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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邵阳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10 月 8 日至 9 日，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杨志慧先后到大祥
区、北塔区、双清区督导调研城
市文明建设工作，并分别召开
座谈会，就当前该项工作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现场调度。
她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驰而不息推进城市文明
建设，确保实现“创则必成”的
目标。

座谈会上，杨志慧认真听取
三区近期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情
况汇报，调研当前城市文明建
设工作的重点、难点和堵点，并
研究解决对策，提出明确整改
要求。

杨志慧指出，城市文明建设
是一项长期、系统的民生工程。

各级各部门决不能有“歇一歇”
“停一停”“松一松”的念头，要进
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决
克服麻痹松懈思想，拿出最好的
状态、最高的水平，认真查漏补
缺，全力以赴把文明建设各项工
作做深做细做实。要坚持“一把
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部
门各司其职，明确任务到人，逐
级压实责任，优化工作方法，推
动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成效、更见
长效。要下足绣花功夫，从大处
着眼、小处入手，对标对表补齐
短板，努力让创建成果更多更好
惠及群众。要坚持创建为民、创
建惠民、创建靠民，切实提高市
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推动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幸福
指数双提升。

驰而不息推进城市文明建设
杨志慧在市城区督导调研城市文明建设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达小车） 10 月 9 日，
为进一步落实“企业家接待日”
活动精神，副市长易洪海带队访
企业、听心声、解难题，助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

易洪海先后到邵阳市正和
恒信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可诺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森缘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现场了解生产经营、发展前
景、资产规模、产品性能等情
况，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科技
创新、业务拓展等方面的介绍，

了解企业在信贷融资、担保贷
款等方面的金融需求，针对企
业诉求提出解决措施。

易洪海指出，我市产业发
展离不开企业的支持，要千方
百计帮助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要不断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
才 队 伍 建 设 ，蹚 出 一 条 新 路
子。银行机构、担保公司要主
动对接、精准服务，打出信贷产
品“组合拳”，拓宽融资渠道，为
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金
融支撑。

切实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吉 通讯员 黄得志） 10月9
日，市政协副主席杨博理率队
开展《关于促进邵阳实体零售
业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协商
督办。

调研组实地参观了北塔区
万 里 百 货 、步 步 高 邵 阳 新 天
地、邵阳友阿国际广场，现场
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经营状
况、市场销售情况等方面的介
绍。在随后召开的督办协商会
上，提案承办单位汇报办理情
况，提案者代表进一步提出意
见建议。

杨博理对各承办单位给予
提案的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务实办理表示肯定。他指出，
实体零售是推动消费持续扩大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市围
绕优化服务消费供给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促进消费
升级、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部门要
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好
促消费“组合拳”，为消费市场
回暖注入“加速剂”。要进一步
优化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和扩
大服务供给，提升市场主体活
力，激发更大消费潜力。要以
改善民生为导向，完善消费基
础设施、优化商圈业态布局，打
通消费“最后一公里”。

助力实体商业消费持续回暖

9 月 24 日，记者站在市区资江北岸的
北塔上举目远眺，资水如带，无限风光尽收
眼底。北塔既与东塔对峙，又与对岸砥柱矶
上亭外亭和关圣殿等古建筑隔江相望，形
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极富诗情画意，令
人心旷神怡。

清末徐小松曾为亭外亭撰名联：“云带
钟声穿树去 月移塔影过江来”，把这一如
诗如画的美景描绘得惟妙惟肖。

明朝建塔“培风水振人文”

为何要在此地修建北塔呢？市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戴子荣介绍，明万历年间
担任南京礼部尚书的邵阳人车大任在其撰
写的《北塔记》中，对修塔的原因作了详细说
明：“宝庆府城之东北二里许，资、邵二水汇
流其间，一折而北，地势低矮空旷，以形家
言，宜建塔镇之，以培风水而振人文。”

“塔源于佛教，是一种风水的象征。通过
建塔，可以很好地镇压妖邪，让当地的风水更
加旺盛。北塔属风水塔，兼有导航作用。”戴子
荣介绍，邵阳自古以来以水运为主，北塔地处
资江、邵水汇流处，地势低洼，湾急水险。旧时
这一带的乡民辛苦种田、刻苦读书，但难以积
累家产，也很少有人在科举考试中中举。于
是，他们怀疑是北折的资江把好的风水带走，
便呼吁在此处修建一座高塔，以镇住风水。

明隆庆四年（1570年），为了“培风水而
振人文”，同时也为了回应民间呼吁修建镇
江塔以镇水怪的诉求，致仕知州高冈凤倡导
修建北塔，得到了湖南分守道吴兑、宝庆知
府蔚元康的大力支持。虽然官方支持建塔，
但没有资金，怎么办？于是，高冈凤的儿子高
愈谦和孙子高士进在民间广泛筹集资金。

明万历元年（1573年），北塔正式开工。
可是，北塔建成三层后，因缺乏经费被迫停
工。明万历十年（1582年），得知镇江塔迟迟
不能动工修建，新任宝庆知府胡楩决心了
却民愿，倡议民众捐资建塔。在胡楩的亲自

参与下，北塔在当年年底建成竣工。相传北
塔建成后，在塔附近建有北塔寺和无念阁，
明代高僧大错和尚钱邦芑曾在此静养，成
为明清时期佛教活动场所。

北塔系楼阁式砖塔，塔身通高37米，外
观为八面七层。“塔的造型各异，有四面、六
面、八面。北塔采用八面结构，不容易倒，这
是古代匠人的智慧结晶，同时寓意‘救人一
命，胜造七级浮屠’。”戴子荣介绍，在修建
之初，这座塔就被定名为北塔，并一直沿用
下来，1997年成立的北塔区因其而得名。

北塔公园正在加紧建设

在北塔底部南面设有半圆券顶大门，门
上方筑门檐，重檐翘角，出檐饰砖磨如意斗
拱。自大门入塔，沿塔内折上式甬道按逆时针
方向旋转而上，可通达顶层阁室及南、北大
门。底层外壁嵌有《修砌北塔石碑记》，刻注着
修建北塔的匠人姓名，至今字迹清晰可读。北
塔的多处塔砖上，模印有“万历元年信土施
砖”“皇明万历元年”等铭文，准确地记载了建
塔时间，为明代砖塔的断代等课题提供了可
靠的参考依据。在塔顶，可见八角攒尖顶，原
来每个角上均装饰有铜铃，微风轻拂，声音悦
耳。尖顶上由3个铁铸葫芦宝瓶装饰。

戴子荣说，过去邵阳交通工具落后，物
资贸易大多靠水运，船夫们用木帆船、毛板
船，将境内盛产的土纸、茶叶、煤炭等产品，
通过资江经娄底、益阳运销至长沙、汉口等
地。资江滩多水急，搏激流、穿险滩、战恶浪，
船夫们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因此，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北塔是水上讨生活的船工们
祈求平安的寄托，成为邵阳资江岸边居民和
船夫们心中的保护神和精神航标。“船夫们
出发时，看一眼北塔，就增添无限信心。返回
时，看到北塔就看到了家，顿觉心中安宁。”

北塔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邵阳现存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被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塔。
随着时代发展，交通越来越便利，如今资

江水运繁忙不再，北塔也渐渐沉寂。作为市区
地标性建筑，历经400余年风雨洗礼的北塔，
巍然屹立于资江之畔。它仿佛是一位历史的
见证者，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也在诉说着
邵阳这座古城的历史与文化、前世与今生。

戴子荣介绍，市政府已规划以北塔为
中心修建北塔公园，将北塔周围26公顷土
地划为北塔公园用地，并划拨2公顷土地作
为北塔文物保护用地，将北塔及其保护范
围列为一级保护区。目前，北塔公园和北塔
文物保护区内的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
未来，这里将成为市民和游客文化娱乐、运
动休闲的“打卡”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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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巍然镇江塔 矗立四百年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石太平 郭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维标） “浪石楹联
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不
愧‘ 中 国 古 楹 联 第 一 村 ’美
誉。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浪石
楹 联 文 化 中 蕴 含 的 廉 洁 元
素。”10 月 6 日，在武冈市双牌
镇浪石村，一位来自长沙的游
客表示。

2012年10月被中国楹联学
会命名为“中国古楹联第一村”
的浪石村，现存的 88 座古宅上
共有石刻楹联41副。

“在浪石41副石刻楹联中，
一半以上蕴含清廉元素，如‘浪
静水清行龙卧 石奇风香藏虎
踞’和‘清白做人 坦荡处事’
等，都在倡导清廉家风。”邵阳学
院文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钱毅
介绍，“这表明从古代开始，我们
先辈就深刻体会到了清廉传家
的深刻含义。”

浪石村里，广为流传着楹联
“廉泉让水高人宅 种柳栽桃学
士门”的清廉佳话：户主王良俐
是清朝五品官员，有人有求于
他，特备厚礼前往其为官之地拜
谒。王良俐随口念出老家这副
楹联，婉言拒贿。那人心有不
甘，竟辗转寻访至其浪石老家，
欲贿赂其父，其父亦手指楹联，
坦言拒之。

在浪石村，像这样蕴含清正
廉洁、家国情怀、耕读传家思想
的楹联还有很多：“齐家治国平
天下 尽孝竭忠处世间”“放眼
相关天下事 入门且喜一家
春”……

“浪石村的石刻楹联，或教
诲人们修身养性、严于律己，或
劝导人们立身处世、德才为先，
或晓谕人们笃学励志、利国利
民，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意义。”
钱毅说。

浪石村：清风楹联扬正气

放弃人人羡慕的“铁饭碗”，邵阳妹子
陈桂香一头扎进美容行业，凭着满腔热爱
和坚持，一步步成长为成功的女企业家。

“热爱和执着让我成就了梦想。”10月9日，
市政协委员、市内一大型美容和健康管理服务
机构的负责人陈桂香道出创业成功秘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陈桂香也不例外，
甚至为此十分执着。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她，
曾攒下一年的零花钱，买下人生第一套护
肤品。从那时起，她便决定将来一定要从事
与“美”有关的行业。

2000 年，陈桂香毅然辞去在当地粮食
局的工作，独自前往深圳，投身梦寐以求的
美容行业。然而，现实给她浇了一盆凉水
——第一次站到护肤品柜台前，她因为不
了解护肤知识而被顾客问得哑口无言，甚
至被嘲讽。

此后，陈桂香如饥似渴地投入专业知

识和销售技巧的学习。几年间，她就成长为
公司的销售冠军。有了丰富的经验后，2005
年，陈桂香回到邵阳开了一间日化店，拥有
了一个30平方米的“梦想城堡”。

创业初期没有客户，陈桂香夜以继日
发传单，用真诚与贴心的服务积累了一批
又一批忠实顾客，仅两年时间，便增设了一
家美容院。随着顾客与日俱增，2009年，陈
桂香将美容院发展为专业美容连锁企业。

经过多年经营，陈桂香发现，通过单纯
的美容护理无法达到身体健康的调养和改
善，于是她开始思考转型健康管理。2017
年，她开始发展高端生命养护服务。

作为一名妇联界别的政协委员，深耕
健康行业多年的陈桂香深感责任重大。她
说：“既为企业发展努力，又为社会进步奉
献，劳动付出才更有价值。”针对目前群众
体检意识不强、体检项目不全面等问题，

2023年，陈桂香成功引入5G移动医疗体检
车以及80余人的医务团队驻扎邵阳，联合
市妇联界别委员工作室在全市开展健康体
检公益活动，获得市民一致好评。

陈桂香表示，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让市民
享受到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体检服务，在
评估生命健康风险的过程中，争取让每个受
检者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增强健康体检预
防意识，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陈桂香还积极参与“粉红丝带”活动，
不定期组织举办全民健康公益沙龙讲座，
宣传疾病预防知识，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
代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陈桂香：热爱和执着成就梦想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史超

10 月 8 日，洞
口县高沙镇高沙村
农田水利建设工
地，工人在修建农
田灌溉渠道。连日
来，该县抓住秋季
枯水期的有利时
机，加大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推动中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高效
节水灌溉工程等水
利基础建设，为来
年农业生产和防汛
抗旱夯实基础。

滕治中 摄

▲北塔巍然屹立于资江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