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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集市上，宝庆竹刻、滩

头木版年画、木雕、剪纸等各类

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非遗传

承人现场展技艺亮绝活，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和

购买。在滩头木版年画展位前，

非遗传承人尹冬香手持梨木雕

版 ，正 指 导 曾 睦 航 小 朋 友 完 成

“灵蛇献瑞”拓印：“要像给宠物

顺毛一样，棕刷要顺着纹路走三

遍。”当红纸揭开的瞬间，栩栩如

生的年画引得围观市民阵阵惊

叹。邵阳米粉、武冈米花、豆沙

粑粑、血鸭、麦芽糖等非遗美食

汇聚一堂，让市民尽享舌尖上的

美味。市民王翠兰移步各个展

位,赞叹不已。她说,现场吃的、

玩的都是非遗项目，很有教育意

义。孩子通过活动学到了很多

传统文化知识，大人也找回了小

时候过元宵的感觉。

本次活动历时一天半，内容

丰富多彩，既有祁剧、花鼓戏大展

演和龙狮闹元宵，又有 40 个非遗

项目展示及各类民俗表演。活动

现场悬挂了 1000 条谜语，供市民

有奖竞猜。此外,书画家还将现

场创作作品赠送给市民。广大市

民朋友通过逛展观展，讲述非遗

故事、欣赏非遗作品、带走非遗年

货，让非遗可看、可听、可触、可

感、可品、可购。

邵阳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拥

有保护完整、传承良好、独具特色

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157 项。下一步，我市

将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保护理念，不断夯实非

遗保护传承体系，提升非遗保护

传承能力，完善非遗传播体系，打

造非遗品牌，讲好邵阳故事。

  (上接 1版①）

座谈会上，中南大学博士研

究生黄金辉，清华大学学生黄起

涛，武汉大学学生刘梦颖、夏小

岚，吉首大学学生袁茂林，上海交

通大学学生吕闻达等学子代表结

合主题作了交流发言，分别表达

了对家乡“崇文重教、招才纳贤”

的盛赞和“以青春之我，铸桑梓辉

煌；凭所学之长，绘邵阳新章”的

志向。

毕业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

学生，现任湖南海旭管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的王婕，作为返乡创业

就业的代表，分享了她回邵创业

的亲身实践。她的公司 2021 年

在新邵正式投产，近年来，在市

县两级的支持下，公司发展壮大

成为一家全省制造液压胶管的

规 模 企 业 ，成 功 建 立 起“ 海 旭 ”

“普力通”“聚美龙”三大液压胶

管品牌，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

家和地区。

程蓓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邵

阳大学生和年轻人们致以衷心的

祝福。她说，当前，我们正处于一

个独特的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希

望邵阳学子们要始终保持奋进之

姿，主动拥抱时代浪潮，敏锐把握

时代发展红利和机遇，在包容的环

境中大胆创新创业，与国家发展同

频共振、同向发力，敢于拼搏、永不

言败，争做新时代的有为青年。要

始终厚植乡土情怀，把自己的所学

所长转化为推动家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当好邵阳的

宣传者、建设者、奉献者。“家乡永

远是邵阳学子们最坚强的后盾”，

邵阳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以赴、千

方百计为学子们就学、就业、创业

创造良好的环境。

座谈会前，团市委组织与会

学子到邵阳经开区考察了湖南

邵虹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幸福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企业发展运营情况。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达小车 王典红）

2 月 11 日，副市长易洪海到市生

态环境局调研。

调研中，易洪海一行实地走

访市城区部分国控水质、空气自

动监测站和智能禁烧监管平台

等地，查看监测设备运行、实时

数据，了解环境治理工作，随后

召开座谈会，听取市生态环境局

工作汇报。

近年来，我市积极调整产业

结 构 ，开 展 污 染 治 理 和 生 态 保

护，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易洪海充分肯定市生态环

境 局 过 去 一 年 取 得 的 成 绩 ，对

干 部 职 工 的 辛 勤 付 出 表 示 感

谢 。 他 说 ，在 看 到 成 绩 的 同 时

也 要 正 视 挑 战 ，希 望 大 家 提 高

站位，勇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敢于亮剑、创新方法，不断提升

我 市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为 加 快 建

设现代化新邵阳提供有力的生

态支撑。

易洪海要求，要锚定目标，

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要明晰重点工作，列出问题、存

量和落实清单加快推进。要加

强 资 源 对 接 ，强 化 政 策 支 撑 ，

更好地推进邵阳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

为现代化新邵阳建设提供有力生态支撑

猪血丸子又称血粑豆腐或猪血粑，

是邵阳人饭桌上常见的特色美食，而年

味，也藏在了这一颗颗小丸子里。在隆

回县小沙江镇，遥之味农产品加工车间

的老板陈松树凭借其貌不扬的猪血丸

子，一头带动着群众增收致富，一头连接

着乡村产业振兴，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产

品发展的好路子。

“老陈，还有猪血丸子卖吗？家里小

孩又要外出打工了，想给他们带上点地

道的家乡美食，十里八乡，数你家做的丸

子最好吃了！”2 月 3 日（正月初六），陈松

树的加工车间聚集了不少前来购买猪血

丸子的客户。

无论是大客户还是小客户，陈松树

都笑脸相迎。两年来，他从建筑行业老

板转变为农产品加工车间老板的背后，

是希望让更多家乡人、外地人吃上邵阳

美食，爱上邵阳美食。

“小沙江的高海拔、低温度可以延长

猪血丸子的保鲜时长，这是我在家乡做

农产品加工的独特优势。”2023 年，陈松

树小试牛刀，制作了少量的猪血丸子售

卖，没想到收到的反馈出人意料的好，这

也坚定了他扩大规模、将家乡特产推广

出去的信心。

从制作到成品耗时 25 天左右，丸子

的质感会更紧实，入口也会更细滑，这是

陈松树总结出的经验。猪血丸子的制

作，是个精细活儿，从豆腐的打磨、材料

的配比、半成品的紧实程度再到熏制的

时长，如何让猪血丸子呈现更好的口感，

陈松树进行了反复的琢磨和试验。

经营农产品加工车间，不仅让陈松

树在家乡有了一份事业，也带动了周边

不少村民就业。

春节前 2 个月，气温达到一定标准，

陈松树请了 12 位工人紧锣密鼓地制作猪

血丸子，每天能产出约 2500 个半成品。

临近过年，11 个炕房整整齐齐摆满了猪

血丸子。

“在家门口干活，既能照顾家里，又能

有一份收入，关键还不耽误农忙，我感到非

常幸福。”当被问及在加工车间工作的感受

时，当地村民肖益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在年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猪血

丸子就能全部销售出去，预计能有 15 万

元左右的收入。”除了加工车间和炕房，

陈松树还建了间冷库，然而订单爆满，没

有存货，冷库在今年没有了用武之地。

“今年我还试着熏制了腊肉、香肠和

板鸭。如果市场反响好，下一步就会进

行大规模加工，猪血丸子也要再扩大生

产，到时候就能解决更多乡亲的就业问

题，冷库也能派上用场喽！”陈松树说，他

相信，好的产品一定会在市场上闯出更

加广阔的天地。

从车间到舌尖 小丸子香飘产业路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1 月 25 日（2024 年腊月二十六）下

午，在邵阳县图南书院旧址——邵阳县

诸甲亭乡初级中学，“情暖新春 筑梦图

南”邵阳县诸甲亭乡助学协会团拜会暨

第三届领导班子履新仪式如期举行。

当天的团拜会，仪式简单而隆重，没

有鲜花与彩旗，只有对过往辉煌的回顾

与致敬、对未来发展的期许与憧憬、对爱

心公益的倡导与表彰。数十名诸甲亭乡

精英、助学协会理事与乡党委政府领导、

师生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商助学兴教和

人才振兴大事。

坐落于诸甲亭乡的图南书院，是邵

阳区域内最早的 26 座书院之一，由清朝

末年的举人郑鲤庭于 1883 年倡建，并于

1885 年建成，至今已 140 周年。图南书

院现已改建成诸甲亭乡初级中学。近年

来，诸甲亭乡党委、政府在全乡范围内积

极弘扬“务实、鼎新、图强”的“图南精

神”，不断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助力

乡村全面实现振兴。

2016 年，该乡成立助学协会，推动以

助学助教为核心的公益事业制度化、常

态化，迄今共募集善款近 200 万元。其

中，有爱心人士斥资百万为中学修跑道、

装路灯并捐资助学，激励学子向上、向

善、向好。近年来，诸甲亭乡中学升学率

在县里乡镇中学中排名稳居前列。

“希望广大图南书院校友以及社会

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到助

学助教的行列中来，为诸甲亭乡更多的

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

改变命运！”诸甲亭乡助学协会会长刘大

祥、监事长唐文华向全乡精英人士发出

倡议。

“我是首次参加乡里举办的爱心公

益活动。诸甲亭乡以‘图南精神’感召

全乡精英助学助教，爱心人士与图南校

友积极参加爱心公益活动的事迹，深深

地感动了我！”在广东佛山从事五金交

电生意的粟先生说，他将积极加入助学

队伍，并向在外地经商务工的诸甲亭乡

籍的精英们发出倡议，邀请他们也来为

家乡出一份力、献一份爱心，助力家乡

人才振兴。

团拜会涌动助学情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吕绍贤

“我们的苗家早茶，奶奶的

味道，感谢妈妈！”1 月 29 日，正

月初一，在邵阳的一个苗族家

庭，刚起床的孩子们一眼看见

餐桌上地道而丰盛的苗家早

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人到中年的李女士是衡阳

祁东人，与一名生活在邵阳城

区的绥宁苗家汉子结为夫妻。

李女士的婆婆是苗家早茶的传

承人，往年也住在邵阳的时候，

每年正月初一的苗家早茶都由

她 老 人 家 一 手 操 办 。 2024 年

底，年事已高的老人不愿再在

城里生活，执意要回绥宁。无

法跟着老人回绥宁过年的李女

士，只得在正月初一挑起制作

苗家早茶的重担。

苗家早茶是绥宁特有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类似于广东早

茶，不单指茶饮，而是各种地方

特色美食和茶饮的总称，一般是

在重要时间节点自用，或用于款

待远方贵客。李女士目睹婆婆

制作苗家早茶近 20 年，对其要

领已经了然于心，在家中常年备

有相关食材的情况下，制作一桌

简单的苗家早茶可谓得心应手。

苗家早茶的茶饮一般是“红

枣甜酒”，主食一般是油炸糯米糍

粑、猪血丸子、草灰米豆腐、腊猪

小肠、油炸烟笋、清蒸蛋卷，其中

最为核心的是：油炸糯米糍粑，象

征团团圆圆；油炸烟笋，象征步步

高升；草灰米豆腐，象征遍地是

福；腊猪小肠，象征地久天长。如

果孩子们喜欢，还可将除夕夜吃

剩的鱼不予加热一同摆放出来，

象征有头有尾、首尾相连。

苗家早茶的灵魂，在于餐

桌中央的摆盘。传统的摆盘一

般是木制品，周围 6 至 8 个空格

环绕着中间一个圆格。周围空

格通常摆放瓜子、花生、糖果、灌

辣椒、豆腐制品、油炸红薯片、油

炸茄子和其他民族特色小吃等。

而中间圆格上，要一层层摆放油

炸米皮、油炸米花，最上面一层

的米花上，摆放切片的鸡蛋等。

“苗家早茶开席是很有讲究

的。要先敬祖宗，再请在座的长

者动传统摆盘上的食物第一筷

……”李女士给孩子们介绍。

虽然受条件和水平限制，

李女士制作的苗家草茶还略显

粗糙，但看着家人们吃得津津

有味的样子，她心里美滋滋的。

“妈妈，明年我也想学习制

作苗家早茶！”已到谈婚论嫁年

龄的女儿，突然提出。

“好啊，明年过年我们回绥

宁，我带着你们当面向奶奶学

习！”李女士朗声回答。

一桌苗家早茶 藏着几许乡愁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郭慧鹏） 2 月 11 日上午，邵阳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室里热

闹非凡，由市委老干部局主办的

市直离退休干部元宵节游艺活

动在这里举行。近 200 名离退休

干部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元宵游

艺活动。

活动现场，主办方设置了知

识问答、幸运转盘、同心协力、

猜 灯 谜 等 8 个 趣 味 活 动 项 目 。

老 干 部 们 个 个 身 手 敏 捷 、老 当

益 壮 ，“ 迈 开 腿 、伸 展 手 、开 动

脑”，排队参与各类活动。有的

老 干 部 背 靠 背 夹 住 篮 球 ，同 心

协 力 到 达 终 点 ；有 的 老 干 部 用

筷子稳稳夹起弹珠，一显身手；

还有的老干部眯着一只眼睛专

注 靶 心 ，一 箭 投 中 壶 口 …… 现

场一片欢声笑语。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艺活

动，活动设置的这些小游戏既陶

冶情操又锻炼脑筋，很好地丰富

了我们的老年生活，我们玩得很

开心！”市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

吕国华说。

市委老干部局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继续秉持敬爱致恭、精准

服 务 的 理 念 ，不 断 完 善 服 务 体

系，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落实

好各项政策待遇，关注老干部的

身心健康，组织开展好各类适老

活动，让老干部们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同时，也衷

心希望全市广大老干部继续弘

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充分发

挥自身的余热和作用，为建设现

代化新邵阳添砖加瓦。

银 龄 共 品 元 宵 乐

2 月 10 日 ，游 客 在

新宁县金石镇草莓基地

徐跃东的大棚前购买新

鲜草莓。该县万塘乡罗

洪村退役军人徐跃东，

自 2007 年 退 役 后 与 妻

子一起在金石镇种植大

棚 草 莓 ，至 今 已 有 18

年。去年，徐跃东被评

为该县退役军人创业致

富示范户。 

郑国华 陈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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