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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精神建设美好家园

红军井是“党和人民心连心井”，是“军
民鱼水情深井”，还是“中华民族一家亲
井”。90年来，不光周才跃一家，整个茶园
村村民世世代代都在共同守护红军井。

“淘井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讲
究往外排水要比水井出水快。从我记事
起，我们家每次淘井，都会有大量村民主动
前来帮忙。”周才跃回忆。

近几年来，茶园村充分挖掘红军长征
在茶园宿营三天两晚的历史，做足红色文
章，先后建成红军烈士墓、红军在茶园雕塑
群、红军街、红军广场等红色文化设施。
2022年，村“两委”在红军井上加盖了一座
古色古香的风雨亭，还立碑介绍红军井的
由来。今年5月，该村被共青团邵阳市委、
少先队邵阳市工作委员会评为邵阳市少先
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目前，该村正在全
力申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点，全力打
造红色文化旅游文化村，不久的将来，茶园
村将成为城步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的核心
景区。

“我们一定要让饱经风霜的红军井，见
证我们湘桂边界苗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
加美好！”25 岁的第五代红军井守护人周
德松自信满满地表示。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贾燕如

在邵东市堡面前乡大羊村，由
于土壤成分、气候条件特殊，种出来
的红薯又大又甜，代代相传的制作
红薯粉丝手艺，更是堪称一绝。80后
女企业家司马卫宏，通过电商销售，
让当地的红薯和黄花菜成为农户致
富的朝阳产业。同时，她带领留守妇
女做电商直播带货，带动当地妇女
在家门口就业。9月9日，记者见到
这位为家乡农产品直播销售的带头
人——司马卫宏。

敢想敢闯的司马卫宏一直都有
一个创业梦。2003年，大学毕业后，
教育专业的她放弃了当老师，选择
进入营销行业，一心想为创业积累
经验，这一干就是十年。2013年，在
家人的支持下，她回到家乡邵东，曾
跑遍二十八个省市的她又迎来了一
次新的跨界——进入三农领域。

“家乡特产是我与家乡之间联
系和回忆的媒介。”之所以选择三农
领域，司马卫宏坦言，妈妈做的手工
红薯粉丝从小吃到大，离开家乡工
作的她也念念不忘。“在我们这家家
户户都沿袭着老祖宗的传统手工技
艺，每年都会把自家收成的红薯用来制成手工红
薯粉丝，这也是当地农户增收的主渠道之一。”司
马卫宏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家乡的农特
产品包装成品牌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在加入湖南省德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她
致力于创建红薯粉品牌，建成了红薯淀粉加工、红
薯粉丝、粉皮、方便粉饼、黄花菜5条加工生产线，
推动投入1600余万元。司马卫宏也从“农业小白”
进阶为“乡村振兴专业讲师”，先后获得省、市多项
荣誉。在她的组织推动下，公司成立了省级示范联
合体——邵东市德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采用“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为农户免费送种苗
肥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引导他们种植适销对路的
产品。同时，以高于市场价的保底价收购，使红薯
和黄花菜成为周边贫困人口和有条件的农户致富
的朝阳产业。目前，公司通过联合体带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21个，带动6500余户农户增收。

2022 年，司马卫宏抓住直播带货的风口，成
立湖南省辰可供应链公司，带领留守妇女做电商
直播带货，使广大妇女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同时成
立云仓物流体系，帮助残疾人、孤寡老人销售农产
品，解决快递发货难及价格高的问题。现有“大勇”

“湘妹小北”“邵东表姐”等主播团队一起合作销售
邵东农产品。同时，她还建立了自己的电商平台。
司马卫宏借助网络销售，将家乡的农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并严格实行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和赋码
标识，录入国家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经过多年的
苦心经营，该公司先后荣获湖南省级扶贫龙头企
业、湖南省千企帮千村突出贡献企业、湖南省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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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卫宏在推销家乡特产。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邓佳

本报讯 “请说出一句跟月
亮有关的诗句。”“请说一个跟中
秋有关的神话故事。”9月10日，
北塔区茶元头街道马家村篮球
场上一片欢声笑语，原来这里正
在开展“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中
秋游园活动。北塔区民政局和区
社工站的志愿者们一早便抵达
马家村，布置好活动现场，欢迎
回汉各族居民参加活动。

做花灯是中秋节不可或缺
的习俗，在手工制作区，回汉同
胞们一同体验了亲手制作花灯
的乐趣。裁剪、黏合、印花……制
作工序虽不复杂，但却考验着大
家的耐心。在社工的帮助下，心
灵手巧的村民们上手很快，不一
会儿就变出一盏盏精美的花灯。

在游戏区，“月饼上上签”
“幸运投壶”“知识问答”等趣味
游戏吸引群众欢聚一堂，操场充
满了欢声笑话。现场还设立了宣

传区，开展民族政策法规、“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传和
各民族的中秋风俗知识问答活
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
厚节日氛围，在交往、交流、交融
中加深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民
族情谊，共度佳节庆团圆。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让各民族居民群众在这里一起
做游戏、做手工，增加了民族凝
聚力，提升了大家的幸福感。”北
塔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谭婷婷说
道。

此次“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各民族共庆中秋节志愿服务活
动，不仅是一次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更是一次民族团结力量
的生动展现。大家在活动中看到
了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相互尊
重、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也感受
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
和谐，一幅民族团结、和谐共融
的温馨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回 汉 同 胞 连 心 庆 团 圆

工作人员正在做武冈空饼。
刚出炉的空饼。

记 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 洁

本报讯 中秋佳节临近，武冈
传统美食空饼迎来了销售的“黄金
期”。9月12日，武冈市银记青公福
饼食品有限公司的制作作坊，身着
统一工作服的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
忙碌着，从原料称量到和面包裹馅
料，再到烘焙出炉，每一道工序都凝
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

武冈空饼已有几百年历史，与
月饼一样，都是圆圆的形状，因此象
征着团圆，寓意幸福，又名“福饼”。
与月饼的实心不同，空饼内部中空，
外皮焦黄酥脆，底部镶有密密麻麻
的芝麻粒，内皮铺有一层黑红色糖
衣，吃起来酥香可口。

空饼的制作过程复杂繁琐，需

要遵循传统古法熬制麦芽糖作为
原料，并经过和面、揉面、和馅、揉
馅、压饼、团饼、上芝麻、再团饼、烘
焙等 10 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因
此，真正能够熟练掌握这门技艺的
人并不多。

“空饼制作需要 4 个人分工协
作，每个人都负责特定的环节。我
主要负责揉料，把控空饼的大小。
做空饼可是个技术活，只有熟练掌
握技能才能做好，所以我们每天最
多只能做 2000 个。”银记空饼员工
邓良娇介绍道。

50 岁的邓良娇自 2002 年起就
在银记工作，至今已经过去20多个
年头了。作坊里的其他员工和她一
样，都是在此工作多年的“老人”，她
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传承着这份珍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武冈市乐洋路的银记空饼门
店内，前来购买空饼的顾客络绎不
绝。武冈银记空饼传承人银丽芳正
忙着给空饼装箱、打包，当天这些空
饼都要寄往外地。“我们空饼做了快
30年了，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最忙
碌的时候。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
我们采取限购的方式，同时积极拓
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今年9月以
来，银记空饼的销量已达到1500多
公斤，营业额超过20万元。

随着武冈空饼的知名度日益提
高，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武冈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武
冈市共有空饼企业 4 家，大小作坊
20多家，今年已完成产值2000余万
元，他们共同守护着这份传统美食
的传承与发展，续写着武冈独特的
团圆故事。

中 秋 临 近

非遗美食武冈空饼加工忙非遗美食武冈空饼加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