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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获奖人员与颁奖嘉宾合影留念。

2024 年 9 月 12 日，谭波（右三）带队开展管网漏损治理零点行动，现场

对棉纺厂片区管道进行漏损分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彭洁） 近日，“委员领航·青年起航”全

过程人民民主青春实践暨 2024 年邵阳

市模拟政协提案大赛总决赛在邵阳学院

举行。

此次大赛是在市政协、市教育局、团

市委的组织领导下，由邵阳学院承办开

展，旨在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基层一线、开

展调查研究，在亲身实践中了解并有序

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

大赛共吸引了 2 万余名大中学生参与。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邵阳学院、湘中幼儿

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邵阳工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 15 支团队

顺利入围模拟政协提案总决赛。

在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围绕乡村

振兴、文旅融合、公共交通、科技创新等

诸多领域展开了限时 5 分钟的精彩展

示。最终，邵阳学院的《关于崀山地区非

遗的挖掘和活态传承融入崀山旅游大体

系的提案》以及邵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关

于优化邵阳市公共交通系统，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的提案》，凭借其深入的调研、

独到的见解和切实可行的建议获得一等

奖；邵阳学院的《关于邵阳学院梅子井校

区增加校园巴士提案》等 5 件作品获得

二等奖；湘中幼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

《关于“学科无界，智慧共享”学术学科交

流平台建设的提案》等 8 件作品获得三

等奖。此外，邵阳学院等 4 家单位凭借出

色的组织工作获优秀组织奖。

据悉，市政协委员学习联络委员会委

员工作室揭牌成立以来，便携手共青团邵

阳市委在邵阳学院、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成立

模拟政协学生社团，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实践活动。2023年，邵阳市高校模

拟政协学生社团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100

个模拟政协学生社团，受到团中央的持续

关注和重点推介。2024年，我市进一步扩

大模拟政协社团的覆盖范围，新增了 10

个县市区中职学校模拟政协社团。

2024 年度邵阳市模拟政协提案大赛总决赛落幕

让青春与“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深度融合

“重现红旗路、东风路商业街的

繁荣，提升城市活力，吸引市民消费，

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上月

24 日，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

朱建宇委员代表文艺体育新闻出版

界别向大会提交书面发言，呼吁社会

各界关注市区红旗路、东风路商业

街，助力这两条老街重焕生机。

翻开道光《宝庆府志》，其中收录

的宝庆府城图中，朝天门、东门街、武

庙等古迹清晰可见。而一条贯穿府

城、连接东西城门的街道格外引人注

目，它就是如今的红旗路。这条街道

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化，承载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

西起南门口、东至人民广场的红

旗路与东风路，是邵阳最早兴起的商

业街。过去，邵阳人提及“上街逛逛”，

无疑指的就是红旗路和东风路。曾

经，这里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一

片热闹繁华的景象。2011 年，仅红旗

路街道的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就高达

7.59 亿元，街道两旁店铺租金高昂。

这条商业街不仅是商业的聚集地，更

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烟火味道。

它见证了邵阳的发展变迁，成为城市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推进、电商消费的迅速崛起以及消

费审美观念的不断更新，红旗路、东

风路商业街逐渐面临发展滞后、人

气衰落的困境。其现状与居民日益

提升的生活体验需求不相匹配，再

加上交通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这两条街道人气锐减，沿街铺面生

意冷清。

“2018 年 ，为 缓 解 市 区 交 通 压

力，红旗路、东风路等路段改为车辆

单向循环行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市民的出行成本，间接导致了人流

量的减少，也使得新建的大型商业中

心如美地公园、佳惠超市商场、宝庆

宋城、宝亨汇、人民电影院等大中型

项目经营困难。”委员们认为，目前新

建了大祥坪停车场、美地公园地下停

车场、军分区临时停车场等，红旗路、

东风路沿线可提供两千多个停车位，

基本能够满足市民停车逛街的需求。

因此，他们建议红旗路、东风路等商

业主干道应恢复车辆双向循环行驶，

以增加人流和车流。

此外，委员们还提出，在确保卫

生整洁、交通顺畅的前提下，应允许

大型商业中心及商铺在人行道上开

展商业宣传活动；在红旗路、东风路

两侧的合适位置增设夜市，吸引市民

前来，进一步提升人流量。

“设立市政府领导下的重现商业

街繁荣办公室，抽调精干力量，助推

红旗路、东风路老商业街及周边近

4000 家门店升级经营模式，优化商

业环境，盘活存量商业资源，让传统

商业街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再现昔

日繁荣。”委员们建议。

关于红旗路、东风路商业街，市政协委员倡议——

优化商业环境 重现昔日繁荣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此次市两会

的召开，为我市民生保障事业发展指

明了道路，也为政协委员更好地履职

提供了方向。”上月 30 日，市政协委

员，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经理谭

波表示，市自来水公司作为民生服务

单位，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始终秉

承“上善若水、水润万家”的理念，不

断筑牢“水基础”、做优“水文章”、激

发“水活力”，推动供水事业持续向高

质量、高水平迈进。

2024 年，市自来水公司将满足

城市和市民用水需求放在首位，强化

水质检测能力和保障措施，实现“水

质综合合格率 100%”的目标；加强供

水设备管网设施的维护，确保全年供

水的平稳有序；推进供水基础设施建

设，采用新型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中

的不锈钢内衬修复法，对城区部分老

旧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升级；推动大祥

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清风村和台

上村顺利实现通水。此外，该公司坚

持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的长效机

制，充分利用智慧水务平台监测管网

设施的运行状况，同时加强“水家族”

服务品牌建设，不断完善和优化“获

得用水”营商环境，并积极延伸服务

触角，开展管道直饮水建设，力争让

市民拥有更加优质、便捷、高品质的

用水体验。

“2023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了‘解决城区 2 万户 6 万人二次供水

问题’。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按月分解指标，严格按照标准

施工，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完成了 35

个加压泵房的改造工作（含 13 个自

行整改项目），圆满达成目标。”谭波

说，针对 2024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的“解决市城区 8500 户 25000 人

二次供水问题”，公司将提前规划，

在原有摸底名单的基础上落实改造

计划，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市民了

解并认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规范

管理工作，力争再次交出一份满意

答卷。

谈及接下来的工作打算，谭波表

示，将在提升安全供水保障能力的基

础上，加大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为城乡发展提供“水支撑”；进一步打

造“流程最简、效率最快、标准最高、

形象最优”的服务品牌，与企业和用

户形成良性互动，通过高质量的水务

服务推动城市发展、保障民生福祉。

夯 基 础 扩 领 域
以高质量供水服务城市民生

——访市政协委员、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谭波
邵阳日报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肖 佳

1895 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和奥

古斯塔·卢米埃尔两兄弟，制成了世界上

第一架电影放映机。从此，号称“第七艺

术”的电影诞生了。

十年后的 1905 年，影片《定军山》拍

摄完成，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拍摄

的第一部电影，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

生。该片取材于《三国演义》第 70、71 回，

讲述了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著名

演员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请缨”“舞

刀”“交锋”等场面。

那么 ，宝庆人最早何时看到了电

影？其实，根据记载，在中国电影诞生

的 1905 年，电影就来到了邵阳，宝庆人

与上海人几乎同一时期看到了电影。

当时的中国，还只有上海等几个大都

市有放映设备和电影院，为什么宝庆

人在还没有电影放映设备的情况下就

能看到电影？

这一最新艺术门类引入邵阳，应归

功于当时任福建总督兼南洋大臣的邵阳

籍人士魏光焘。他于1905年任内回籍，恰

逢68岁寿辰。回籍时，他携带有一套电影

放映设备。在他的湖山别墅（今余湖山小

学旧址）和考棚街“亦吾庐”，他向前来参

加寿宴的人们放映了美国的无声电影。

魏光焘何许人也？据《邵阳市志·人

物志》记载：魏光焘，字光邴，号午庄，晚

年号湖山老人，1837 年 11 月生于金潭乡

沙洲上（今隆回金潭乡）。魏光焘 19 岁

时，因家境贫寒，母亲要其弃学从戎，他

便在其堂兄魏瀛的介绍下投到江西曾国

荃幕府，后历任陕甘、云贵、福建、闽浙总

督等职。1916 年 4 月，魏光焘卒于宝庆城

东郊湖山别墅。

当然，魏光焘用以酬宾放映的电影，

与今日我们看到的电影有很大的差别。

在那电影诞生的初期阶段，电影只是机

械复制生活现象的“活动照相”而已。但

这毕竟是宝庆土地上第一次放映电影。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整理）

宝庆人最早看到的电影
袁焱炳

武冈机场。

1 月 10 日，邵阳武冈机场发布消

息：自 1 月 18 日起，武冈机场将恢复

“深圳⇌邵阳⇌成都天府”航线，每周

执行 3 班，班期为周二、周四和周六。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

表示：“过年从成都回家只要 2 个多小

时，太方便了。”同时也有网友提出，希

望武冈机场能够增设更多通往“长三

角”地区的航线。

武冈机场增设更多通往长三角

地区的航线，是许多邵阳人的期盼，

这一呼声也得到了市政协委员的积

极回应。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上，王亚琳委员代表无党派界别提交

书面发言，建议增设邵阳武冈机场至

长三角地区的航线。

武冈机场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顺利

通航，作为国内支线机场，它搭建起了

邵阳与国内重点城市之间的空中通

道，弥补了邵阳立体交通网络中的“空

运短板”。然而，目前武冈机场仅开通

了通往长沙、北京、海口、西安、深圳、

重庆这六个城市的航班，尚无飞往东

部城市的航线，这成了武冈机场发展

的一块短板。

“武冈机场是邵阳市目前唯一的

民用机场，承载着全市居民和企业的

出行需求。”委员们指出，长三角地区

经济活跃，是邵商的重要聚集地，东部

航线的缺失，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不

便，增加了出行时间和成本，也限制了

邵阳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增

设飞往长三角的航线将进一步促进邵

商与家乡的互动交流，有力推动邵阳

经济发展。”

为补齐这一短板，委员们提出，建

议加大对邵阳武冈机场的航线开发力

度，优先恢复开通至上海的航班，这既

能满足市民日常出行需求，也能为市

县政府和部门往返长三角地区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提供便利，同时方便长三

角地区的邵商回乡探亲、考察项目；此

外，可吸引更多航空公司入驻，增加航

线数量和航班频次，推动开通武冈与

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直达航班，扩

大航线覆盖范围。

“武冈机场还应进一步优化机场

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委员们建

议，武冈机场应加强服务治理能力建

设，提高旅客出行效率，为旅客提供更

加便捷、舒适、贴心的服务，提升机场

的整体形象和旅客满意度，从而吸引

更多旅客选择武冈机场出行，为航线

的拓展和运营奠定坚实的客源基础。

市政协委员呼吁——

加大武冈机场航线开发力度
助 力 区 域 通 达 与 经 济 发 展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读 文 史 观 邵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