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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五峰铺
扎故事、蓝印花布、九公桥布袋戏、白仓
高跷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誉满神
州。这里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晚唐诗人
胡曾、宋代能臣周湛、清代教育家车万育
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等
历史名人均出生于此，厚重的文化底蕴
赋予了这一方山水独特的神韵。

7 月 16 日，为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
学生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
用脚步丈量历史，用心灵感受变迁，共青
团邵阳县委紧紧依托邵阳县丰富的人
文、自然资源，推出暑期“三下乡”路线，
包括“重温红色历史”“走进秀美乡村”

“体验非遗文韵”“探寻振兴之路”4条精
品路线，本期走进“重温红色历史”路线。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位于邵阳县塘
田市镇对河村之夫夷河畔，国家4A旅游
景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邵阳市
青少年成长教育基地。塘田战时讲学院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代
表徐特立，委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
羽负责创办的一所军政大学，被誉为“南
方抗大”。

通过参观可以重温塘田战时讲学院
旧址艰苦办学、播撒革命火种曲折艰难
的历程，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追溯
革命先辈负重前行的足迹，深切缅怀革
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吕振羽故居

吕振羽故居位于邵阳县金称市镇
社田村，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吕振羽的纪念建筑。故居为三层楼
房，坐西朝东，土木结构，青砖墙，小青
瓦，门楣及窗额上彩绘历史故事。通
过探访吕振羽故居，了解吕振羽的生
前事迹，学习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担当、无私
奉献的精神。

五龙岭烈士陵园

五龙岭烈士陵园位于邵阳县下花桥
镇储英社区。1949 年 10 月 9 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1军154师、122
师在下花桥五龙岭一带，歼灭自称为“钢
铁团”的国民党第7军171师513团。这
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敌军480名，俘敌副
团长以下 1284 名，共歼敌 1764 名，团长
赖仓民带领20余人化装逃跑。这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衡宝战役中向敌发起平行
多路猛烈追击以来，夺得的首战胜利。
这也是邵阳县解放前的最后一战，翌日
邵阳解放。这次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
军1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通过参观五龙岭烈士陵园，可以增
强爱国情怀、铭记历史，更好地传承和发
扬革命精神，激励后人不断前行，增强民
族凝聚力。

易氏宗祠

易氏宗祠位于邵阳县河伯乡易仕村，
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由易族首事
添涛、胜餘等人组织财力，聘能工巧匠进行
整体完善。宗祠占地2200平方米，坐南朝
北，建筑有二正、六横、三游亭、一戏楼、歇山
顶、马头墙，系砖木结构的四合院。

青年易延耀（后名易萍）以易氏宗祠
为据点，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42年，由
易现华、唐南华等人多方谋划，在易氏宗
祠创办古峰乡扬青团完全小学，第一任
校长易导民聘地下共产党员吕楚成、李
毅清、张必烈等到校主教。自办学以来，
易氏宗祠一贯坚持忠孝为本、睦邻为上
的原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将红色
文化世代相传。

通过参观易氏宗祠，感受独特的民
俗风采和地域特色，了解当地宗族对于

革命建设的巨大贡献，学习一代代易家
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
品格，深刻感悟革命精神的思想伟力，把
革命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五峰铺镇地下农民支部旧址

1926 年，中共宝庆特别支部派遣蒋
砚田（时任中共宝庆党支部宣传部长委
员）回五峰铺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在五峰
铺镇仁湾村建立邵阳县第一个中共农村
党支部。党支部建立后，集中力量领导
农民、青年、妇女运动，先后成立了“五峰
铺农民协会”“五峰铺女界联合会”“五峰
铺农民民兵自卫队”，并在各个村（当时
称“保”）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党支部领
导下，五峰铺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涌现出
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积极分子。1927 年

“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国民
党反动派加强了反革命部署，五峰铺党
支部被迫停止活动。

通过参观五峰铺地下农民支部旧
址，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邵阳县的建
立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历史，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
志，从革命精神中汲取丰富滋养。

813军旅小镇

813 军旅小镇位于邵阳县黄亭市镇
烟山村，是湖南省首个以军旅题材为主
的大型旅游项目。主要以“红色革命类、
军事训练类、自然生态类、传统文化类、
科技活动类”为重点板块，按照德智体美
劳五维度设计课程，增进学生对红色文
化、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培养他们的爱国
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红色军
工主题研学度假小镇主要以红色历史博
物馆群、军工主题教育基地、时代记忆文
化度假地三大板块构成。

通过参观813军旅小镇，可以感受革
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培养爱
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激发新时
代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用脚步丈量历史 让青春读懂初心
——共青团邵阳县委推出暑期“三下乡”路线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付勇） 7 月 13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武冈市夏季“村晚”——“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公共文化服务送戏下乡惠民
演出在武冈市龙溪镇龙丰村精彩上演，为
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此次活动由武冈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主办，武冈市龙溪镇政府、龙丰村村民委
员会以及武冈丝弦艺术团承办，旨在丰富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文化自信。活
动现场，武冈丝弦表演唱《逛乡村》、花鼓戏

《林十娘会说奉承话》、男女对唱《到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去》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村民
自编自导自演的《欢聚一堂》《拈花一笑》

《幸福小茶山》《山里人乐的好潇洒》等节
目掀起阵阵高潮，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龙丰村村民银晓平表示，夏季“村晚”
活动不仅让他们享受到了丰富多彩的文
艺表演，也感受到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强

大动力和乡村振兴的崭新气象。他们期
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文化活动，让乡村
文化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三区人才志愿服
务”环节，来自武冈市的文化志愿者们为
小冲村的文艺爱好者进行了音乐、舞蹈、
曲艺等方面的培训，旨在提高当地文艺爱
好者的艺术素养和表演水平，进一步推动
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武冈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利用春节、端午、重阳等节日及寒暑假，持
续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送戏下乡惠民演出
活动，真正“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打
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丰富基
层群众文化生活，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真正把“文化大餐”送到群
众身边，以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打造乡村
振兴的亮丽风景线。

武冈夏季“村晚”闹热了乡村

村民“家门口”畅享文艺大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王 颖 蓓 曾 茵 苔）
面对日益火热的避暑游市场，“23℃
洞口”持续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打造
消费新业态，避暑游、文博游、乡村
游丰富多彩，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避暑休闲，享受“清凉一夏”。

7月19日，洞口县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发布消息称，暑假期间，洞口

县旅游热度创下新高，洞口 溪国
家级森林公园、古楼茶文化园、龙坪
山康养基地等景区景点再次成为热
门旅游地，来自武冈、新邵、隆回等
周边县市的众多游客携亲伴友前来
避暑旅游，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一起体验陶艺制作、木雕、剪纸等手
工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近年来，洞口县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整合各地优质文化旅游
资源，持续举办大型旅游节会，加大
旅游市场产品供给，将“走出去”宣
传和“请进来”推广相结合，推动文
旅深度融合，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将“凉”资源变成“热”经济，加速旅
游行业强势复苏。据了解，暑假以
来，该县共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
增长 8.8%，实现旅游接待收入 1.36
亿元，同比增长2.83%。

“凉”资源做成“热”经济

洞口暑期旅游迎来高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贵 通讯员 李建钢 徐
艳铭） 眼下正是荷花陆续开
放、观荷赏花的季节。在新宁
县回龙寺镇低坪村的荷花基
地里，成片荷花竞相开放，碧
绿的叶子、绚丽的花朵相互映
衬，绵延铺展，花香四溢，游客
在这里赏景、观花、拍照，构成
一幅美丽的夏日乡村图。

7月22日一大早，不少游
客已经来到低坪村荷塘赏
花。荷塘内一股清新的气息
扑面而来，淡淡的荷香满盈荷
园、诗情画意。荷叶层层叠
叠、翠绿欲滴，荷花婷婷袅袅、
暗香浮动，大片翠绿的荷叶，
像一个个碧绿的圆盘，在阳光
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如珍似
玉的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热

烈盛开，细腻洁白、清雅脱俗，
宛如亭亭玉立的女子，微风拂
过，花枝摇曳，荷花特有的清
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喜迎
游客的到来。

放眼望去，数百亩荷花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
卡。游客们或漫步在田间小
道，或举起手机捕捉每一个美
好的瞬间，屋舍、稻田、荷塘、
游人构成了一幅和谐生趣的
田园画卷。“我是摄影爱好者，
看到这大片荷花，让人感到心
情愉悦，随手一拍都是美景，
非常的漂亮。”游客姜海红说。

近年来，低坪村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将乡村特色农业和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以稻荷种
植和荷花观光为抓手，打造出
一条“荷美稻香”的体验式农
旅路线。美食美景融合发展
让村庄更美的同时，也推动了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向
奔赴。

“荷美稻香”好风光 美丽乡村入画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贵 通讯员 肖皓静 曾
茵苔） 7 月 14 日，洞口县非
遗文化体验综合馆开馆，该馆
集中展示了洞口县范围内的
各级非遗精品300余件，为大
众走近洞口非遗、了解洞口文
化提供了平台。

洞口县非遗文化体验综
合馆坐落于该县经开区文创
大厦，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
展陈面积 600 平方米。通过
非遗木雕、非遗陶艺、非遗绘
染、非遗剪纸4个主题厅多方
位、多视角地演绎洞口非物质
文化遗产。

近年来，洞口木雕非遗传
承人傅金林、傅立先父子对洞
口木雕的创作方向进行新的
探索，把传统工艺与现代文化
相结合，创作出很多精美的木
雕作品，木雕产品远销 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傅立先表示，

“他们将开展更多活动，传承
非遗文化，弘扬工匠精神，以
文育人、以文化人，增强文化
自信，让非遗在下一代‘生根

发芽’，在传承中绽放光彩。”
洞口冷水窑陶艺有一千

多年历史，堪称不熄的千年窑
火，历史上相当昌盛，被誉为
高沙古陶瓷之都，其生产的

“麻蝈叫叫”远销海外，是附近
县市几代人的记忆。洞口陶
艺非遗传承人彭钰瑶说：“我
们将非遗陶艺和传统文化相
结合，运用智慧、激发灵感，推
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非遗
文化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洞口非遗绘染是一种古
老的传统工艺，历史悠久，最
早产生于汉代时期，距今已有
约两千余年的历史；洞口非遗
剪纸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
剪纸作品比赛，荣获多项奖
励，作品流传于比利时、韩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洞口县高度重视
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不断
推动非遗保护与利用工作有
序推进。截至目前，该县非遗
保护名录共 72 项，其中列入
国家级保护名录 1 项；省级 7
项；市级10项。

洞口县非遗文化体验综合馆开馆

300余件非遗精品走进现代生活

▲游客在荷花基地赏花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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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丝弦表演唱武冈丝弦表演唱《《逛乡村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