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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记者 陈贻贵

本报讯 重温雷锋故事，传
播雷锋精神。12月1日晚，“雅韵
三湘·艺动四水”高雅艺术进基层
——话剧《湘伢子雷锋》专场演出
在市楚雄大剧院精彩上演。亲切
的方言、励志的故事、动人的演
绎，让在场观众仿佛“穿越”到雷
锋的身边，见证雷锋成长历程。

话剧《湘伢子雷锋》由湖南省
话剧院、湖南湘江新区宣传工作
部策划创排，以雷锋同志的生平
事迹为历史原型，选取了雷锋同
志生前在家乡的部分工作、学习、
生活片段，讲述雷锋从小在党的
帮助和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名
优秀青年的励志故事。该剧用艺
术表达历史，以形象体现精神，依
托雷锋家乡颂雷锋载体，艺术地

再现了 1947 年至 1958 年雷锋同
志的成长史与奋斗史，展现了雷
锋从普通伢子到精神丰碑的蜕变
之路。

舞台上，演员们扎实的台词
功底和真挚的情感投入，重现了
雷锋精神的萌芽与发展，通过一
幕幕精彩的演绎，让广大观众沉
浸其中，感受到戏剧艺术的独特
魅力和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力
量。该剧宏大的时代格局和动人
的革命故事，引发在场观众的强
烈共鸣，现场传出阵阵热烈掌声。
观众张璐观看后表示，演员们的
精彩表演让她仿佛置身于当时那
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看到了
一个更加生动、鲜活的雷锋形象，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雷锋精神的实
质和内涵，让她明白了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话剧《湘伢子雷锋》走进邵阳

记 者 黄 云

通讯员 刘元辉 魏 艳

“外出时不要忘记切断电源。”
“不要在取暖器上烘烤衣物和覆盖
潮湿物品。”……11月29日一大早，
在洞口县江口镇三牛村，国网邵阳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唐波和蒲兴松师
徒俩挨家挨户地帮助村民排查安全
隐患，反复叮嘱大家注意用电安全。

邵阳山区群众傍山而居，木质
结构的房屋随处可见。冬季来临，取
暖用电负荷增加，这些山区“小木
屋”的用电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

“周大爷，有用电方面的问题，
直接按这个键，我们会派人来帮
你。”在三牛村，唐波师徒帮助身体
残疾、有言语障碍的老人修理好取
暖器，又仔细检查完屋内线路，重新
紧固好松动的插座，更换了年久失
修的漏电保护器。完成了这些工作，
他们手把手指导老人正确使用电暖
器、电热毯等取暖设备，临走前还在
老人的手机上设置了快捷拨号。

寒流未至，暖流先到。国网邵阳
供电公司把农村木质房屋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来抓。

各乡镇供电所深入开展“面对面、心
连心”精准走访上门服务活动，重点
聚焦农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和残
疾人群体，对木质房屋连片的村寨
进行摸排勘查，建立“一村一台账”，
义务帮助群众整改老化破损的室内
线路、开关、漏电保护器等设施，确
保偏远山村群众用上“放心电”。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帮助村民
整改电线，既保障了用电安全和消
防安全，又改善了生活环境。”三牛
村党支部书记田品秀介绍，偏远村
落木质结构房屋的消防压力大，居
住群体大多为老人、小孩，安全意识
较为薄弱。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服务，
进一步降低了安全风险。

据了解，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结
合传统村落木质房屋连片特点，因
地制宜落实优化低压主线布置、统
一下户线线径、规范线路敷设路径、
安装表计防火接线套头等技术保障
举措，消除安全用电隐患。截至目
前，该公司在木质房屋成片的村寨
完成计量装置标准化整改 563 处，
消除电能表箱、下户线的安全隐患
1562起，帮助村民排查整改客户侧
安全用电隐患1036起。

“小木屋”用上“放心电”

11月29日，游客在武冈市王城公园打卡拍照。进入冬季，该公园里银杏金黄、枫叶似火，

色彩斑斓、景色迷人，吸引了无数游人。 曾晓红 摄

记者 伍洁

12月1日下午，大祥区
蔡锷乡山东村映霜红桃基地
里一片繁忙的景象，被村民
称为“桃花仙子”的徐双玲带
领6名工人在桃园里给桃树
修枝和除草，以前100公顷
荒山变成生机勃勃的桃园，
美了山林、富了百姓。

放弃光鲜亮丽的白领
高管职业，毅然回乡拥抱乡
村振兴，徐双玲的返乡创业
计划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
思熟虑后的决定。在她看
来，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国家
的大方向，更是她实现个人
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契机。
2016 年，带着这样的信念，
徐双玲回到家乡，在蔡锷乡
山东村开启了她的创业旅
程，她决定在这片熟悉的土
地上发展果园，带领乡亲们
走上致富路。

回乡创业的道路并不
平坦，徐双玲一开始就面临
着村民不愿租地、种植技术
不成熟等多重挑战。她与村
干部携手逐户解释政策，做
思想工作，终于赢得了村民
的信任。她流转荒山林地，

引进极晚熟桃树品种“映霜
红桃”进行开发种植。为了
确保这一“北方血统”的红
桃在南方能长得好，徐双玲
每天都泡在山上，同时不断
查找资料学习种植技术，到
处请专家到基地传授育果
经验，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
农业。经过多年的辛勤耕
耘，她的桃园硕果累累，培
育出的映霜红桃以其优良
的品质和口感赢得了市场
的热烈反响，销往深圳、上
海等一线城市，年产值达到
800多万元，每到收获季节，
各路果商纷至沓来。

富起来的徐双玲没有
忘记回乡创业的初衷，她积
极回馈乡里，推动当地红桃
产业的发展。2022 年，她向
大祥区蔡锷乡的 9 个村捐
赠了5万株桃苗，并在湖南
省内发展了28家映霜红桃
基地。徐双玲不仅免费提供
种苗和技术培训，还实施保
底回收措施，确保村民的收
入稳定增长。她的
桃园也为当地 100
多名村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帮助他们
增加收入，改善生

活。刘同生就是稳定拿到薪
水的工人之一，他的妻子患
有精神疾病，3个子女尚在
读书，家里全靠他 1 人赚
钱。刘同生说道：“我现在70
岁了，在外面根本找不到工
作。现在在基地做工1年大
约能拿1万多元工资，加上
种田有1万多元，全家年收
入2万多，生活不再那么艰
难了。”这种共享成功的模
式，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生
活品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

该基地在农业种植过
程中深受害虫的危害，每年
病虫害造成的损失高达200
余万元。为了彻底解决病虫
害造成的损失和践行绿色
种植的理念，徐双玲引进台
湾农业专家团队，研发出智
能虫控设备，实现了桃园的
无公害种植。这一创新不仅
解决了虫害问题，还可应用
于多个领域，为农业绿色发
展和环保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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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双玲在修剪桃枝徐双玲在修剪桃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