大中
心和设计、建设、运营、投资四大板块，
并特聘宏观经济、“三农”、科技、金融、
文化、信息等领域相关专家，组成专家
委员会，充分发挥权威学术资源优势。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下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潜力巨大，为
企业同样带来新机遇。”李松云说，通
过商会乡村振兴委员会这个平台，广
大会员就可以资源互补，抱团发展，
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家乡。

李松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邵东
人，毕业后来到西子湖畔，2009年创办
了浙江万丈集团。经过十几年的奋
斗，集团如今在规划设计、乡村振兴和
文旅开发领域，已形成设计+建设+运
营+投资的全产业链战略格局。

李松云说，浙江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生态环境本
身就是一种经济要素。在浙江，推动
经济与生态环境互促共进、助力共同
富裕的故事比比皆是。 （下转8版）

携手共筑振兴梦
——访浙江省邵阳商会执行会长李松云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彭远玲） 12月14日一大早，
在北塔区茶元头街道马家回族村，湖
南有线邵阳网络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田向阳和工友们就忙开了——他们
对村里杂乱无章的空中缆线进行规
整。只见他们动作熟练，交叉重叠、低
挂垂落的缆线很快被理顺，废线被逐
一拆除、重新捆扎固定。

“‘天线’被规整，院落干净、舒适
多了。”田向阳等人的工作，得到了马
家回族村村民的一致赞赏。

在市区，空中缆线得到整治的，
远不止马家回族村。

错综复杂的空中缆线，影响城市
形象，还存在诸多隐患，更与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格格不入。对
此，2021年9月起，我市启动空中缆
线专项整治，对市区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等区域的缆线规整整治，让天空
没有“蜘蛛网”，只有城市“无线美”。

为推进空中缆线专项整治，市工
信局积极履行牵头单位职责，协调国
网供电邵阳分公司、各通信企业共同
推进。整治过程中，各责任单位克服
线路老化、混乱、施工矛盾、资金紧缺
等困难，对市主城区凌乱的各类缆线
分段进行整治。

3年来，我市已完成287个非老旧
小区重点场所空中缆线的有序规整工
作，规整缆线2646.99皮长公里，剪除
入户飞线、跨栋飞线 16.4568 万条、
226.2632万米，拆除废旧设备1046个，
更换维修电力、通信井盖1843套，拆除
废旧电杆86根。配合市住建部门和三
区实施老旧小区通信设施“四网合一”
改造，己完成167个老旧小区通信设施

“四网合一”和“有序规整”改造工作，成
效明显。被整治过的区域，随意搭接、
破损不堪的缆线被彻底清理，取而代
之的是规范、安全的缆线布局，整齐划
一，如同城市的脉络，既美观又实用。

空中不见“蜘蛛网”
城市上空“无线美”

我市持续开展空中缆线专项整治

“法律面前人平等，民族团结一
家亲，互相尊重守法纪，各族人民心
连心……”12月7日，城步苗族自治
县儒林广场热闹非凡，该县印象山
歌艺术团正在这里举行以“学法、知
法、守法、用法”为主题的山歌对唱
比赛。只见多名山歌歌手现场即时
创作、歌唱法治山歌，婉转悠扬的曲
调，通俗易懂的歌词，深深地吸引了
在场观众。

这是我市凝聚普法合力护航民
族团结的一个缩影。邵阳是一个多
民族地区，是我省民族工作大市。
近年来，我市按照省市“八五”普法
规划等部署，立足多民族地区实际，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持续提升民族领域法治素养
为重点，积极探索创新具有民族特

色的普法模式，不断提升法治宣传
的针对性、实效性、趣味性，助力全
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彰显民族特色，
探索法治宣传新举措

我市认真找准民族文化习俗与
法治文化的结合点，积极推动法治
宣传与民族节庆活动深度融合，借
助城步“六六”山歌节、绥宁“四八”
姑娘节、隆回“讨僚皈”等民族传统
节日，因地制宜地开展突出民族特
色、贴近群众生产生活的法治宣传
活动，让少数民族群众真正听得懂
法、记得住法、用得了法。

近年来，我市组织各地自创民
俗方言法治快板，用轻快的节奏、幽
默的语言，把精深的法律知识说得

浅显易懂，让全市各民族群众在欢
声笑语中学法、懂法。

城步苗族自治县组织全县山
歌爱好者创作普法山歌 300 余首，
编纂涵盖“苗乡人民心向党”“法治
山歌”等 11 个方面的《法治山歌》
一书，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山
歌将民法典、禁毒等法律知识唱出
来。今年来开展法治山歌“微宣
讲”80 余场次，受教育群众达 5 万
余人。

绥宁县将苗族非遗剪纸艺术与
法治宣传相融合，把法与花鸟、苗家
人物和故事融进剪纸的技巧中，创
作法治宣传剪纸样品 10 余种。不
但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非遗文化
的独特魅力，更让无形的“法”看得
见、摸得着。 （下转7版①）

沐 浴 法 治 阳 光
——我市凝聚普法合力护航民族团结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蒋凯 向慧敏 实习生 朱祎佳

12 月 12 日，武冈市王城公园
里，冬阳暖照，遍地杏黄。作为武冈
市着力打造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公园，四处洋溢的欢声笑
语，呈现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武冈市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进民生
福祉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少数民族
散居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路
径、新方法，不断深化创建内涵，丰
富平台载体，推动实践创新，绘就经
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
稳定、人民幸福的美丽新画卷。日
前，武冈市被命名为第十一批全省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区）。

突出政治引领，把牢创建工作

“方向盘”。武冈市委、市政府将创
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
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
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组长，市直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全面保障
创建工作。2022年以来，武冈市多
次研究部署民族工作特别是创建工
作，制定出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形
成了衔接紧密、全面覆盖的工作体
系。对照创建标准，武冈市将7项测
评项目47类测评指标分解到20个
牵头单位、32个责任单位、18个乡镇
（街道），实行责任、任务、材料清单
化管理，全市汇总编制266本创建评
估材料。同时，建立常态运行、工作
调度、约谈问责等6项机制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做到“一周一
提示、半月一督导、一月一考评”，形
成“千斤重担千人挑、人人肩上有责
任”的共创局面。目前，武冈已创成
邵阳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
单位14个、民族团结教育基地1个，
打造武冈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示范单位及教育基地32个。

凝聚思想共识，唱响团结进步
“主旋律”。武冈建立领学述学考学
制度，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党
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作为各级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
容，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融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
育、社会教育体系。 （下转7版②）

绘 就 美 丽 画 卷
——武冈市谱写民族事业新篇章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拥汶 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