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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编者按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住

邵省政协委员认真审议和

讨论各项报告，深入协商议

政，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彰

显了为民履职的情怀与风

采。现将他们的精彩发言摘

录如下，以飨读者。

依托武冈历史文化

名城建设打造文旅融合

新典范

“武冈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拥有大量珍贵文物资

源。如何在保护与发展的平

衡中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道

路，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

课题。”在今年的省两会上，

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

席、民进市委会主委刘承智

提出了《关于依托武冈历史

文化名城建设加强文物保

护的建议》。

刘承智指出，武冈在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取得

一定成效，但在文物保护与

安全发展方面仍面临诸多

挑战。为此，刘承智提出了

四项具体建议：支持武冈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工作。

当前，《邵阳市武冈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已

纳入邵阳市人大常委会 2025 年度立

法计划，希望省人大常委会及相关部

门能够给予更多指导和支持，确保通

过审议并备案，为古城的保护与利用

提供法律保障。在项目申报和资金安

排上给予倾斜。建议省发改委在专项

债券资金中给予古城修缮和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资金支持。同时，建议相关部

门提供电力线路改造等项目的支持。

支持武冈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力

争早日通过国家级评估，争取中央财

政的支持，推动古城修复与文化旅游

相结合，提升旅游品牌。

刘承智表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

展并行不悖，只有通过政策支持和资

金投入，才能真正实现武冈历史文化

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健全农村产业风险保障机制

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产业是农业发展的基石，也

是农民增收、农村致富的重要源泉。然

而，农村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尤其

是农民参与产业的积极性不足。”在今

年的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邵阳县政

协副主席肖湘森提出了《关于健全农

村产业发展风险保障机制，护航农村

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目前，农村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

弱项，尤其在丘陵山区，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不完善，农业发展过度依赖自

然条件，且农村产业普遍缺乏市场信

息，存在扎堆现象，造成低价伤农的局

面。”肖湘森分析道。

为 了 破 解 这 些 问 题 ，肖 湘 森 提

出：设立农村产业保险，政府通过“以

奖代买”模式，与保险公司共同开发

适合农村产业的保险产品，解决产业

发展中的风险问题；科学设立奖补标

准，建立多层次的奖励和保险赔付体

系，鼓励农村产业发展；加强技术指

导，将农业技术服务与保险结合起

来，为农民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持，

提升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和抗风险

能力。

支持邵阳加快电子玻璃产业

发展助推湖南制造业腾飞

近年来，邵阳积极推进电子玻璃

产业发展，力求突破“卡脖子”技术，打

造“中国邵阳特种玻璃谷”。

“支持邵阳电子玻璃产业发展不

仅能够提升湖南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还能够助力产业链安全，抢抓市场机

遇，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省政协委

员、市工信局局长何志红提出，应该

支持邵阳深度融入“强省会”战略，成

立省电子玻璃产业联盟，推动省内蓝

思科技、惠科等新型显示企业与彩

虹、邵虹公司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关

系，提高电子玻璃产业省内配套率。

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吸引更多电子

玻 璃 重 大 项 目 向 邵 阳 转

移，打造省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建设国家重要产业

链备份基地。此外，她还

提出，要支持邵阳建设国

家 级 电 子 玻 璃 工 程 实 验

室、邵虹公司创建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并鼓励相

关 企 业 参 与 国 家 及 行 业

标准制定；支持引导中南

大学、国防科大等省内高

校 与 领 军 企 业 开 展 产 学

研合作，聚焦电子玻璃材

料 领 域 创 建 研 发 中 试 平

台；引导国内外科创资源

向邵阳集聚，抢占行业制

高点。

赋能“她创力量”

助推妇女创新创业工作

省政协委员、湖南七

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杨 淑 亭 表 示 ，近 年

来，我省妇女创新创业工

作 成 果 显 著 。然 而 ，当 前

妇 女 就 业 仍 面 临 诸 多 挑

战 ，如 创 业 资 金 不 足 、信

息与资源对接不畅、社会

观念和家庭因素制约等，

导 致 一 些 优 质 创 新 创 业

想法无法落地。

为此，杨淑亭提出：希

望争取妇女创业就业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为妇女创业就业提供

有力的政策保障。持续开展妇女创业

就业政策宣传、解读，帮助妇女创业

者更好地了解和利用政策资源，降低

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建立一套完善的妇女创业培训

体系，从培训内容、时间安排、师资队

伍等方面进行优化。”杨淑亭表示，培

训内容应涵盖创业各个环节的知识和

技能，增强实用性，同时采用灵活多样

的培训方式，如线上培训、周末培训

等。杨淑亭提出，要加大宣传力度，通

过各种媒体渠道宣传妇女创新创业的

成功案例。开展家庭支持妇女创业的

宣传教育活动，帮助妇女平衡家庭与

事业的关系。

此外，杨淑亭还建议，政府和相关

部门牵头搭建妇女创业信息和资源共

享平台，整合各类创业信息，包括市场

需求、政策法规、项目信息等，并及时

更新。同时，在平台上建立资源对接功

能，帮助妇女创业者与供应商、合作伙

伴、投资者等建立联系，实现资源共享

和优势互补。

优化配套资金机制推动民生

实事项目高效落地

“省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在推动

我省民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市县（区）两级配套资金不足已成

为制约项目顺利推进的主要问题。”

省政协委员、双清区副区长岳创业指

出，2024 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

24 个项目中，8 个项目提前完成目标

任务，16 个项目达到或超过序时进

度，民生实事得到了有效推进，百姓

受益匪浅。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市县

（区）两级配套资金成为制约项目建

设、运营使用及后期维护的关键瓶

颈。岳创业指出，市县（区）财政收入

有限，部分民生项目因为配套资金不

足，在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压缩规模或

降低标准。

为此，岳创业提出，首先应合理调

整配套资金比例。根据市县（区）实际

财政状况和项目需求，制定差异化的

配套资金比例，特别是对于财政困难

的市县（区），取消配套资金，减轻财政

压力。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

评估项目进展和资金需求，确保资金

使用高效且灵活。其次，拓宽资金来源

渠道。建议省级财政加大对市县（区）

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一般性转移

支付，进一步充实民生实事项目的配

套资金。此外，鼓励社会资本通过 PPP

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缓解市县（区）

资金压力。同时，完善绩效评估体系，

依据项目的实际效果、民众满意度等

进行科学评估，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实

现最大化。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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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严

华对市政协以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会议协商监督闭环工作机制为切口，

持续推进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法律

监督的贯通协调，有力有效助推邵阳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高度评价。

十三届邵阳市政协经过不断探

索，对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

成 果 的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跟 踪 协 商 监

督和民主测评，创新形成党委政府

牵 头 交 办 、部 门 单 位 认 领 落 实 、适

时书面反馈通报、接受民主监督测

评 、测 评 结 果 上 报 党 委 政 府 、落 实

情 况 纳 入 绩 效 考 核 的 协 商 监 督 闭

环工作机制。

该工作机制运行以来，市政协先

后组织对 2022 年“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企业发展”“抢抓 RCEP 机遇、深化

东盟经贸合作”和 2023 年“积极吸引

邵商回归和返乡创业”“以重点施治

提升邵阳市域社会治理水平”4 个专

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相关建议办理

情况开展跟踪协商监督和民主测评。

在有力助推邵阳市营商环境优化工

作连续 3 年全省排名快步跃进、东盟

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邵商回归方

兴未艾、成功获评全国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市的同时，有效推动

了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

调研“前半篇文章”的提质增效、监

督问效“后半篇文章”走深落实，使人

民政协的“软监督”取得了助推发展

的“硬效果”。

为进一步推动监督效能提升，市

政协创新探索“三种监督两个贯通”工

作机制。

“‘三种监督’，指的是党内监督、

法律监督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两个

贯通’，是指推动民主监督与党内监

督、法律监督实现有机贯通、同向发

力。”市政协主席周文介绍，通过多方

探索，市政协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

市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若干措施（试

行）》，切实保障了各项监督工作的有

序推进。同时，与巡察、检察等部门建

立了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力量整合等

机制，推动与纪检监察、巡察、检察机

关的协作联动。

在实践中，市政协通过组织委员

深入调研、开展专题监督、参与提案办

理等形式，推动具体监督工作落实。例

如，重点聚焦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社

会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采

取“开展调研—提出建议—联合监督

—整改反馈”模式，增强监督的深度和

广度。

“三种监督两个贯通”工作机制的

有效实施，不仅拓宽了问题线索的来

源渠道，还增强了监督的精准性，有力

推动了问题整改。闭环机制的构建运

行，则实现了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

会议协商监督在时间上的前后衔接、

工作上的贯通协调、措施上的软硬兼

具、履职上的协督并举、效果上的有力

有效。

推动“软监督” 取得“硬效果”
——市政协创新开展民主监督工作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通讯员 刘 洋

“二十一莫着急，二十二上街去；

二十三萝卜担，二十四敬灶司；二十五

蒸酒打豆腐，二十六锣鼓奏；二十七杀

阉鸡，二十八年饭呷；二十九样样有，

三十夜摆碟碟；初一初二拜年去！”

旧时的邵阳，每到腊月廿一，孩子

们便开始拍手传唱这首歌谣。从这首

歌谣里，我们可以窥见散落在时光褶

皱里的邵阳年俗图谱。

祭灶：三角糖封灶王嘴

腊月廿三暮色初临，千家万户灶

台上红烛摇曳。司命府君画像前，三角

祭灶糖在供盘中堆作塔形，麦芽糖的

焦香裹着檀香氤氲满室。老人们手持

三炷清香，口中念念有词：“上天言好

事，下界降吉祥。”孩童们早按捺不住，

待祭礼完毕便争抢那粘牙的甜蜜。此

仪式，寓意以糖“封”灶神之口，护佑家

宅平安。这种祭灶糖，平时市场上没有

卖。物以稀为贵，因此，大人敬过灶神

之后，孩子们便抢着吃。

小年：米粉飘香满街巷

小年那天，家家户户都称些肉，吃

米粉，不吃饭。当夜，将在铁锅中翻腾

的腊肉丁与红椒浇在雪白米粉上。在

氤氲的热气里，年节帷幕正式拉开。

年夜：团聚与守岁

一家围坐一桌，桌上都是鸡鱼肉，

以阉鸡为主菜：鸡胸肉是给老年人吃，

鸡脑壳归妇女吃，小孩吃“鸡把子”，生

意人吃“抓钱手”。吃过年饭最忌来客

踩断“年根”，因此吃年饭大多在黎明

或深夜，以防客人来访。此外不能说不

吉利的话，大人们一再告诫小孩不要

乱说话，尤其不要打破东西。有些人家

还用红纸写上“儿童之言，百无禁忌”

贴到壁上。

晚上，家家户户将炉火拨得通红。

炭火噼啪声里，几代人围坐一起，谈谈

笑笑到深夜甚至通宵，名为守岁。子时

三刻，全城爆竹骤响如惊雷。燃放爆竹

之后，各家各户就可以出行了。出行

前，大家在大门上张贴写在红纸上的

“出行大吉，动步生财”一类吉祥话。出

行时，先由一家之长手持香烛，朝出行

大吉的方位作三个揖，然后烧纸钱、放

鞭炮。

贺岁：拜年习俗有定规

出行回到家里，又焚起香，点起烛，

先给天地祖宗拜年，然后晚辈向长辈拜

年……从前拜年，是要下跪作揖的。

正月初一的晨光里，拜年队伍迤逦

如龙。街市上、家庭里，到处都是一片

“恭喜、恭喜”声。亲友之间拜年，也有规

定：“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

娘。”“破五”以后，拜年的人便一天天少

了，但远地亲友却是例外。“拜年拜到青

草发，还是个拜年客”，说的便是这种情

况。对近处的客人要留下喝酒，叫作“挂

红”，对远处的客人要留宿留餐。

耍龙灯闹元宵

耍龙灯，是旧时春节期间一种大

规模的集体活动。人数少者几十，多者

几百不等。正月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

达到高潮，随即结束。此外，还有狮子

表演以及棍、刀、枪等各种武术表演。

耍龙灯农村比城市更为盛行。他们到

别人家去送灯，主人接灯，主客之间还

要互相对歌，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好

不热闹。

元宵夜，各家各户，灯火辉煌。晚

饭后，大家便到街上去看龙灯。大街

上，肩并肩，人挤人，欢呼声、鞭炮声、

锣鼓声震耳欲聋。

旧时春节特有的物品

门神花络，是旧时春节的独特装

饰。门神由木刻彩印制成，一红脸一白

面，传说是秦叔宝和尉迟恭的化身，左

右对称贴于大门之上，威风凛凛。花络

则分红色和金色两种。红色花络大小

不一，大的长约一尺、宽约五寸，有数

缕花纹，以细绳串起横挂在大门上，增

添喜庆氛围；金色花络约三寸长、二寸

宽，镌有“黄金万两”字样，张贴在神龛

之上，寓意财源广进。

贺年片也是旧时春节的标志性物

品 ，用 较 厚 的 红 纸 印 制 ，上 面 写 着 

“恭贺新禧”、本人姓名及“鞠躬”字

样。它有多种用途，既可以亲自去拜年

时带上，若主人不在家便留下；也可寄

给外地亲友，传递新春祝福。

红菜，这种蔬菜形状类似萝卜，但

体型较小，发叶根须皆为紫红色。将它

与白萝卜块、生姜片放在钵子里，加入

细盐多番搅拌，不出几日，萝卜和生姜

都会被染成红色。摆碟时与糖果、腊味

一同上桌，招待拜年的客人，不仅色泽

好看，口感也十分独特。

此外，还有老水酒、甜水酒和糯米

糍粑。前两者用糯米蒸制后加饼药酿

成，味醇和，是邵阳特产，与衡阳的壶

子酒齐名，是拜年招待客人必不可少

的饮品。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整理编辑）

邵 阳 旧 年 俗
伍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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