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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李威） 8月6日晚，我市
召开能源、工矿、消防安全生产专业
委员会专题会议，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龚红果出席。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市应急管
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了我
市上半年能源、工矿、消防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相关单位
结合各自职能职责，就进一步夯实
安全生产基础提出意见建议。

龚红果指出，要认清形势，充分
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安全生产是天然的事、是天天
的事、是天大的事，要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紧迫感抓好工作落实，从根
本上扭转安全风险隐患多、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监管执法
“宽松软”的现状。要重点攻坚，增
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针对性、有
效性。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做
到不留死角查、不遗余力管、不厌其
烦讲、不留情面督；抓好安全管理能
力建设，督促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生
产各项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加
强员工培训，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和
水平；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
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坚决摒
弃简单粗暴和“一刀切”行为。要改
进作风，全面压实各项安全生产工
作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
强化各类主体责任，加强纪律作风
建设，全力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

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我市召开能源、工矿、消防安全生产专业

委员会专题会议 龚红果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8月7日，由市总工会主办、市义工
联合会承办的“邵阳红·会暖春芽”
暑期爱心托管班圆满结营，109 名
市直单位职工子女在爱心托管班度
过了一段愉快且有意义的暑假时
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罗玉梅出席结营仪式。

小朋友们在画布上勾勒出绚丽
的彩虹，在趣味游戏、互动教学中爱
上英语，用彩色的黏土捏出丰富又
立体的小萌物……自7月10日开班
以来，爱心托管班推出了以“日常看
护+兴趣拓展+文体活动+安全教

育”为主的精细化、品质化课程。从
事运输行业的李烨安表示，孩子在
托管班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培养了
各种兴趣爱好，有效解决了自己因
工作繁忙无暇全天照看孩子的实际
困难。

今年，市总工会特别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预留了爱心托管
班名额，并针对他们工作时间灵
活多变的特点，适时调整服务时
间。下一步，市总工会将进一步
拓展爱心托管托育服务的覆盖
面，为广大职工提供贴心周到的
精准服务。

“邵阳红·会暖春芽”暑期爱心托管班结营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哲明） 8月6日，邵阳
日报原首席摄影记者张光
接到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通
知，其单幅作品《立传》入
选中国第十九届国际摄影
艺术展（以下简称国际影
展）温暖主题单元。

张光为湖南省老摄
影家协会常务理事、邵阳
市老摄影家协会主席。其
单幅作品《立传》，以独特
的构图和光影运用，生动
地讲述了一个关于传承
与坚持的故事。画面中，
一名年长的花瑶妇女专
注于手中的农家技艺，一
名花瑶姑娘将镜头对准
长者认真摄制。这或许是

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温
馨场景，它不仅仅是对瞬
间美的捕捉，更是对时代
精神、人文情怀的深刻诠
释。张光以其敏锐的洞察
力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
观者感受到一股温暖而
坚定的力量。

本次国际影展作为
全球摄影艺术交流的重
要平台，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摄影师投稿参与。
据统计，共有 10 余万幅
作品参与评选，最终仅
280件作品脱颖而出，其
中中国摄影师作品 183
件，国外摄影师作品 97
件。此次，湖南摄影师共
有8幅（组）作品入选。

我市摄影家张光作品《立传》入选

中国第十九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光 影 筑 梦
文 化 传 情

开着无人机寻找蜜源地，快乐的牧蜂人翁新华——

(上接1版)
置身景山万春亭，极目向北，

声韵悠悠的钟鼓楼相向而立；向南
望去，恢弘典雅的故宫博物院尽收
眼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
对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提
出明确要求。”北京市景山公园管理
处基建科科长都艳辉表示，“我们将
加强与专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
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理念，提升
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长江入海口，上海崇明东滩候
鸟栖息地浅滩与潮沟相间，水鸟悠
然栖息于草丛之间。作为“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遗
产地之一，每年有大量鸟类在这里
过境、停留。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护基础
设施建设、鸟类科研监测、外来物种
治理等工作，同时加大科普宣教活
动力度，让更多人参与到东滩的保
护工作中，确保这一自然珍宝得到
更好保护与传承。”上海市崇明东滩
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
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
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
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需求。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
游人如织。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
保护的推动下，天坛在保护传承、宣
传展示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均取得
丰硕成果。”天坛公园副园长刘勇
说，“我们将深入研究并传承‘北京
中轴线’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积极融入‘北京中轴线’的阐释
展示体系。”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
社区位于“北京中轴线”15 个遗产
构成要素之一——万宁桥附近。近
年来，随着申遗工作不断推进，社区
内的道路越来越干净整洁，环境更
加优美，生活也更加便利。“总书记
强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需求’，这让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社区居民张炜说，“我们不仅是申遗
成功的受益者，还要成为中轴线故

事的讲述者，向世界讲述中轴线的
悠久历史和沿线居民的切身感受。”

“巴丹吉林沙漠展示着地球上
重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
过程，对于推动超干旱气候下沙漠
景观和地貌持续演变的科学研究、
促进沙漠的开发利用和有针对性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阿拉善
右旗林业草原和荒漠防治局局长姚
孝德说，“我们要在继续做好保护工
作的基础上，对‘巴丹吉林沙漠－沙
山湖泊群’进行适当旅游开发，让人
民共享自然保护的成果。”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
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实际行
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秘书处秘书长秦昌威说，“我们
将会同相关各方，利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平台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介我
国世界遗产项目，进一步加强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在遗
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
目的。申遗的成功意味着新的起点。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物
本体保护修缮；探索阐释传承，依靠
科技手段提升保护展示水平；强化央
地协同，完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体制
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夯实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公众基础……为推动“北
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我国文物工作
者进行了10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
新时代推动世界遗产事业高质量发
展指明方向。我们将充分吸收‘北京
中轴线’申遗成功的经验启示，切实
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责任义务，重点推动西夏陵、景
德镇、三星堆等项目申遗，系统更新
预备名单，引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
体系，继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参与
制定世界遗产工作规则，谋划推动
遗产保护国际行动，为全球世界遗
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国家文物局
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
邓超说。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在千山万水间酿造甜蜜在千山万水间酿造甜蜜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颜复叶

翁新华夫妇养蜂致富一事，引
起马梓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邓鑫鑫的高度关注。在她的牵线搭
桥下，翁新华成立了马梓养蜂专业
合作社，免费为合作社社员提供蜂
种和技术。目前，已有 12 户村民加
入合作社，其中5户为返贫监测户。

“养蜂虽然目前属于较高回报
产业，但也有不少风险，比如碰上持
续低温雨雪天气或狂风暴雨天气，
所有蜜蜂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化为泡
影。而且，无论你养蜂技术多么高
超，被蜜蜂蜇得不像人样的事还是
时有发生。”翁新华坦言，“最常见
的，是会出现产品阶段性滞销，非常
窝心——无论你的蜂蜜品质多高，
有时就是无人问津。”

“我家翁老板当前有两大理想：
一是小儿子考个好大学；二是开着房
车去牧蜂。”翁新华的妻子笑道。

带着合作社社员养蜂奔“富路”

辛辛苦苦赶了 12 年马之后，
有了一些积蓄的翁新华想起自己
儿时的梦想，毅然放弃赶马，就地
加入养蜂行列。在经验丰富的蜂友
的帮助下，短短 3 年间，翁新华拥
有了205箱蜜蜂。

2018 年春节前，翁新华带着
一批自己酿的蜂蜜回乡探亲，给每
户至亲好友送去 5 公斤蜂蜜：“上
等的冬季蜜，大家好好吃个够！”一
辈子养蜂自己却舍不得尝一口蜂
蜜的父亲，这次纵情喝了儿子酿的
蜂蜜后，含笑溘然长逝。

2018年春，为了照顾母亲和2
个儿子，翁新华夫妇带着205箱蜜
蜂回到马梓村。

“老一辈人不是说我们这里不
能养太多的蜂吗，你就不怕你的蜜
蜂饿死？”乡亲们问。

“不怕，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翁新华答道。原来，他已经习惯使
用无人机寻找蜜源地和看护蜂箱。

在返乡之前，经无人机“侦察”，他
发现从马梓村往南，就是城步的威
溪乡、西岩镇；往西，就是绥宁的红
岩镇、李熙桥镇和武阳镇，这些乡
镇都是山花、果花、菜花烂漫的地
方，只是老一辈的人没有发现这个
秘密，也没有引导蜜蜂翻山越岭前
往采蜜而已。

依托武冈、城步、绥宁交界之
处丰富而优质的蜜源，翁新华夫妇
的蜂箱增加到325个。

“除了主要立足本地，考虑到
让蜜源地休养生息和让蜜蜂避暑、
防寒，我会经常将蜂箱转移到城步
南山、绥宁宝鼎山和江西、贵州、广
西等地。”翁新华说，“我非常享受
自己这种在千山万水间酿造甜蜜
生活的体验。我还写了上百首诗记
录我的牧蜂生活，适当的时候，我
会结集出版。”

如今，翁新华夫妇平均每年出产
蜂蜜约1.6万公斤，价值逾百万元。

用无人机翻山越岭寻找蜜源地

翁新华出生在武冈市邓元泰
镇马梓村。该村是一个“一脚踏三
县”的地方，武冈、城步、绥宁像三
个撮拢来的手指头，紧紧围着这个
村子。由于当地水源充足、气候温
暖，一年四季山花盛开，村民素有
养蜂传统。翁新华的父亲就养了两
箱蜜蜂，平时卖点蜂蜜补贴家用。
但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当地有人
依靠养蜂发家致富。

“我们这里的蜜源地太小，只
适合零散养蜂。如果大量养蜂，蜜
蜂最终都会饿死。这是祖宗传下来
的经验。”翁新华记得，父亲曾这样
说过。

虽然家里养有蜜蜂，但翁新华
小时侯几乎没尝过蜂蜜。那时的蜂

蜜太少太珍贵，大多数蜂农舍不得
自己享用蜂蜜。7岁那年，翁新华偷
偷将一瓶蜂蜜喝下一大半，结果挨
了父亲一个大巴掌。“我的脸肿得
就像同时被10只蜜蜂蜇了一样，火
辣辣地痛！”也就是从那一年起，翁
新华立志自己长大后要养很多蜜
蜂，酿很多蜜，让家人都能放开肚
子吃蜂蜜。

然而，翁新华高中毕业后，首
先选择的是外出务工。2002年，已
经结婚的他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又
跟随亲友前往江西省上饶巿铅山
县赶马。赶马是个非常苦累的重
活，但收入不低。每天累完后与当
地放蜂的人聊天喝酒，成了他一天
中最快乐的事。

立志让家人“放开肚子吃蜂蜜”

“别人牧牛牧马牧羊，我牧蜂！”8月6日，在湖南南山国家
公园候选区一个宽阔的山谷里，46岁的翁新华一边在他次第
排开的325个蜂箱之间忙活，一边自我打趣道，“虽然我们两
口子过的是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活，但从来都不缺少甜蜜。”

摄影作品《立传》。

▲翁新华在查看蜜蜂生长和
酿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