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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声

9月9日上午，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
地，在邵阳县谷洲镇杨柏村一块辣椒地里，
夏勇与谢鑫夫妻正忙着采摘螺线椒。

夏勇皮肤黝黑，身形健硕，穿一件黑色
背心，戴一顶斗笠，谢鑫则穿着休闲装，戴
了休闲帽。他们在辣椒地里足足摘了几大
筐新鲜辣椒，有说有笑地沿着杂草小道与
田埂往家里送。今年刚好是夫妻俩回乡发
展“农村电商”的第2个年头。

夏勇与谢鑫在今年都步入了 30 岁门
槛，夏勇还是村里第一位回乡发展农业的
大学生。他从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毕业
后去了长沙市芙蓉区交警队工作，在2018
年遇到健身教练谢鑫，两人互生情愫，于次
年10月结了婚。

2022年下半年，二人辞去工作回到心
心念念的杨柏村发展。谢鑫说：“回来前，我
们规划了 3 个梦想。一是多挣钱，给父母、
女儿提供好生活；二是把家乡的农产品推
广到全国各地；三是在村里打造一个名声
响亮的农业品牌。”

村民眼见他们回来，随即议论纷纷。
“这么年轻，不出去打工，回来种地？”“肯定
是在单位被开除了才回来！”“在家游手好
闲，真没出息。”……就连双方父母、亲戚都
在反对两人的乡村创业梦。

夫妻俩关上屋门，阻隔杂音，在抖音上
注册了“乡村小勇哥”账号，直播卖糍粑、干
豆角等农产品。去年冬天，夏勇用家里的小
作坊打了不少糍粑。眼见直播间里要买的
人越来越多，夫妻俩便喊上些村民过来有
偿做工，打一天糍粑付他们260元，做一小
时糍粑结10元。

那段时间，直播间的流量蹭蹭往上涨，
最多有1000人在场，夫妻俩每场直播卖得

少时有上千元，多时则有上万元。这时候，
村民与家中长辈开始对两人刮目相看，有
的村民在打完糍粑后，还追问夏勇：“什么
时候能再来打？”

糍粑一度卖得火爆，夫妻俩却日渐愁
上眉梢。因糍粑没有厂家生产许可证，平台
严查了就会下架商品，于是他们转而选择
卖初级农产品（未加工的农产品，在抖音平
台售卖无需厂家生产许可证）。但又不能老
是卖别人的货，最后两人决定自产自销。说
干就干，今年3月，夏勇雇来一辆挖机开垦
了村里0.53公顷的闲置土地，再从集市买
来螺线椒苗、花生及糯玉米种子种下。

谢鑫说：“我们先用小面积土地实验3
种经济作物，等收获了再看看它们各自能
挣多少钱，当时，我们很看好螺线椒。”

种辣椒苗时，夫妻俩拍摄了短视频记
录。后来，辣椒树每长一截，他们就拍一期
视频。夏勇咧着嘴说：“这样做可以让网友
放心下单我们种的原生态辣椒。”

一切都在顺利发展，辣椒树长势喜人，
夫妻俩喜出望外。4月份，他们还抽空帮助
邻乡农户销售农产品。黄荆乡有一农户几
千公斤藠头滞销，夫妻俩得知后，与4名三
农主播结伴前去帮忙带货，卖了一周，解了
农户的燃眉之急。

6月初，谢鑫父亲突然生病，出院后没
法从事重体力劳作，撂下了式南村里一个2
公顷面积的鸡鸭农场与 5000 只鸡、鸭，夫
妻二人遂接手管理。夏勇说：“管理农场以
后，我们晚上基本在农场边的房子里睡觉，
偶尔回杨柏村。”

端午节前后，夫妻俩种的辣椒开花结
果，迎来丰收。收获辣椒期间，夏勇每天早
晨 4 时起床打理农场，再运些鸡鸭苗到集

市上卖，后又回到杨柏村摘辣椒。夫妻俩将
辣椒带回家后，将它们全倒在屋前的空地
上，堆成一个圈，在中间放一张小板凳、一
根长手机支架，就坐在辣椒圈里直播。镜头
前，夏勇笑容满面地向网友推荐新鲜辣椒，
妻子在一旁用纸箱打包辣椒。

夏勇说：“直播一场平均能卖1到2千
斤辣椒，很多人买。”

“我是看着他们家的辣椒长大的，可以
放心买。”直播间里一位网友的留言让夫妻
俩备受鼓舞。

入秋后，辣椒地里的辣椒大多长得小、畸
形，又因没打农药有一些虫眼。有网友想买，
夫妻俩都说没货了。其实，辣椒还在不断结
果。谢鑫说：“秋辣椒品相不好，在发快递的过
程中，三两天就会蔫，我们不能给网友卖劣质
农产品。这些不好卖到远处的辣椒，我们趁着
新鲜就全送去附近集市便宜批发了。”

自从打理农场、辣椒地、玉米地与花生
地后，夫妻俩总是忙得团团转。谢鑫时常在
家管理各区域，夏勇则经常凌晨外出赶集卖
鸡鸭苗，逢着日期尾号为1、4、7的，他去谷洲
镇赶集，尾号为0、2、5、8的，他去大祥区罗市
镇赶集，尾号为3、6、9的，他跑到湾塘村赶
集。跑完集市，他又要赶回村里协助妻子。

谢勇感慨着说：“赶集最多的是卖鸡鸭
苗挣钱，方便快递运输的农产品还是要在
平台上卖。电商平台价格稳定，像辣椒，在
直播间卖，价格基本稳定。只要销售的农产
品品质过硬，几小时卖几千斤都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先拿订单再配置，能卖出最新鲜
的农产品。”

“我们回来做农业，有活就要干，没固
定时间，比上班累得多。我们清楚农业不是
一天两天能做起来，相信长年累月坚持下
去，农村电商就一定会回馈我们。”谢鑫算
了一笔账，0.2公顷的辣椒地里共种了3000
余棵辣椒树，在辣椒成熟期，摘了辣椒，树
上又会开花结果。从端午节前到立秋后的
几个月时间里，每株辣椒树陆续产果，总计
能有1.5到2.5公斤辣椒产量。头茬辣椒按
每公斤卖16元到20元、中期辣椒卖8元到
10元、后期辣椒卖12元到14元计算，今年
两人靠在网上卖辣椒就挣了5万元。

“3 亩地的辣椒能挣 5 万元，要是再把
种的地扩大 10 倍，不仅能挣更多钱，还可
以雇不少村民来地里工作，让他们也跟着
挣钱。”夫妻俩憧憬着。明年，他们打算多开
垦些土地，大面积种螺线椒。

一对年轻夫妻的乡村创业梦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唐怡 实习生 李佳暄）近
日，邵阳县公安局黄荆派出所在

“夫夷义警”的协助下，成功破获
一起盗窃他人饲养蜜蜂的案件，
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守护了群
众的财产安全。

9月11日，黄荆派出所接辖
区群众报警称：其放在山上养的
蜜蜂，大概一周前被人盗走了两
箱，请求警察帮忙调查。接警后，
办案民警立即开展侦查，因案发
时间过去已有一周，并且具体发
案时间不确定，给办案民警的侦
查带来较大难度。“义警”巡逻队
员向办案民警反映：在9月初的
一天夜间，他们巡逻时发现，有一
台白色越野车停在案发地附近，
且时间较长，可能有作案嫌疑。

得此线索后，办案人员立即
进行有针对性地侦查，同时请求
邵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人员
协助研判。经缜密侦查，民警查明
了作案白色越野车车主谢某的身
份。9月12日，办案民警在谷洲镇
某门店内，迅速将违法嫌疑人谢
某抓获。经讯问，谢某对其在黄荆
乡盗窃他人蜜蜂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嫌疑人谢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
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盗窃蜂箱、蜂蜜的
行为不仅触犯法律，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蜜蜂是一种群居性动物，在蜜蜂种群中的工
蜂遇到种群受外界侵犯时，就会对外界入侵
物发起攻击，蜜蜂的刺针带有毒液，会引起
人体的局部肿胀发红、腹痛、眩晕等症状，严
重者可能休克、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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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您老今天怎
么不给我们回军礼了？”
9月12日，我国传统中秋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湖
南老兵之家邵阳团队带
着月饼和红包等心意，
来到市区某康养医院，
专程看望已经 105 岁高
龄的抗战老兵陈昭捷。

慰问中，志愿者吴
正玉不由动情感叹:“陈
爷爷真的老了！以前我
们每次去看望他，他都
会给我们回一个标准
的军礼，但这一次，没
有了！”

上 世 纪 三 四 十 年
代，抗日烽火燃遍中国，
一大批邵阳热血男儿奔
赴前线杀敌卫国。到目
前，活着的邵阳抗战老
兵还有4人：陈昭捷，105
岁，住新邵县严塘镇雨
水洞村；何炳权，101岁，
住新邵县严塘镇塘里
村；周维堂，95岁，住新邵县潭溪
镇厚里村；李斌，102 岁，祖籍江
西九江，新邵703厂退休职工，住
双清区颐康养老院。

老兵在风中，关爱在路上。
10多年以来，湖南老兵之家邵阳
团队的32位核心成员，配合各地
党委政府，用心用情用力关爱着
每一位抗战老兵。

“雨桐”：关爱老兵团队
的“头儿”

“80后”湘乡妹子李彩霞，10
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抗
战老兵，从此主动扛起邵阳关爱
抗战老兵的大旗，几乎把自己所
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关爱老兵
身上，因她网名“雨桐”，大家都
亲切地称她“雨桐妹妹”。

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传
统节日，以及老兵生日、葬礼等
特殊日子，雨桐必定带领团队前
往探望慰问。时间长了，有些老
迈到连亲人都不一定认得的抗
战老兵，却牢牢记住了“雨桐妹
妹”的名字和模样。

“听老一辈人讲，我们家族
共有10多人上过抗日战场，还有
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中壮烈牺牲。在我心目中，每一
位抗战老兵都是我活着的亲
人。”雨桐说。

“老吴”：一位很牵挂老
兵的老人

今年72岁、酷爱骑行的吴正
玉，人称“老吴”。“那是 2015 年
秋，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
际，我们骑行团队随人一起去看
望一名抗战老兵，从此我跟老兵
结下不解之缘。”老吴回顾，“近
10年来，我常常一个人骑单车来
回100多公里去新邵坪上镇、严
塘镇大石村看望当时健在的唐
士钢爷爷、戴汉清爷爷。”

雨桐介绍，2016年的时候，老
吴每次去看望抗战老兵，都要在

挂历上简单记一下。据统
计，老吴全年超过300天
都在看望老兵。现在，老
吴那本挂历已被湖南老
兵之家永久收藏。

“胡总”：慷慨的
企业家

今年 67 岁的胡浴
明是一位商界成功人
士，大家都习惯叫他胡
总。从2016年起，每年传
统佳节，胡总都会主动
自掏腰包给每位抗战老
兵送红包，从最初的每
次五六十人，到今年仅
剩下 4 人，他从未漏过
一人。

他还每次开着私家
车前往看望抗战老兵。
这么多年下来，光油钱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可是他从未向团队提过
报账的事。他还身兼邵

阳市环保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
一职，是我市“邵阳滩主”“紫薇
卫士”等著名公益品牌的创始人
之一。

“关爱抗战老兵，说明我们
不忘过去；关心生态环境，说明
我们重视未来。不忘过去又重视
未来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
胡总说。

郑华：让老兵畅享人间美味

憨厚朴实甚至有点木讷的
中年汉子郑华，外公魏建湘也是
一位抗战老兵。2016年底外公去
世后，郑华随团队到新邵坪上镇
看望老兵唐士钢。见唐爷爷家境
不好，郑华特意买了台小车，方
便经常去照顾他。为他买了冰
箱、电热水壶、电风扇及冬天穿
的棉衣、棉帽、布鞋、袜子等。

唐爷爷牙口不大好，郑华经
常下厨亲手给唐爷爷包蛋饺子，
或者做粉蒸肉等适合老年人吃
的美食。看到唐爷爷吃得津津有
味，郑华高兴得像个孩子，特有
成就感。

“飞哥”：抗战老兵共同
的家庭医生

刘晓飞别名“飞哥”，是市中心
医院胸外科的一名主任医师，邵阳
著名的“一把刀”，找他看病和动手
术的人常常需要排队预约。

刘晓飞工作非常繁忙，但只
要一有空闲，他就热情参加关爱
老兵活动。如果抽不出空，刘晓
飞经常通过微信红包让志愿者
们给抗战老兵带去自己的心意。

老兵年岁已高，难免生病或
受伤。这时，刘晓飞总会想方设
法协调好患病老兵的治疗事宜。
几年前，104 岁的抗战老兵袁金
良意外摔成骨折，躺在床上几个
月不能动弹，皮肤溃烂严重。飞
哥知道后配好药，每隔一段时
间亲自上门给老人担任“家庭医
生”；实在没空，就托志愿者把药
带去，直到袁爷爷康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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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朝帅）日前，
省文旅厅非遗保护资助项目——大型祁
剧《杨门女将》，在市楚雄大剧院内成功
演出，非遗传承人再次将这门技艺呈现
在公众面前。但是，我市仍有许多非遗
技艺面临着“传承难”问题。在工艺品、
服饰、武术等领域的多位非遗传承人看
来，非遗技艺想要走出传承难的困境，就
需要创新性地推出新的传承方式。如在
学校与公共场合开展非遗宣传活动、建
设非遗工坊、开设非遗展览室、教授非遗
课程等。目前，这些方式已成为我市非
遗技艺的“新传承密码”。

例如，邵阳艺术瓷刻传承人周诚昊加
入承扬非遗工坊，不定期与烙画、扎染、竹
刻等非遗传承人组团前往学校、公共场合
开展非遗宣传活动，当前已找到了数位学
员；古法旗袍制作技艺传承人曾绮云在邵
阳职业技术学院任老师教授非遗课程，已

找到3位传承人，并且每年都有数千名大
学生在学习古法旗袍制作技艺；李氏八极
拳第3代传承人李志成通过“开班教学”
传承李氏八极拳，已有122位正式拜师弟
子，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外门弟子”；
龙骨水车传承人张玉民经常宣传龙骨水
车文化，当前已找到了2名学员。

据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所统计，目前我市有11位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53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及124位市级
非遗传承人。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遗技艺新的传承
方式，是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
必经之路。

非遗技艺的“新传承密码”

你问我答

邵阳市城市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
表示，市民发现路灯熄灭、故障、有安全
隐患，可先找到路灯杆上的黄色识别
牌，拨打识别牌上的电话，并依据识别
牌信息指出路灯位置与编号，路灯监控
中心会及时安排人员维修。或拨打

12345热线反映。记者了解到，市民将路
桥花苑附近路灯不亮的问题反映给
12345 热线后，市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发现路灯因故
障烧坏，现已更换灯具，恢复亮灯。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通讯员 李雯）

记者答复

雨桐在给抗战老兵送画册

他们曾经用生命守卫祖国河山，而今32位

邵阳志愿者用爱心温暖他们的晚年

9 月 9 日，有市民发现大祥区路桥
花苑4栋附近的路灯不亮，导致居民晚

上进出不便，存在安全隐患。
路灯出故障，该找谁来管？

路灯不亮影响晚上出行，该找谁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