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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火车站北广场俯瞰图。

3 月 22 日，“奔跑吧 邵阳”隆回站全民健身跑步活动启动，隆回县

妇联组织 300 余名妇女参加 4000 米竞跑。 罗理力 李红艳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讯 （ 记 者 
王秀丽 通讯员 车艳红） 

3 月 20 日 13 时 10 分许，一辆

载着胡勇平失散多年儿子胡

武振的车辆缓缓驶入并停在

市救助管理站内。车门打开，

胡武振走下车来，等候多时的

胡勇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

情感，缓缓走上前，眼眶泛红，

一把将儿子紧紧搂入怀中：

“25年了，你终于回来了。”

胡勇平是大祥区蔡锷乡

新林村居民，他的儿子胡武振

今年 36 岁，自 2001 年在广东

佛山不慎走失后，便音讯全

无。为了找回儿子，胡勇平在

广东耗费了长达 10 年时间，

但始终未能找到儿子的下落。

谈及那段往事，胡勇平历历在

目：“记得那天，我带着他去朋

友家聚餐，现场有很多小朋

友，我一时疏忽，没留意到他，

结果他就自己跑丢了。”

胡武振走丢后，因其无法

说明身份信息，多方查找无果

后最终被安置到广州市受助

人员安置中心生活。

25年来，胡勇平时刻都想

念着儿子。今年2月，他偶然间

从村干部转发的一条寻亲视

频中发现，一男子眉眼间流露

出的神态与他走失多年的儿

子相似。寻子心切的胡勇平在

公益组织帮助下很快与该男

子所在的广州市受助人员安

置中心取得了联系，希望能进

一步确认这位男子的身份。

得知这一重要线索后，广

州市受助人员安置中心迅速

与市救助管理站取得了联系，

请求协助进行 DNA 验证。市

救助管理站高度重视，迅速启

动了应急预案，派出工作人员

陪同胡勇平前往采集 DNA 样

本，并将样本寄送至广州。等

待 DNA 验证结果期间，市救

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不仅为

胡勇平提供专业的指引与协

助，还鼓励他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坚守找到儿子的希望。

3 月 4 日，DNA 验证的结

果出来了，显示配对成功。“那

一刻，我好高兴，没想到 20 多

年过去了，还能再找到儿子。”

胡勇平激动地说。

3 月 20 日，市救助管理站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中心

顺利完成了交接。“目睹他们

亲人重逢的温馨场景，我们也

深受触动。我们将持续关注胡

武振一家的生活状况，确保他

能够顺利融入新环境，翻开生

活的新篇章。”市救助管理站

站长李亦武表示。

失散 25 年 父子终团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不负好春光，项目建设忙。3 月

24 日，邵阳火车站北广场改造工

程项目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

梭、人员忙碌，呈现出一派火热

景象。

作为我市重要民生工程，邵

阳火车站北广场占地 8.24 公顷，

建设内容包括上客雨棚、公安执

勤岗亭、公厕、出租车换乘区、公

交车换乘区、绿化修整及迁改

等。其中，新建的出租车换乘区

可容纳 140 辆出租车同时候客，

公交车换乘区规划 48 个停车位

与 5 个发车位，10 条公交线路可

实现无缝接驳。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改排

水施工以及路面破除，下一步将

对场地内的乔木灌木进行移植，

并改造换乘区的铝棚钢结构。”

湖南省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许灵保介绍，项目自 3

月中旬启动，预计工期半年，届

时将为市民打造一个“安全、便

捷、绿色、智慧”的现代化交通枢

纽与休闲中心。

据了解，该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便充分吸纳了社会

各界意见建议，将民生需求融入每个细节：公厕位置经过

科学测算，既方便旅客使用又降低管网建设成本；广场绿

化采用“一季盛景”模式，既减少维护成本又形成特色景

观；上客雨棚采用新型建材，既保障通行安全又兼顾美观

……项目设计还将融入邵阳本土文化元素，让城市记忆

在交通枢纽中延续传承。

“邵阳火车站北广场建成后，将实现与周边配套更高

效联动，大大缓解邵州路的交通压力，提升周边区域的市

场价值。”许灵保称，将着力把邵阳火车站北广场打造成

展示邵阳美好形象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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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旭芳） 缤纷三月季，巾帼绽芳华。3 月 22

日，“奔跑吧·邵阳——‘千年王城 福地武

冈’姐妹跑起来”活动在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开展。邵阳各县市联动，除武冈主会场外，

共设 11 个分会场，1 万余人参加奔跑活动，

在花团锦簇的美好春光中跑出生命活力和

城市风韵。

作为我市打造“跑者友好城市”，展树

“奔跑吧·邵阳”新形象又一精彩赛事，此次

活动由邵阳市妇联主办。

当天上午，巴黎残奥会冠军文晓燕、史

逸婷，湖南知名主持人仇晓等来到武冈活动

现场，为“奔跑吧·邵阳”助力。

马拉松国际健将、多场马拉松女子冠

军黄菲分享运动与健康知识。来自全省各

市州的七百余名跑者齐聚云山脚下，按不

同行业不同领域分为 10 个方阵，经过集体

热身运动后，欢乐开跑。

跑步队伍从云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服

务中心前坪出发，顺时针绕伴山水库环跑

一圈，终点回到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

牌坊，全程 4.68 公里。沿途设置维护妇女儿

童权益法律法规宣传、妇女与健康知识宣

传、家庭教育相关知识宣传和武冈文旅宣

传的能量补给站。一个个身着橙色服装的

奔跑身影，为山林吐翠、碧水如镜的美景更

添一份生动。

以 此 次 活 动 为 平 台 ，邵 阳 市 举 行 了

2025 年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向阳花行动·

家庭健康年”启动仪式。聚焦家庭健康，

今年邵阳市“向阳花”行动将融入“奔跑

吧 邵阳”系列活动，大力开展亲子健康

跑、姐妹活力跑、家庭欢乐跑等活动，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家庭幸福安康，引

导广大家庭均衡营养、科学运动、睡眠充

足、身心向阳，让孩子们在优良家风润泽

下茁壮成长。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武冈宣传推介了

云山烟雨、宣风雪霁等美景，卤菜铜鹅、米

糖米花等美食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冈丝弦表演等，并邀请嘉宾、跑者夜

游武冈古城，为邵阳市第四届旅游发展大

会加油打 Call。

千年王城 福地武冈

姐妹跑起来 催开向阳花

“一二一、一二一，邵阳跑团，

越跑越强。”3 月 16 日，邵阳跑团的

成员们嘹亮的口号，响彻于体育

新城周边的跑道。“奔跑不仅仅是

一种运动方式，更是一种精神追

求。”看着在春天里奔跑的伙伴

们，邵阳跑团团长陈波如是感慨。

春意阑珊处，春花烂漫时，在邵阳

市乡间田野上、资江河畔边、或者

繁华街市中，随处可见穿着运动

服热情奔跑的邵阳人身影。

“跑步是最‘平价’且见效快

的运动，跑步最需要具备的素质

是力量、耐力和配速。”坚持跑步

20 多年的邵阳跑团成员、体育老

师刘江南向“萌新”跑友们分享跑

步的经验。而配速、力量、耐力，这

不仅是科学跑步的三要素，更是

邵阳奔跑精神的生动诠释。

配速——永不服输，跑出自我。

在跑步中，配速至关重要，每

个跑步者都应跑出适合自己的速

度，初始慢，留有余力，越跑越快。

邵阳当前的计划发展轨迹与科学

跑步的配速理念不谋而合——前

期以“跑团经济”为起点，通过举办

“奔跑吧·邵阳”等群众性体育活动

夯实基础，如同跑步初始阶段适应

阶段，稳扎稳打、不断蓄力。待形成

品牌效应后，逐步引入全国性赛事

和文化活动，发展壮大体育产业，

实现邵阳经济发展加速度。

力量——创新驱动，跑得更远。

力量看起来与跑步无关，却是

跑者跑得更轻松不受伤的保障，唯

有强壮肌肉才能跑得更好更远。就

如创新是邵阳在各个领域跑得更好

的关键要素。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

湖南首个分中心落户邵阳；各院士

专家工作室落户邵阳，提供创新“源

泉”……近年来，邵阳在科技创新方

面投入了大量资源，推动产业链向

科技化、智慧化延伸。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让邵阳在城市

管理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布局优化

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耐力——因地制宜，稳中求进。

科学跑步中，要求跑者提升

心肺功能，耐力“加持”让跑者能

够跑得更久更远。就如邵阳城市

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必须因地制

宜，稳扎稳打。在新邵县，绿色循

环产业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实现了经济、就业双增长；

绥宁县依托丰富的竹资源，大力

发展竹产业，形成了从竹材加工

到竹制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

为全国知名的竹产业基地；邵东

市开拓“小五金”市场，融入全球

贸易大发展格局；邵阳县建立了

茶油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电商

平台将茶油销往全国各地，甚至

出口到海外市场。这些因地制宜

的发展策略，证实着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精准“跑道”，才能拥有足

够的底气，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

“‘奔跑吧·邵阳’以市县联动

的‘新春第一跑’为示范，通过推动

形成‘家庭跑、小区跑、行业跑、校

园跑”的立体参与体系，壮大邵阳

跑团，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热情，

提升两个人均目标：人均寿命和人

均健康寿命；人均收入。从而打造

‘跑步友好型城市’，吸引更多的跑

友来到邵阳。后续将推动各个县市

区举办特色跑步活动，挖掘特色精

品路线，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

朝着‘自己跑起来，举办跑团大会

或相关跑步装备博览会，发展壮大

体育产业形成新业态’不断努力，

全面激发文旅新活力。”3 月 17 日

下午，“奔跑吧·邵阳”组委会副主

任、邵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段雪梅带队来到罗塘村和宝庆

森林公园考察时说。

金黄的油菜花田上，微风拂

过，花浪翻滚，一条红色跑道，于

花海中蜿蜒至远方。当前，古城宝

庆，正以“加速前进，奋勇突破”的

韧性，在不同的跑道上，奔向更精

彩的未来。

奔 向 精 彩 未 来

奔跑迸发向上动力，正

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邵阳

人民的生活态度。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跑步的行列，用运

动对抗压力，用健康拥抱未

来。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不仅提升了个人精气

神，也为城市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

在短短的 3 个多月时

间内，市委、市政府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的若干措施，这些具体

举措犹如一场又一场春雨，

将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激

情唤醒，犹如一声又一声惊

雷，将全市经济飞驰奔腾发

展的号角吹响。

最近，《邵阳市全力拼

经济九条措施》再度火热来

袭，点燃邵阳经济发展自上

而下的无限力量。一个“拼”

字，凝聚着邵阳的精气神，

展示出邵阳全力以赴拼经

济，推动全市经济运行均衡

发展和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的决心与毅力。

“我们公司投资了 3.5

亿元，重点打造智能可穿戴

健康科技项目，下月项目一

期即将封顶，预计今年 9 月

左右第一条生产线投产。”

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樊祺表示，“我们还

计划在邵阳成立水上运动

研发中心，助力全球用户的

新品研发和自主品牌的创

新发展。”湖南圣菲达服饰

有限公司为邵阳的产业升

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不

仅是企业的华丽转身，更是

邵阳经济发展勇于奔跑、敢

于创新的生动写照。

“经过摸底调查了解到

我市现有121家从事体育运

动产业企业，2024年总产值

269.1 亿元。”工信局投资规

划科副科长黄波介绍，“下

一步，我市将积极发挥体育

赛事在专业服装鞋帽、运动

器械等体育用品方面的需

求引领作用，做足‘体育+’

文章，以体育赛事活动吸引

和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加快延

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

集聚发展，实现做大做强。”

不仅是体育行业，新邵

的绿色循环产业、绥宁的竹

海经济、邵阳县的茶油飘香

……全市各县市区（园区）

“一主一特”产业布局基本

形成，特色产业如同璀璨的

星辰，点缀在邵阳的天空

中，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新年伊始，市委、市政

府将九大产业链调整优化

为七大产业链。如今装备制

造、特色轻工、生态绿色食

品、数字经济（新型显示）、

大健康、循环经济、精品文

旅七大产业链齐头并进，产

业订单不断，为邵阳经济赛

道增添源源不断的力量。

此刻的邵阳，既有七大

产业链迸发的“硬核动能”，也

有林间新芽萌动的“绿色算

法”；既听得见流水线上智能

制造的铿锵鼓点，也看得见

竹海茶山间文旅融合的袅袅

炊烟。邵阳正用实践验证着

全域经济奔跑的深层逻辑：

万千溪流各展其势，终将激

荡出奔向四海的磅礴力量。

奔 腾 在 万 千 赛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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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一个人的跑步是自律，一群人的

跑步是快乐。在‘奔跑吧·邵阳’活动推

广这一个月以来，邵阳市区的部分学

校、企业、单位陆续成立跑团，带动了

大家跑起来，引领更多的人健康向上。

邵阳市区从 5 个跑团增长到现在的 23

个跑团，还有不少人在宣传视频下留

言想要加入我们。”邵阳市跑团协会会

长、北塔跑团团长岳超庆说，“短短一

个月，跑步的人越来越多，跑道等基础

设施也陆续优化，邵阳跑步氛围越来

越浓厚了。”

奔跑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强身健

体，强健的体魄是个人发展的基础，身

体健康才能更好地追求梦想、创造价

值。邵阳人以不息的脚步，勾勒出一

幅幅生动而炽热的奔跑画卷，以实际

行动诠释着奔跑精神。

奔跑对于邵阳这座城市而言，是打

破外界固有印象，全方位展示城市新形

象，赢得世界关注与喝彩的关键之举。

过去，邵阳因传统工业发展突出，在外

界眼中难以摆脱“工业老城”的印象。

而如今，邵阳市通过积极推动体育文化

运动，以奔跑为引，以更具活力、开放创

新的新姿态，向外展示邵阳经济、文化、

产业等各个赛道全力去跑、火热去拼的

生动景象，主动亮相，赢得万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