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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荡浆连两岸，十七载不停
歇。在邵阳城区资江上，北门口码头
至九江码头的客运渡口航线是江上
仅存的客运通道，承载着两岸市民的
日常往来与深厚情感。该航线贯通
北塔区及大祥区，至今已有百年历
史。徐喜华和徐爱军兄弟在渡口坚
持摆渡 17 年，共同守护着这条水
路。他们以船为家，在资江的碧波荡
漾中来来往往，送走了无数的人，接
来了无数的客。

一条江上的四代人

每天7时许，柴油机的阵阵轰鸣
声唤醒资江水面，徐喜华驾驶的渡船
搭载着首班乘客缓缓从江北九江码
头驶向宝庆古城墙北门口码头。首
班乘客多数是到北门口农贸市场卖
菜的菜农。

徐喜华、徐爱军两兄弟是渡船的
承包人，具体从哪辈人起，开始摆渡
资江？兄弟俩也说不清，能够确定的
是，他们爷爷那辈、父亲那辈都在船
上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如今，61
岁的徐喜华和47岁的徐爱军两兄弟
成了资江邵阳城区段最后的摆渡人。

“爷爷以前在邵水河摆渡，我丈
夫 16 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父亲在资
江上开采砂船了。”徐喜华的妻子熊
淑娥说，2008年起，兄弟俩开始为来
往两岸的市民摆渡，这么多年能一直
坚持下来，靠的是风雨无阻的勤勉，
凭的是童叟无欺的信誉，代代传承、
沿袭罔替。

摆渡是门手艺活，在徐喜华手里，
几百多米长的河面，单趟摆渡时长仅
耗时两三分钟，乘客就能安全到达对
岸。“现在虽然使用柴油船了，不像过
去靠人力，但也要有技术。”待乘客全
部上船坐好、站定后，熊淑娥收起缆
绳、竹篙，驾驶室的丈夫徐喜军见状便
启动渡船。多年来，竹篙撑起后便开
船，成为徐喜华和妻子的默契约定。

徐喜华的女儿徐艳每天会在临
近中午前来帮母亲熊淑娥搭把手，熊
淑娥这才得空去菜市场买菜做饭，送
到船上来吃。收放缆绳、撑竹篙、船
舱收费，徐艳十分熟练地做起了父母
的帮手。

守望着南来北往

“来来往往的乘客基本上都是附
近的居民，有的坐船去买菜、卖菜，有
的接送孩子上下学，还有的就是在读
学生。”早上7时至8时，是上学和上
班的高峰期，从桥上出行容易堵车，
乘坐渡船成为不少市民过河上学、上
班的首选，北门口码头和九江码头也
因此变得热闹起来。孩子和送学的
家长、上班的市民、挑菜的菜农在码
头排起长队，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两兄
弟的“常客”，也是渡船的主要客源。

资江南路码头位于北门口农贸
市场附近，附近有西直街小学、沙井
头小学、市第四中学等学校。熊淑娥
说，为了让孩子上学不迟到，早晨两
艘船需要同时摆渡，其它时间两兄弟
轮天摆渡、轮流睡在船上守船。

由于在这摆渡时间长，不少乘客
和徐家兄弟处出了感情，也对这艘船
产生了依恋。北塔区的乘客龙女士
说：“我家孩子就在附近读小学，我每
天都坐船去对岸给孩子送饭，过去一
趟就两分钟，很方便。”龙女士说，由
于小孩学校附近一带不允许车辆停
靠，所以上下学高峰期间，不少开车
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都堵在一起，费时
又费力，还耽误事，不如坐船方便。
同船的张女士更是坦言自己乘坐渡
船来往大祥、北塔达10余年之久。

“大人一个学期收费260元，小孩
一个学期收费150元，有的家长上下学
接送、中午送饭，一天来回好几趟。”熊
淑娥介绍说，大部分家长和孩子买了学
期乘船优惠套餐，一趟船下来，收不到
多少船费。除去油钱等成本，每个月两
兄弟拿到的钱并不多。虽然收入不高，
但兄弟俩对迎来送往的渡船生活乐此
不疲。为防止学生乘船时摔倒，两兄弟
经常还会在河里接水冲刷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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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着南来北往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蒋维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丽君 杨响） “廉洁是
我们最硬的靠山。年轻干部要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严守纪法底线，扣好
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坚定走好
人生之路。”近日，在邵东市纪委监委
组织开展的“廉洁青春 建功邵东”
年轻干部座谈会上，年轻纪检监察干
部结合自身成长及工作实际踊跃发
言，交流认识和体会。这是邵东市纪
委监委持续实施“青廉工程”助推年
轻干部健康成长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邵东市纪委监委把加强
年轻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摆在重要位
置，大力实施年轻干部纪律教育“青
廉工程”，坚持从源头上防范、从制度
上规范、从责任上压实，推动年轻干
部系好“风纪扣”，把好年轻干部成长
的“方向盘”。

邵东市把对年轻干部的严管厚
爱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制定下发

《关于开展年轻干部专项教育活动
的实施方案》，聚焦对党忠诚、家教

家风、警示教育、担当作为等方面加
强年轻干部管理，安排学习交流、廉
政家访、廉政谈话，开展廉政教育，
编印学习读本。同时，在强化年轻
干部警示教育方面持续发力，采取
通报典型案例、学习廉政党课、观看
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
地、参加庭审旁听等多种形式对年
轻干部开展警示教育。今年以来，
组织该市年轻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
育片100余场次，参观廉政警示教育
基地 60 余场次，制定下发《每月一
警》《严以治家》等廉洁教育读本
5700 本，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该市纪委监
委还通过“新邵东”App 开设“邵廉
行 青廉说”栏目，邀请该市青年干
部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岗位职责谈
心得、展作为，不断引导年轻干部和
青年廉洁从业。

邵东“青廉工程”助推年轻干部成长

系好“风纪扣” 把好“方向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鄢 跃 斌 黄 渝 液 唐 勇
平） 6月14日，新宁县崀山镇黄背村
丹霞崖壁的 50 万株仿野生铁皮石斛
迎来盛花期。错落有致绽放的淡黄色
石斛花朵，与色如渥丹的崀山丹霞地
貌构成一幅美丽生动的生态画卷。

“这里是崀山崖壁仿野生铁皮石斛
种植基地，也是目前湖南省最大的仿野
生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属于湖南省2022
年巩固拓展产业扶贫成果重点项目。每
年，该基地能给黄背村的村集体经济带
来4万余元的收入，还能带动当地十多
名村民的就业。”新宁县林业局派驻崀山
镇黄背村科技特派员邓小祥说。

（下转4版②）

新宁50万株仿野生铁皮石斛迎来盛花期

丹 霞 崖 壁 盛 开 石 斛 花

崖壁上采摘铁皮石斛花崖壁上采摘铁皮石斛花。。

盛开的铁皮石斛花盛开的铁皮石斛花。。

每只注塑打火机仅售1元钱，20
年不涨价，何以做到？

人力成本从 20 年前的 1 角钱降
到如今的1分5厘，何以实现？

全球一年销售200亿只打火机，
其中约七成来自中国中部的一个县
级城市，何以取胜？

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却发展成
为世界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当地企
业年产150亿只左右，远销120个国家
和地区，湖南邵东市创造了这一传奇。

一只打火机可以窥见中国产能
的奥秘，透视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
力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制造
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中
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
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
和中国创造”。

行走邵东，循着打火机产业链探
寻，我们更能真切感受到改革开放中
中国产能的强劲脉动，更能深刻理解

“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
优势”等中国发展优势。

（一）

市场竞争，质量为先。生产质优
产品，关键靠优质产能，根本在创新。

机械“双手”灵活起落，将一排排打
火机精准摆放传输；检验装置连续3次
按压点火，火焰跳跃而起；电子“眼睛”

同步识别火焰情况，不合格产品被自动
剔除……在湖南沃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质检车间里，自动验火、调火设备
正在忙碌地给电子打火机“做体检”。

欧美国家是邵东打火机出口的重
要市场，但个别打火机焰苗高度不达
标，一度成为进入这一市场的障碍。邵
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对此展开技术
攻关，开发出快速图形精准定位和火
焰信息收集等智能化技术，让机器拥
有了检测火苗大小的“火眼金睛”、准
确率更是大幅提高……这套设备已经
在邵东多家打火机企业“上岗”应用。

不只是验火、调火。近年来，邵东
打火机产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工
艺流程改造，从研发到生产，都实现
着科技赋能——

设计打火机新品，引入 3D 打印
技术制作模型；难度最高的焊接环
节，上马自动化焊接设备；安装打火
机齿轮，用上了机器视觉技术……目
前，邵东 10 多家打火机龙头企业基
本实现 12 道工序全部自动化，工艺
技术全国领先。

以新技术改造提升，促进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不仅直接带来产品
质量的跃升——打火机焊接更精密了，
充气更稳定了，连外壳都比原来更光滑
了——还让生产运行变得更“聪明”。

应用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破解生
产计划不清晰、产品数据不准确、加工
质量不稳定等问题，让打火机的生产

“一切尽在掌握”；在生产线上安装智能
电表，通过数据监测优化工厂运行……

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将打火机的
价值往两端延伸，邵东画出了一条

“微笑曲线”，成为中国制造业向价值
链上游攀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防风防爆打火机、家用厨房点火
枪、USB充电点烟器、手机支架打火
机、印有京剧脸谱的打火机……在邵
东规模最大的打火机企业——湖南
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展柜里，数
百个样式各异、功能不同的打火机令
人目不暇接。

品质把控上，不断提高技术含
量，耐高温的标准越来越高，带安全
锁的产品占比持续增多；产品升级
上，实施“揭榜挂帅”，吸引人才破解恒
流阀等高精尖零配件技术难题；研发
设计上，针对不同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产品，欧美人手掌较大，销往欧美国
家的打火机宽度就比普通的宽 5 毫
米，俄罗斯买家喜欢外观漂亮的，就
在外壳图案上花心思；营销服务上，
探索电商销售新模式，打通线上线下
渠道，打造中高端打火机品牌……

向“新”而行，以“质”致远。目
前，邵东打火机产业拥有3个国家级
创新平台、8个省级创新平台，研发人
员1000余名，每年投入研发费用2亿
元，形成科研成果累计3000余项，年
产品创新率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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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品何以走向全球
——从“一元钱打火机”看中国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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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邵阳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