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邓朝霞

通讯员 姜立军 黄沪舟

本报讯 6 月 19 日，邵东
市举办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展演暨“乡
村旅游购物季”活动，旨在通过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让
广大群众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感受邵东文化遗产的独特魅
力，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现场，祁剧《祁剧大联
唱》《斩三妖》、木偶戏《猪八戒
背媳妇》《三娘教子》等节目精

彩上演。细腻传神的邵东木偶
戏，悠远回荡的邵东祁剧，生动
活泼的邵东花鼓戏，以其独特
的形式展现深厚的文化底蕴，
搭建一座时光桥梁，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绽放耀眼光芒。

在非遗文创产品展区，
棕榈叶编织产品琳琅满目，
备受青睐;佘田桥豆沙粑粑、
桑叶粑粑、黄花和玉竹饼香
气四溢，让市民尽享舌尖上
的非遗。在非遗宣传展区，排
列 整 齐 的 展 架 通 过 文 字 讲

解、图片展示的形式，让广大
群众了解非遗、弘扬非遗，共
享非遗保护成果。

邵东市历史文化积淀深
厚，民族文化交融荟萃。该市
拥有 3 个省级、5 个市级和 19
个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统
技艺薪火相传，传统戏剧后继
有人。邵东花鼓戏在2016年列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先后有《山野曲》《黄花
黄黄花香》《本色》等一大批现
代花鼓小戏在全国、省、市获
得金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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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棕叶编织艺人金文亮、魏宾将棕榈叶经过蒸、晾、涂、架等工序，结合非遗棕编传统技艺，
通过穿、插、剪、拉等编织手法，创作出神、形、趣等各异的特色非遗棕编文创产品。（图左为金文亮，
右为魏宾） 记者 石周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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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曾子安 艾三喜

本报讯 6 月 18 日，武冈市辕
门口街道在石牌坊社区原机械厂停
车坪组织开展“献血有量，大爱无
疆”集中无偿献血志愿活动。

该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一马
当先，主动挽袖，带头参与。街道工
作人员与村（社区）干部积极响应，
填表、测血压、检验初筛、献血一气
呵成。来自西藏的干部、街道党建
办主任晋布旺姆成为本次活动中
首位献血成功的志愿者。活动中，

该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
与工作人员一起维持现场秩序、接
待询问并帮助志愿者填写献血信
息登记表，协助血站工作人员筛选
合格志愿者，为献血的志愿者送上
热水。来自辖内各个村（社区）、街
道所属部门的市民热情高涨，不仅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还主动号召家
人、朋友一起献爱心。

本次活动在4小时内召集了53
位献血志愿者，无偿献血共计17700
毫升。

武冈市辕门口街道

献血有量 大爱无疆

记者 李洪夜 刘昌鸿

快递包裹会发出声音
“喊”你取件，并且会为你
“亮灯”。这是发生在我市
快递驿站的真实一幕。

6 月 13 日，在双清区
一家用上了“黑科技”的
快递驿站里，市民王先生
正在使用手机淘宝扫描门
口的二维码。“滴滴滴……
您有 4 个绿灯包裹。”扫码
后，王先生包裹上的灯条
自动亮起了绿灯，并发出
急促的提示音。循着灯光
和声音，王先生迅速锁定
了自己的包裹，在出库仪
上对包裹进行扫描出库，
整个过程不到 60 秒。“现
在取快递真的很方便，不
用到处翻找了。”王先生
感叹道。

该驿站工作人员罗女
士 介 绍 ，快 递 进 入 驿 站
后，工作人员就会在每个
快递上夹上一个灯条，随
后整齐摆放在货架上。灯
条的内部装有芯片和电子
灯，外边贴有二维码和条
形码。用户扫描取件时，
对应快递上的灯条就会发
光、发出提示音。智能灯
条共有红、橙、黄、绿、青、
蓝、紫 7 种颜色，若有几人
同时取件，包裹就会根据

“主人”不同，闪烁不同的
色彩。同时，灯条与站点
的路由器实现无线联网，
站点的电脑屏幕上会实时
显示入库、出库数量。所
有灯条都会纳入库存管
理，这对于驿站运营、滞
留件管理、场地利用，都
有很大的帮助。

“ 我 们 从 6 月 2 日 开
始使用智能灯条设备，目
前共投入了 3000 多个智
能灯条。”罗女士说，“以
前顾客前来取件，需要工
作人员帮忙查找取件码、
核对姓名，取件高峰时段

还经常出现排队情况。这
种智能取件方式大大缩
短了取件时间，十分方便
快捷。”

“ 很 开 心 。以 前 每 逢
6·18、双 十 一 这 样 的 日
子 ，排 队 至 少 要 半 个 小
时，我现在取件不到一分
钟 。”“ 刚 开 始 还 不 太 会
用，又要下载淘宝，又要
扫码，感觉很麻烦，觉得
驿站多此一举。现在取了
几次之后，越来越熟练，
比以前方便多了。”当天，
多名顾客对扫码亮灯取件
的方式表示了赞同和肯
定。但是，也有部分顾客
对该方式提出了质疑。

“我没有智能手机，你
让我怎么扫码。”“我明明
有 3 个包裹，怎么扫码出
来只显示了 2 个。”“还要
下载淘宝，微信可不可以
扫码？”下午 5 时，该驿站
出现了取件高峰，不少人
自行扫码完成了取件，但
是也有一部分人围在前台
向工作人员提出了疑问。

“没有智能手机的，按
照以前的方式，来我这里
报手机尾号或者取件码取
件。”“扫码没显示全部包
裹，是因为有些使用了虚
拟 号 码 。把 单 号 给 我 看
看，我来查找一下。”“只
能 使 用 淘 宝 App 进 行 扫
码，其他软件不行。可以
选择自己下载一个，不愿
意下载的，找工作人员帮
忙取件。”工作人员一一
向他们进行了解释。

“智能灯条目前在邵
阳处于试点推广阶段，我
们是全市首家投入使用智
能灯条的菜鸟驿站。部分
顾客已经习惯了以前那种
取件方式，接受新事物需
要一个过程。我们会继续
做好服务，为市民带来更
加 方 便 快 捷 的 取 件 体
验。”罗女士表示。

快递驿站用上“黑科技”，试行智能取件

包裹会“发声”
“喊”你来取件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夏良柱

本报讯 6月17日，在G60沪昆
高速邵怀段隆回服务区，一名返乡
男子遭遇“甩客”。正当他焦急万分
之际，热心的服务区管理员，几经周
折助其踏上了回家路。

当 日 9 时 许 ，隆 回 服 务 区 管
理员巡查发现，在 A 区大坪里，有
一中年男子紧紧护着几个鼓鼓的
行囊。

经询问得知，该男子姓张，隆回
县荷田乡长南村人，今年63岁，原本
在浙江务工，此次返乡只因要处理

家中急事。出发前，张先生和大巴车
驾驶员沟通好，在隆回收费站下高
速，结果被甩在了隆回服务区。看着
大包小包的行李，张先生有些无奈、
焦急不安。

了解情况后，服务区管理员把
张先生的行囊搬至保安岗亭，并对
其进行安抚。随后，他联系朋友是否
有顺路的可以载张先生一程。数通
电话过后，管理员帮张先生联系了
一辆顺路车。

10时30分许，顺路车带着张先
生前往隆回县汽车站。“真的太谢谢
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尽心尽力地帮

我联系车，我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张先生再三
表示感谢后离开。

邵阳高速提醒，广大市民要增
强安全意识，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车
票。一旦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报
警并就近寻求工作人员帮助，积极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邵阳高速人暖心助返程

取件现场。

返 乡 男 子 遭 遇 大 巴“ 甩 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