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张洋    版式：张凌    总检：魏 谦 2025 年 2 月 11 日    星期二

要闻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唐湖湘 罗琴方） “叮咚！”

2 月 4 日，市民罗先生的手机接收到

一则短信。“春节期间，请注意用火用

电安全，勿私拉乱接电线。离家或睡

前，请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

一条消防安全提示跃入他的眼帘。

“春节也‘不打烊’，消防也太敬业

了。”罗先生说。

这个春节，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

移动、联通、电信等移动通讯商为我

市手机用户发送了 320 万条消防安

全提示信息，涵盖冬季用火用电安

全、火灾报警关键要点以及初期火灾

扑救方法等内容。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时刻，但也

是用火用电用气量激增，做好火灾

风险隐患防范的关键时期。今年春

节，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系列

消防安全宣传工作，不断筑牢节日

“防火墙”。

该支队印制 51 万份“消防安全

一码通”海报，结合重点场所和重

点区域的实际情况广泛张贴。市民

手机扫码，即可跳转至消防安全警

示案例科普链接，内容包括畅通生

命（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整治、

一氧化碳中毒等科普知识及警示

教育视频。

春节期间，该支队精心印制 63

万份《冬春防火安全须知》和《返乡过

年人员消防安全须知》，组织消防志

愿者、网格员等力量，深入开展“敲门

行动”，上门走访返乡务工人员和回

乡过年人员，帮助其排查整治身边安

全隐患。

春节期间，该支队联合广播电台

每日安排消防安全音频的定时播出。

全市消防救援队伍针对农村地区火

灾特点，重点宣传用火用电用气安

全、秸秆禁烧、熏烤腊肉等内容，利用

各种媒介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消防

安全知识，实现消防安全宣传全方

位、无死角覆盖。

邵阳消防扎实开展春节期间宣传工作

安全不放假 守护不打烊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李舟飏） 2 月 8 日上午，G59 呼北高

速崀山服务区内发生暖心一幕：一名

旅客晕倒受伤，服务区管理员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医救

治，赢得现场群众一致赞誉。

当天 9 时 25 分许，服务区管理员

王晶晶例行巡查时发现，一名中年女

性旅客在洗手间突然晕倒，头部有明

显血迹和肿块，且无法自主起身。王

晶晶立即上前查看旅客伤情，并呼叫

同事支援。经询问，该旅客姓何，意识

清醒但表情痛苦，疑似其他部位连带

摔伤。考虑到天气寒冷且何女士年龄

较大，王晶晶与闻讯赶来的同事将其

扶住，维护好现场秩序避免受到二次

伤害。随后，何女士家人赶到，将其临

时转移至值班岗亭休息。

10 时 20 分，何女士身体状态稍

有好转。在征得何女士及其家人同意

后，王晶晶联系了医院并配合高速交

警为受伤旅客开辟了绿色通道。10

多分钟后，何女士安全抵达新宁县中

医医院接受治疗。经了解，因送医及

时且得到妥善处理，何女士目前已无

大碍。“我们一家从四川去广东务工，

因为本身血压高，加之长时间久坐，

如厕后晕倒了，幸亏服务区同志处理

得又快又专业，给你们点赞！”被救旅

客何女士感激地说。

旅 客 晕 倒 众 人 相 助

荷田中学的学生在为群众写春联。

马先华（右一）正在为群众介绍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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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游客在邵东市黑田铺镇齐合社区油菜花田里游玩。连日来，当

地油菜花相继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李世近 摄

2 月 5 日（正月初八）上午，记者

随同市住建局、市房协相关负责人走

访了市区多个房地产项目工地，看到

了一派热火朝天的复工景象。

上午 9 时许，在位于大祥区的汇

福白洲湾项目工地，只见塔吊林立、机

器轰鸣，水泥罐车、大货车、小货车等

车辆不断进出。汇福白洲湾露台空间

全赠送，住房实得率高，受到了市场的

追捧，目前已成交200多套。汇福白洲

湾项目负责人欧捷表示，他们将严格

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安全生产管理，保

证工程质量；同时也会密切关注市场

变化，灵活调整策略，争取早日交房，

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质住宅产品。

上午 10 时许，和兴悦景项目工

地响起了激昂的掌声。这是由项目投

资公司组织的一次特别复工仪式

——“新春开工誓师大会”，旨在激励

500 余名员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新一年的工作当中。大会结束

后，工人们纷纷回到各自岗位，开始

了紧张有序的施工作业。

“为了早日交房，公司加紧春季

施工，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打造

绿色、智慧、安全、宜居社区。”和兴悦

景销售负责人介绍，此项目配备了智

能安防系统，引进了专业物业公司，

提供 24 小时安保巡逻、绿化维护、家

政服务等全方位管理。

据了解，乾道地产旗下乾道滨河首

府、乾道江山印月、乾道明德园等9个项

目同时开工，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实现按时交房。同时各项目推出购房优

惠促销措施，助力广大购房者置业。

房 地 产 项 目 复 工 建 设 忙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 联 ”花 绽 放 红 艳 艳
——隆回县荷田乡何以成为中国楹联之乡？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如果说时代潮流的助推与头雁的

引领为荷田乡楹联文化的蓬勃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那么，该乡浓厚的楹联

文化氛围则是楹联发展的保障。

近年来，该乡坚持以“营造文化

氛围、提高人文素质、构建和谐乡村、

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在全乡范围

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楹联文化之乡创

建活动。首先是通过会议讲座、发放

宣传资料，广泛宣传发动，逐渐兴起

写楹联、爱楹联的浓厚文化氛围；其

次是组织召开动员大会，聘请市县楹

联行家来该乡授课，创建了以隆回县

诗联学会荷田分会以及荷田中学楹

联教育基地为核心的楹联组织，并成

立乡诗词楹联学会，吸收学员 100 余

人，邀请邵阳市楹联学会会长邹宗德

等 5 位专家担任顾问；同时，该乡在

每个村派遣一位楹联协会专业人员

进行指导，保证每村建立一个春节贴

春联示范片，力争实现村村有基地、

户户有楹联、人人懂楹联的目标。此

外，该乡创建了一个家家户户悬挂永

久性楹联的示范基地。该乡在示范点

长鄄村悬挂出了 100 副木工精心雕刻

的楹联，每年春节，该乡出资购买 100

对大红灯笼，悬挂在这 100 户村民家

大门口，成为一道独有的文化景观。

该乡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迅速点燃了

该乡群众学习楹联知识、创作楹联的

热情。

荷田乡楹联文化的蓬勃发展，荷

田中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6 年，荷田中学被省市县三级

楹联协会、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和《对

联学刊》杂志社五个部门挂牌为“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湖南省楹联教育基

地”，楹联教育被正式列入该校课表。

2016 年，荷田乡被授予“中国楹联之

乡”称号的同时，中国楹联学会授予荷

田中学为“中国楹联教育基地”。

据了解，荷田中学开展楹联教学

二十余年，经历了进校园、进课堂、进

生活三个阶段，编辑校本教材《芳草

园》共七辑。从最初营造楹联教育氛

围，到稳步推进，促进楹联文化持续发

展，现在师生学习楹联热情高涨，楹联

文化素养大大提升。在《芳草园》里，处

处有惊喜：校长谭莉芸歌颂课堂教学

改革的联作“莉花，课改花，花花竞艳；

芸果，教学果，果果飘香”，既巧妙地嵌

进了自己的名字，又讴歌了课改，展示

出课改繁花似锦的喜人景色；彭述江

老师的联作“乐意做人梯，无私奉献；

甘心为教育，有德耕耘”写出了一个老

教师矢志从教的高尚师德，一个满腹

经纶、敬岗爱业的教师形象跃然“联”

上。学生联作同样让人耳目一新。周婷

的对联“三尺讲台，满园桃李，课改三

年结硕果；    (下转 5版)

土 壤 加 持

这些年，荷田乡楹联

文化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为楹联事业示范引领的

“领头雁”。

在荷田乡，马轶麟是

最 为 重 要 的 一 只“ 领 头

雁”。马轶麟年近八旬，荷

田乡长牌人，全国优秀教

师，历任隆回二中副校长、

隆回一中党总支书记兼常

务副校长，名字被收入《中

国当代教育名人辞典》。从

隆回一中领导岗位退休之

后，马轶麟主动加入文化

志愿者队伍，回到他的家

乡——荷田乡长鄄村，十

几年来，为振兴隆回的传

统文化不用扬鞭自奋蹄。

他在长鄄村一带举办楹联

班、书法班、文艺表演队、

竹乐队等农民文化团体，

定时进行无偿培训，并将

长鄄村商业街家家户户挂

上永久性楹联 100 多副，

成为楹联示范基地。

与马轶麟一样，该村

64 岁的村民马先华，也一

直为楹联文化的发展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马先华

是一个农民，平日里，为

了生计，他走村串户打小

工，打禾、管道疏通、货物

搬运等，什么都做。每天

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家，吃过饭，洗漱完

毕，就坐在昏黄的灯下，

开始研习楹联创作、练毛

笔字。为了写好楹联，马

先华除了向村里的村民

请教之外，还经常往隆回

县城跑，拜师“学艺”。功

夫不负有心人，如今，马

先华既能创作楹联，又有

较好的书写水平。1 月 21

日上午，马先华趁着不用

外出做工的空闲，在堂屋

里摆好笔墨纸张，开始写

楹联。马先华将写好的鲜

红的楹联挂在堂屋墙壁

上，微风吹来，墨香阵阵。

他说：“我写的这些楹联，

很受大家喜欢。每次看到

邻居将我写的楹联选走，

贴在他们家大门两侧，我

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为了更好地推动楹联

文化发展，荷田中学校长

谭莉芸为该校语文教师布

置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带

头创作楹联，然后带动学

生创作楹联。

在该乡，还有不少像

马轶麟、马先华这种致力

于弘扬楹联文化的人，他

们出谋划策、身体力行，竭

尽所能地为楹联文化发展

鼓与呼，带动了越来越多

的群众创作楹联。

头 雁 引 领

楹联，是我国独特的一种文学形

式。它源于五代，兴自唐宋，已有一千

多年的历史。它植根于民间，来自生

活，是折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映人们

的某种愿望、需求或共识。楹联具有促

进社会风气、推动历史进步、发展生产

经济的社会功能。

这些年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

新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楹联，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千

百年来中国人的智慧与文化底蕴。楹

联以对仗工整、韵律和谐著称，常常出

现在春节、节庆、喜庆之时，展现出浓

厚的地方特色与人文情感。因此，楹联

也赢得了各方重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荷田乡以楹

联为媒介，持续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

牌，展现乡村建设新面貌。在传承的基

础上，该乡注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提升传统文化的活力与

生命力。该乡的群众更是紧跟时代潮

流，争做楹联创作的“弄潮儿”。

时 代 助 推

1月22日晚，隆回县荷田乡青龙江村村晚在
该村活动中心举行。该村自编自演的节目接连上
台，让群众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其中，由该乡一
个大学生和一个退休教师表演的现场春联书写节
目，更是将晚会推向高潮。“这就是最具我们荷田
特色的节目了！”有村民如是感叹。

漫步在荷田乡，从入口牌楼到境内各条村道，
从长鄄村到荷田中学，一副副悬挂的楹联犹如一
道道文化盛宴。在乡政府的大门处，“邵阳楹联第
一乡”“湖南省楹联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三块牌
匾熠熠生辉，辉映出该乡楹联文化“热辣滚烫”的
浓厚氛围。

荷田乡何以成为中国楹联之乡？记者走进荷
田乡，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