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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青海门源油菜花海。

3月2日，邵阳迎来

久违的阳光，道路两旁

的油菜花零星绽放，为

早春增添了一抹生机。

不少爱花之人早已按

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

纷计划着即将到来的

踏春赏花之旅。然而，

也许过不了多久，在盛

夏人们也可以在邵阳

来一场与油菜花海的

浪漫邂逅。

日 前 ，市 政 协 委

员、市种子管理处处长

张祝明正准备和他的

“全明星”农科团队，前

往平均海拔 1350 米的

隆回花瑶，为打造南方

盛夏油菜花海开展实

地调研。这支由省、市、

县三级农业精英组成

的“梦之队”里，不仅有

市农科院院长、高级农

艺师罗华，湖南省油菜

体系首席专家李枚，还有隆回县当地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推广研究员。

“我们都是老朋友。”张祝明说，这次大家聚在一

起实则是为了落实他新提交的一件提案——《关于农

艺园艺相结合，打造花瑶花海的建议》。这件提案的灵

感源自千里之外的西北高原。去年 7 月，张祝明受邀

去青海门源考察学习，当祁连山下延绵百里的油菜花

海撞入眼帘时，这位老农业人心头一动：年均温

14℃、盛夏最高温不超过 26℃的花瑶，岂不正是南方

的“小门源”？

带着这个大胆的设想，张祝明回到邵阳后立马着

手开始调研，经过多次实地踏勘后，他发现，近年来花

瑶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人文资源，吸引大量游

客来此避暑消夏，但核心景区元素单一的短板也亟待

突破。

“以花为名的土地，怎能缺少花这一重要元素？”

站在崇木凼古树林的晨雾中，张祝明看着公路旁撂荒

的缓坡地，眼里泛起光芒，“这里海拔较高，温度较低，

不利农作物生长，但非常适合夏季油菜生长。7 月盛

开的油菜花，既能填补南方盛夏花海的空白，又能让

土地生金。”

更令人振奋的是，张祝明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小沙

江地区蕴藏着 350 余种野生金银花，是一处天然的种

质资源库。“可以在花瑶核心景区崇木凼建立金银花种

质资源保护区，打造金银花花海景观。保护好金银花种

质资源，形成一处观赏景点，既能为农户增收，也有利

于该地申报国家种质资源保护区。”张祝明说。

在张祝明的设想中，这种“一黄一紫”的生态景观

矩阵，不仅能形成四季有景的旅游吸引力，更可延伸出

观光农业、种业经济等多元产业链。

那么，技术上是否可行？张祝明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经过大家论证，营造花瑶花海景观技术上完全可

行。不过，不论是建立金银花种质资源保护区还是夏季

油菜栽培，技术性都很强，特别是小沙江地区农户没有

种植油菜经验，需要政府部门发挥支持引导作用。”

“规划选址和图案设计事关花海观赏效果，管理养

护和产品分配又涉及景区、农户等多方面利益，市县两

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以提供技术支撑，景区管理单

位提供景观图案设计和选址建议，以花养景，共同完成

花瑶花海的打造与管理工作，确保可持续发展。”张祝

明给出建议。

张祝明的这份提案一经提交，便迅速得到了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隆回县邀请他再次去花瑶实地考察，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这不仅是种花，更是种希望。”对于此次出行，这

位连任三届的市政协委员充满信心，“营造花瑶花海景

观，是一件增加景区观赏元素，提高当地农民收入的好

事实事，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当科技力量注入绿水青山，当金色花海漫过雪峰

山脉，这场“种花种希望”的乡村振兴实践，正在湘西南

的云端瑶寨书写新的传奇。或许来年盛夏，我们会在网

络热榜看见#南方最美花海#的标签，而定位显示——

中国·邵阳花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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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缪小健 张曌昊） 

近日，大祥区政协教育文史组在市中医院未

病中心举办题为《如何做高效率学习助力型

家长》的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讲座主讲老师、区政协委员李茜从理论

层面分析了当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讲解了如何激发孩子

的学习兴趣、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培养孩子

的良好学习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赢得

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许多医务工作者表示，

通过此次讲座，不仅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家庭

教育方法，还深刻认识到了家长在孩子学习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大祥区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举办

本次讲座，有效增强了家长们在孩子学习过

程中的引导能力，也充分发挥了教育界别政

协委员在推动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专业优

势，为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贡献了政协

力量。

大祥区政协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杨吉 通讯员 黄铭） 日前，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段雪梅一行到中南水泥所

属邵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开展“送政策、解难题、优服

务”行动。

段雪梅在认真听取企业

生产经营等情况的汇报、详细

了解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后

表示，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将积

极协助企业做好环保评级、产

能补充、人才引进等工作，落

实好市委、市政府关于产业升

级、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资金支

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全力支持

企业经营发展。希望企业努力

搞好生产经营，着力稳定市场

和创收创效，为实现全年发展

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共同推动

政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迈上新台阶。

市政协到邵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开展助企行动

政 企 携 手 共 赴 新 程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杨 吉 

通讯员 周倜伊） 3 月 5 日，记

者从邵阳市政协办公室了解到，

即日起市政协面向全市开展“我

与邵阳政协”主题征文活动。

2025 年，邵阳市政协迎来 70

周年华诞。为全面回顾邵阳市政

协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

政协在推动邵阳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宝贵经验，

进一步凝心聚力，助推邵阳高质

量发展，邵阳市政协特举办此次

征文活动。

本次征文活动以“同心同行

七十载·凝心聚力谱新篇”为主

题，面向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

政 协 委 员（包 括 现 任 及 历 届 委

员）、政协工作者，各民主党派、市

工商联以及关心政协工作的社会

各界人士。作品要求主题鲜明，内

容真实可靠，情感真挚动人，语言

表达流畅自然。作品须原创，且尚

未公开发表的文章。

征文体裁不限，散文、随笔、

回忆录等纪实性文史作品均可。

征文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板块。一

是历史回眸，记录邵阳市政协成

立 70 年 来 的 重 大 事 件 、重 要 人

物、履职亮点及对邵阳发展的推

动作用。二是履职故事，政协委

员、政协工作者或社会各界人士

参与政协工作的亲身经历、感悟

与思考。三是理论研究，围绕政

协制度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凝

聚共识机制等主题的理论探讨。

四 是 展 望 未 来 ，结 合 新 时 代 要

求，对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与展望。

征文活动将从即日起持续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参与者可通过

电子邮箱或邮寄形式踊跃投稿，

以笔墨传情、以文字铭史，共同

书写邵阳市政协 70 年来的辉煌

篇章。

以笔墨传情  以文字铭史
“我与邵阳政协”征文活动正式启动

读文史 观邵阳

一则古老的童谣唱道 ：“一二三四五 ，

牛皮蒙大鼓；过了东关桥，就是宝庆府。”清

朝时宝庆府城内不大，东至邵水西岸城墙，

南 边 是 六 岭 环 卫 ，西 至 打 枪 坪（现 名 大 祥

坪），北至资江南岸河边城墙。其余地方都

称城外。

宝庆府东、北两方有资江、邵水环绕，沿

河筑有大块麻石（花岗岩）城墙卫护。清朝的

东关桥原是窄木桥，木桥两侧都是小商铺。桥

中过道仅两米宽，两乘轿子在桥上相遇，还要

设法互相侧让才能通过。桥上经常是拥挤不

堪，至今老一辈人遇到拥挤的情况仍说：“到

了东关桥。”

通过东关桥，经过城门洞，就进了宝庆府

城。进城门洞两丈处有两扇笨重厚大的木门，

深夜三更关闭，天明才开。向城中走 600 米，就

来到宝庆府衙门的大门口。大门口前有一小

广场，至今仍在，现称为“府门口”。许多民众

在此看官衙告示，加上在此叫卖的小摊贩，热

闹场面仅次于东关桥上。

宝庆府衙门位于宝庆城的正中央，坐北朝

南，四周均砌有高墙。府衙的大门有两重，两门

相距盈丈。外大门厚重，钉有数十个凸起的大

圆铜钉与虎头门环，晚闭早开。第二重门为朱

红色木门，中间为两扇大朱红木门，两侧各为

稍小朱红色双页木门，因此有人戏称为“六扇

门”。平时中门不开，人们都从两边侧门进出。

进了府衙门后，一条四米多宽的青石路

通到大堂。青石路长 120 米，沿路两边植有树

丛。此外，路两边各有一大操坪。路从清风阁

楼下穿过。清风阁为宝庆府城内有名建筑，为

两层木建楼阁，由巧工名匠雕凿精建，门窗雕

花，屋脊伏兽，檐角高翘，甚为精美。

清风阁四周均为空坪与低矮民房。阁楼高

出民房丈余，四厢挑出走廊，四面临空。阁上可

看到府前市井与城内各处，夏夜凉风习习，因此

有“清风徐来之阁”之名。知府大人常宴请名士

好友登阁吟诗游乐，常为市民乐道，并以能一登

清风阁观赏为殊荣。

行经百余米青石道，来到知府大人审案

厅堂。大厅为平房木结构，东西宽 20 米，南北

深 12 米，大木柱屋架，厚方形青砖铺地面。两

侧间有厢房，是衙役们等候知府大人升堂的

歇息处。大厅前，曾耸立两根高大旗杆。进大

厅有三步石阶，石阶两端置有石狮增威。大厅

后侧曾置有大铜壶，为当时日夜计算时刻的

钟壶，称为“铜壶滴漏”。

经过大厅中间是二堂。二堂也是中间为

大厅堂，两侧为厢房，亦为砖木结构，厚方砖

铺地，是知府大人会见官员同僚友人等座谈

之处，也作夜间审案之公堂。西侧厢房外有一

长房，乃知府大人书房。书房中地下面有一处

传说为“无底洞”，据传可通往北面资江河畔，

是供知府大人避难之暗道。

过了二堂就到第三进内厅。内厅是知府

大人与内眷的歇宿处，是七开间的木平房，中

间为厅堂，每侧各有三间房。每间又用木板间

为前后房，均为木板地面。房前有中字形宽走

廊，天井里植有桂花、石榴树，走廊边有木栏

杆和坐板。房后亦有两米宽走廊，通往二堂与

左侧月亮形圆门洞。

衙门内三厅西侧有一长形四合院，居住

知府亲属家眷及丫鬟仆妇等。天井中种有十

余株大芭蕉，雨后翠绿欲滴。四合院前大堂西

侧植有数十株柏树。树林侧有深井，井水清洁

凉甜。离四合院 20 米的西北墙角下，靠墙有五

间砖砌无窗小房，每间仅两三平方米，传闻是

关押重要犯人的临时牢狱。

清代称东塔、六岭、双清亭等处为“外八

景”，称知府衙门内的清风阁、铜壶滴漏、无底

洞、月门回廊、芭蕉流翠、柏林等为“内八景”。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整理）

凝 固 的

历 史

——清代宝庆知府衙门的模样

唐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