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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邹小艳 

邓雅琼）“哇，你做的扇子好漂亮呀！”

“你刻的是一朵荷花吗”……3 月 7 日，

双清区承扬非遗工坊内热闹非凡，一群

朝气蓬勃的“小匠人”成为这里的主角。

30 余名青少年齐聚于此，在非遗传承人

的悉心指导下，通过团扇制作、瓷刻技

艺、葫芦烙画等实践活动，开启了一场

奇妙的非遗探索之旅，感受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独特魅力。

在团扇制作区域，志愿者借助历史

影像和实物展示，为孩子们徐徐展开一

幅团扇的历史画卷，讲述团扇从汉代

“合欢扇”到明清书画载体的演变历程。

现场的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眼中满是

好奇与专注。讲解结束后，制作环节正

式开始。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

酒精胶水、镊子等工具，小心翼翼地将

风干玉兰、满天星等材料组合起来。大

家小声交流着，分享彼此的创意，现场

满是温馨与欢快的气氛。

不远处的瓷刻区，清脆的敲击声此

起彼伏。非遗传承人周海枫正耐心指导

孩子们使用钨钢錾子在瓷盘上刻画。

“手腕要稳，力度要轻。”他一边细致地

示范，一边讲解着传统“游丝描”技法。

周围的孩子们都屏气敛息，紧紧盯着周

老师的动作。

葫芦烙画工作台前，弥漫着淡淡的

木质焦香。宝庆瓠艺传承人李石林手持

烙笔，向孩子们演示使用技巧：“温度要

控制在 200°C 至 280°C 之间，通过深浅

褐色的变化表现画面层次。”孩子们凑

近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这些热闹又充满活力的场景，正是

双清区积极探索非遗传承新模式的生

动体现，通过实践体验激发年轻一代对

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让孩子们从

“被动式”接受非遗，改为“主动式”感受

非遗。

双清区
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传承非遗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
员 欧阳金菊 李涛）2 月 27 日，武冈市

法相岩街道法相岩社区内热闹非凡，一

场以“童萌早教，科学育儿”为主题的关

爱儿童亲子活动在这里温馨举行。

活动现场，社工老师与孩子们亲

切互动。温馨欢乐的“打招呼操”拉开

活动的序幕，家长们牵着孩子的小手，

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跳跃。随后，一系

列精心设计的亲子互动环节轮番上

演，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兴致勃勃

地参与其中。欢快的“问好歌”让孩子

们在歌声中相互认识；“手指操”锻炼

孩子们的精细动作；“全身音律操”通

过音乐与动作的结合，锻炼孩子们的

手脚协调能力。“送螺丝帽、螺母回家”

环节帮助孩子们认识颜色和形状；“螺

丝配对”游戏则进一步锻炼他们的逻

辑思维和应对能力。

活动中，社工老师还进行了一对

一的指导。“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推广

力度，完善早教服务体系，让更多家庭

参与到早教活动中来，为乡村儿童提

供更优质的成长环境，让科学育儿理

念在乡村地区落地生根。”武冈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武冈市
助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

3 月 8 日，游客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赏花、拍照。该县桃林

村 2000 多株观赏性桃花开始进入盛花期，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踏青赏景，

感受美丽春色。            严钦龙 摄

3 月 7 日 ，大

祥区妇联和大祥

区总工会举办“传

承非遗技艺，展现

巾帼风采”暨庆祝

三八妇女节胸针

手作活动，邀请该

区机关事业单位

在职女干部职工

和各领域优秀女

性 代 表 共 200 人

参加活动，通过制

作胸针打造专属

自 己 的 节 日 勋

章。邵阳日报记

者 伍洁 摄

3 月 1 日，春日的崀山脚下，久雨

初晴，新宁县福利院内暖意融融。新宁

县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简称“大邵

公益”）的志愿者携手爱心企业，开展

“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关爱老人

主题活动。福建恒浩服装有限公司捐

赠新棉衣，春风社区陈建军卫生室送

来保暖内衣，国网新宁县供电公司检

修电路……物资堆成小山，老人们的

笑容比阳光更灿烂。

“湖南好人”龙艳洲、龙小兵、陈建

军，“邵阳好人”何烈龙悉数到场。志愿

者们围坐在老人身旁，贴心地梳头、捶

背。互动游戏中，80 岁的李老先生笑

得像个孩子：“你们来了，这里才有了

家的味道。”他拉着志愿者的手，不愿

松开。这场“志愿红”与“夕阳红”的双

向奔赴，让雷锋精神在春风中化作具

体而微的温暖。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近日，省

委宣传部授予 30 个集体为第五批湖

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大邵公益

名列其中。

八年坚守，托起希望之光

2016 年，大邵公益的成立，为新

宁县的公益事业点亮了一盏明灯。从

最初的寥寥数人，到如今数百名志愿

者，8 年间，这支队伍累计筹集善款物

资超 400 万元，帮扶困境儿童 300 余

名、孤寡老人 67名。

“困境中的孩子最需要心灵的陪

伴。”会长龙小兵的一句话，道出了公

益的真谛。13 岁的小玲（化名）父母离

世后与奶奶相依为命，志愿者每周上

门辅导功课，带她参加集体生日会。从

沉默寡言到开朗自信，小玲的蜕变让

所有人动容。

“逆风飞翔”项目为 10 名“事实孤

儿”改造了破旧房屋，添上书桌和台

灯。15 岁的平平（化名）抚摸着志愿者

送来的电话手表，哽咽道：“我终于能

经常听到奶奶的声音了。”

2023 年，一场“迷彩少年国防教

育”活动让百名留守儿童穿上迷彩服，

在军事训练中点燃报国梦；2024 年秋

季助学金发放仪式上，67 名学子接过

助学金，眼神中闪烁着对未来的希冀。

大邵公益的足迹遍布新宁的每个角

落，湖南省“十百千”示范社会组织的

荣誉背后，是受助者脸上绽放的笑容。

从公益会长到驻村书记的双重担当

龙小兵不只是公益组织的领头

人。2021 年，他主动请缨担任新宁县

马头桥镇绍洲村第一书记，将公益理

念融入乡村振兴。绍洲村地处偏远，留

守儿童多达 50 余人。他带着驻村工作

队挨家挨户走访，用“板凳会”倾听民

声。低保户女孩平平（化名）被纳入“逆

风飞翔”项目后，龙小兵和队员自掏腰

包为她庆生。“龙伯伯送的电话手表，

让我觉得有人一直关心我。”平平的这

句话，成了他坚持的动力。

为改善乡村教育，龙小兵多方奔

走，为马头桥镇楼台小学争取到 70

套崭新校服；联系企业捐赠节能灯

具，让偏远教室告别昏暗。3 年间，光

伏发电、脐橙种植等产业陆续落地。

“公益与驻村工作殊途同归，都是为

了百姓过上好日子。”龙小兵的话朴

实却有力。

商海转身，甘做乡村“赔本书记”

年收入超 200 万元的企业家龙艳

洲，是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的成员。

本可过着优渥生活的她，却选择

了一条“赔本”路——回到枧杆山村竞

选村干部。她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建

成脐橙基地和帮扶车间，让当地村民

年人均收入突破 8000 元。帮扶车间

里，她免费帮工人裁剪布料；重阳节

时，她自费组织老人旅游。“看到大家

笑，我就觉得值！”龙艳洲说。

最让龙艳洲牵挂的是留守儿童。她

创办低价幼儿园，收费仅为市价三分之

一；策划国防教育活动，带孩子们参观

军事基地。“教育是乡村的未来，再难也

要坚持。”如今，枧杆山村产业兴旺、乡

风文明，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

二十载村医路，守护生命的温度

“能省一分是一分，治病救人才是

根本。”乡村医生陈建军扎根基层 20

年，开出的药方常常只有几元钱，却治

愈了无数患者。七星桥村的李淑珍老

人因肠胃疾病卧床，他连续两个月骑

车往返崎岖山路，最终仅收取 180 元

治疗费；村民王伟腹胀求医，他坚持用

1元的乳酶生替代输液，治好了顽疾。

2020 年，陈建军加入大邵公益，

利用节假日为孤寡老人义诊送药。一

次因低血糖晕倒后，他仅休息片刻又

继续接诊。“患者需要我，我不能倒

下。”这份坚守，让他荣获“湖南好人”

称号，更成为百姓心中的“最美医生”。

从驻村书记到企业家再到乡村医

生，新宁的“雷锋”们用行动诠释：奉献

不分身份，善举无论大小。正如龙小兵

所言“爱心没有终点！”，田间地头的帮

扶、敬老院的笑语、教室的书声，正将雷

锋精神编织成新宁大地最动人的风景。

崀山脚下志愿红 八年善举暖新宁
——新宁县大邵公益志愿者联合会群像

蒋易薇 鄢跃斌

3月9日，洞口县杨林镇坝上村村民

李志一边与村民洽谈土地流转事宜，一边

与村民一起学习使用农用机械。他说：“今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挖掘花生扩种潜

力’，今年也是县里的‘提质增效年’，政策

好、服务优，我准备大干一场。我新买了2

台播种机和1台剥壳机，计划将小籽花生

的种植面积增加到33公顷以上。”

这几年，杨林镇将小籽花生逐步打

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打

造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打

造成宣传推介杨林的绿色名片。

干旱逼出一个产业

杨林镇位于衡邵干旱走廊，有一

次，该镇党委、政府负责人在坝上村开

院落会时，村里的老党员谈到：“干旱有

干旱的办法，我们杨林小籽花生就不错

嘛！发展好了，就是我们的‘金果果’。”

该镇的小籽花生属特色品种，有几

百年的种植历史，外壳薄、纹理清晰、籽

粒饱满完整，味道香脆、细腻。权威机构

检测表明：当地土壤多数偏酸，富含硒、

钼，钙较丰；杨林小籽花生比一般花生

营养价值更高，更耐旱，适宜在丘陵地

区沙土种植。

杨林镇党委、政府多次组织召开党

政联席会议和村党支部书记、种植大户

座谈会进行商讨，选定小籽花生作为特

色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2023 年和 2024 年，洞口县委先后

开展“产业发展年”“城乡建设年”活动，

杨林镇将这一活动落实到发展小籽花

生等特色产业上。他们发挥党员干部的

先锋带头作用，对小籽花生的产业规划

进行多方位宣传引导；成立供销合作

社，设立专门的销售柜台，在线上线下

开辟销售通道，营造了“民族团结聚合

力、产业发展助振兴”的良好局面。

现在，该镇 11 个村全部种了小籽

花生，总面积达 130 多公顷。其中，坝上

等 4 个村有集中连片 2 公顷以上的种植

基地。每亩小籽花生带动村民增收 3000

元，该产业的总产值约 570万元。

小籽花生香飘四方

2024 年下半年以来，洞口县持续开

展“强信心、重担当、敢作为、塑形象”主

题活动。杨林镇上下拧成一股绳，坚定

信心，大力发展小籽花生产业。

坝上村村民李志采用“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持续扩大小籽花生种

植面积，引领乡亲们发展这一特色产

业。他介绍，各级党委、政府为小籽花生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尤其在技

术支持和宣传推广上，县农业农村局和

杨林镇党委、政府积极对接高校院所的

专家教授，为小籽花生产业把脉问诊，

提供技术支持。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李林、国家花生

试验站站长刘登望先后多次来到县农

业农村局、杨林镇、毓兰镇等地，实地考

察，宣讲政策，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村

民改善种植方式，应用新技术，使用农

业机械。

李志说：“有湖南农业大学的专家

教授为我们在技术上撑腰，小籽花生产

业发展后劲更足了。”2024 年，他公司的

20 公顷小籽花生喜获丰收，加上保底价

收购其他农户的小籽花生，共销售 3 万

公斤。小籽花生深受邵阳、长沙以及北

京、上海、广东等地客户的青睐，产品供

不应求。蛇年春节前，小籽花生就已售

罄。市场价从往年的每公斤 20 元左右，

提升到每公斤 32元。

去年，坝上村 11组村民李金湘只种

了0.08公顷小籽花生，除了自己过年用、

留种用、榨油外，还增收 2000元左右。毓

兰镇凤溪村的致富带头人王小丽表示，

今年将规模化发展小籽花生产业。

科技助力提质增效

今年是洞口县的“提质增效年”，杨

林镇决定从小籽花生入手，做大做强这

一特色产业。

3 月 4 日，李林、刘登望等专家教授

再次受邀来到洞口县农业农村局，王小

丽等来自全县各乡镇的种植大户纷纷

来到花生种植培训现场。他们紧随专家

教授来到茶铺茶场、竹市镇曲塘村的雪

峰蜜橘种植基地考察。在杨林镇坝上村

院落会现场，各种植大户、村民沉浸于

专家教授的技术培训宣讲中。

李志现身说法：“湖南农业大学推

广的单粒种植技术，对我们小籽花生产

业提质增效很有用。我做了试验，播种

时，每穴用一粒种子，单株结果数有 18

个至 20 个；每穴用 2 粒种子的话，单株

结果数有 10 个至 12 个；每穴用三四粒

种子的话，单株结果数只有 5 个至 7 个。

种子越多，单株结果数越少，次品也

多。”他接着说：“专家教授们推广的播

种机、摘果机等农业机械，投入小，省时

省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前，人工

种一亩花生可能需要一天，但用播种

机，半小时可种完。”他对小籽花生产业

的未来充满信心：“以后，我还会和大家

一起，致力于小籽花生产业链发展，让

我们杨林小籽花生走得更远。”

为推进小籽花生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杨林镇党委、政府已有蓝图：规划建

设小籽花生特色产业园区，吸引企业入

驻；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将杨林“小籽花生”申请为地

理标志农产品，并延链补链强链，如发展

农产品加工、包装、电商等新业态，让小

籽花生成为富民强镇的龙头产业。

洞口县杨林镇的小籽花生产业踏上提质增效之路

旱出的“金果果”香飘四方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