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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 月 11 日，

元宵节将至，各

大商场超市、面

包烘焙店制作

的各种口味馅

料元宵，吸引了

许多市民前来

购买，节日氛围

感拉满。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2023 年，虎形山瑶族乡首次举办虎久茶歌文艺之旅采风活动。文艺工作

者们深入茶园，了解茶叶种植与制作工艺，挖掘花瑶文化元素，并通过文艺表

演等形式展现瑶山的独特魅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2 月 9 日，由绥宁县民政局寄养在广

西南宁某爱心家庭的小朱（化名），

专程回到绥宁探亲，并向该局的“亲

人”们敬献了一面写有“民政待我如

双亲，大爱无疆似海深”的锦旗，以

表达他深深的感激之情。

2015 年，年仅 5 岁的小朱遭遇

了人生的巨大变故 ，他的父母因

病离世 ，留下年幼患病的他无依

无靠。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小朱的临时监护人异常迷茫 ，几

经辗转将其送入广西某爱心机构

养育。

去年 7 月，养育期结束后，绥宁

县民政局伸出援手，将小朱接回绥

宁，并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

顾。在绥宁县民政局的关心爱护下，

小朱很快有了属于自己在绥宁的新

家，入住新家当天，小朱兴奋地打电

话给远在南宁的朋友，分享自己的

喜悦和新居的美好。

鉴于小朱尚未成年，绥宁县民

政局副局长李彬和儿童福利股股长

沈桂荣等工作人员多方奔走，为其

在南宁找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寄养

家庭，将继续养育他至 18 岁。如今，

小朱在曾经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继

续快乐地成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这 次 回 乡 ，小 朱 所 在 爱 心 寄

养家庭的“张爸爸”还开车辗转至

柳 州 接 上 了 小 朱 两 个 最 好 的 朋

友。小朱带着他们在绥宁赏美景、

品美食 ，一起感受绥宁民政亲人

的热情。

在绥宁县民政局为小朱组织

的健康成长座谈会上，小朱满脸笑

容，自信满满地分享了自己在南宁

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说：“我在南

宁和张爸爸生活得很愉快，也很想

念你们。今后我一定会听话，尽快

自力更生。”

“看到小朱的进步和变化，我们

就放心了，希望他今后好好学习，健

康成长。”李彬说。

锦 旗 献“ 亲 人 ”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王 秀 丽 
通讯员 蒋德军 夏泽彪） 2 月 8

日，新邵县坪上镇峡山桥村洋溢着

浓厚的喜庆氛围。这一天，新邵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坪上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带着两份沉

甸甸的喜报，走进了双胞胎现役军

人刘兴、刘旺的家，为他们送上了

“四有”优秀士兵的荣誉及新春的

美好祝福。

这两份喜报，不仅是对刘兴、

刘旺在部队中优异表现的肯定 ，

更是对他们家庭默默支持国防事

业的赞誉。交谈中，刘兴、刘旺的

母亲难掩内心的自豪与感激：“孩

子们从小就向往部队生活 ，能在

部队建功立业，我们特别骄傲。感

谢部队和政府对他们的培养和关

心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

安心服役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

献力量。”

2023 年，刚从长沙南方职业学

院毕业的刘兴、刘旺双胞胎兄弟，

怀揣着对军营的无限憧憬，一同报

名参军 ，并被分配到了同一个部

队。入伍后，兄弟俩刻苦训练，相互

激励，共同进步。凭借着坚定的信

念和顽强的毅力，他们在同批战友

中脱颖而出，无论是思想品质、专

业技能还是身体素质，都取得了显

著提升。

“军人立功，离不开军属的默默

支持。将喜报送到家，就是要让军

人、军属的尊崇感、荣誉感和获得感

看得见、摸得着。”新邵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工作人员表示。

双 份 荣 誉 耀 家 门

“感谢你们主动上门服务，帮助

我们排查用电隐患，为我们复工复

产提供了重要支持！”2 月 10 日，国

网邵阳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到

湖南良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上门走访服务，确保企业复工复产

期间的用电稳定。

春节假期结束后，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迅速行动，启动复工复产保

电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涉及企业

供电的线路和台区开展专项巡检，

并派遣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走访

辖区内企业，制定个性化电力服务

方案。通过全方位的电力保障，确

保各类企业能够顺利恢复生产，为

地方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坚实的电

力支持。

细致排查 确保供电稳定

“10 千 伏 世 三 线 测 温 正 常

……”2 月 9 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运维人员对邵阳经开区的电力线路

进行集中特巡，全面“体检”涉企重

点设备。

巡视中，工作人员重点对电缆

接头、隔离开关、避雷器及配电变压

器等设备进行地毯式排查及红外测

温，对所涉线路的环网柜进行防凝

露等专项检查。

为保障复工复产期间的电力安

全稳定供应，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积

极行动、提前安排、周密部署，明确

工作任务、责任和要求，组织专业人

员对全市范围内的重点企业线路和

设备进行检查，充分利用无人机、红

外测温仪等先进技术手段，通过“人

巡+机巡”方式，及时排查并消除潜

在的安全隐患，确保电网设备安全

稳定运行，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坚

实的电力保障。

精准服务 助力企业复工

“我们企业刚复工生产，你们就

上门提供用电服务 ，真是太感谢

了。”2 月 7 日，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共

产党员服务队来到湖南山之良科技

有限公司，为该公司提供用电安全

服务。

湖南山之良科技有限公司是

新宁县招商引进的脐橙精深加工

企业 ，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对其至关重要 。服务队员们在

了解企业的生产需求后 ，对配电

房和生产线的用电设施进行了全

面检查 ，确保电力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 。服务队还结合企业历史用

电数据 ，为其量身定制了能效方

案，帮助企业优化用电结构，降低

用电成本。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国网

邵阳供电公司建立“一企一策”服

务机制 ，组织人员主动走进工业

园区、小型加工车间等地开展上

门服务。结合“三送三解三优”走

访、安全用电检查等工作，针对性

地对重点民生企业、重点企业项

目开展上门服务 ，针对性地制定

个性化供电方案 ，帮助客户最大

限度降低用电成本 ，让企业获得

更大经济效益。

截至目前，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已完成 40 余户大客户企业的走访，

处理诉求 20 余件，消除安全隐患 10

余处。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助企复工“电力十足”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莫梦娜

翻开企业账本，数字见证着蝶

变 ：2022 年 之 前 带 动 168 户 农 户 ，

52.67 公顷茶园年销售额 1806 万元；

到 2024 年合作农户增至 200 户，茶园

规模 73.33 公顷，销售额突破 2000 万

元。但谭霞更看重另一个数据：2024

年非遗研学游接待量达 3.8 万人次，

带动周边民宿增收 420万元。

“真正的乡村振兴是让文化生

根。”谭霞在茶山开辟非遗工坊，邀请

花瑶老人传授挑花技艺。她创新“茶

叶+非遗”订单模式：每销售 1 盒茶

叶，提取 2 元作为非遗传承基金。2023

年至今，谭霞已培养 23 名青年传承

人，其中 6名是返乡大学生。

暮色中的茶园，谭霞正在指导茶

农使用新式采茶机。远处，花瑶姑娘们

的山歌与机器嗡鸣声交织成独特的乡

村振兴交响曲。这个“00 后”非遗传承

人用坚守证明：当古老技艺邂逅青春

力量，乡村振兴的故事永远年轻。

振兴答卷：数字蝶变里的交响曲

“要让年轻人爱上茶，就得让茶

文化‘活’起来。”2023 年清明，谭霞策

划的“花瑶茶会”引爆网络。瑶族姑娘

们身着传统挑花服饰，在云雾缭绕的

茶山表演非遗茶艺。这场融合了采茶

舞、长桌宴的文化盛宴，单日吸引游

客超 5000 人次。

在湖南大学乡村振兴工作队的

指导下，谭霞将茶旅融合推向纵深：

游客不仅能体验古法制茶，还能参与

设计茶叶包装。虎久雾语茶业有限公

司 2024 年春推出的“云上茶语”文创

礼盒，将花瑶挑花图案与 AR 技术结

合 ，扫 码 即 可 观 看 制 茶 过 程 ，首 批

5000 套上线即售罄。

破茧成蝶：非遗与青春的化学反应

走进虎久雾语茶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电子屏显示着各环节的精准参

数，但最核心的杀青工序仍使用传统

铁锅。“这是父亲留下的‘温度密码’。”

谭霞将鲜叶撒入 300℃铁锅，手掌悬空

感受热浪，“嫩叶要‘老杀’，老叶要‘嫩

杀’，就像父亲说的‘待人要像泡茶，温

度刚刚好’。”

这 种 温 度 哲 学 贯 穿 企 业 运 营 。

2024 年夏，持续 78 天的干旱让茶园面

临绝收危机。当其他茶企选择减产时，

谭霞开启“保底收购”模式，甚至自掏

腰包为茶农购买抗旱设备。“当年父亲

背 着 麻 袋 卖 茶 ，靠 的 是 乡 亲 们 的 支

持。”她在茶园推广“返租倒包”模式，

让 200 户茶农年均增收 3.2 万元。老茶

农奉先生说：“这丫头像她爸，心里揣

着团火。”

温度密码：

300℃锅温里的人生哲学

虎形山瑶族乡的清晨总飘着茶

香。当谭霞走进茶厂，目光总会掠过墙

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1978 年，谭

有为正手把手教村民扦插茶枝。这个

1929 年出生的老支书不会想到，当年

从深山移栽的野生茶树，会在 46 年后

孕育出年产值 2000 万元的茶企。

“爷爷走遍 36 座山头选育茶苗时，

父亲才 9 岁。”谭霞轻抚着家族传承的

竹制茶篓。1990 年，谭德友辞去县城的

工作返乡时，面对的仍是原始作坊里

用柴火炒茶的乡亲。这个倔强的瑶乡

汉子用 3 年时间改进杀青工艺，让虎形

山绿茶在 1993 年的湖南省茶叶评比中

首获金奖。

命运在 2022 年骤转——谭德友在

调试新设备时意外离世。作为从小跟

着父母采茶的“茶三代”，谭霞毅然决

然地放弃了外出学习的计划，选择回

到家乡，接手家族茶企，“我要让虎形

山的茶香飘得更远。”

三代接力：

一片茶叶的时空漫游

云 雾 深 处 有 新 茗云 雾 深 处 有 新 茗
且 将 青 春 付 茶 香且 将 青 春 付 茶 香

———记—记““0000 后后””瑶乡茶艺非遗守艺人谭霞瑶乡茶艺非遗守艺人谭霞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石周鑫石周鑫

在雪峰山脉的褶皱深处，晨雾尚未
散去的茶园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正将
鲜叶抛入300℃的炒锅。伴随“哗”的声
响，茶香瞬间在隆回县虎形山山巅升腾，
24岁的湖南虎久雾语茶业有限公司主
理人谭霞俯身察看火候时，露珠折射出
三代人的时光——从祖父谭有为1958
年响应“开辟茶园”的号召，到父亲谭德
友背着炒锅走村串户改进工艺，再到她
以非遗为墨勾勒乡村振兴新图景，这个
瑶乡家庭的制茶史，恰是中国乡村产业
振兴的生动注脚。 谭霞正在使用新式采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