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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快看，那就是朱鹮！”3 月 20 日

上午，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崀山片

区的朱鹮保护站工作人员刘小兵

指着空中掠过的红白色身影呼喊

着。尽管已与朱鹮朝夕相处了近

三年，此刻，他内心的激动程度与

初见时相比没有丝毫消减。

在海拔 800 米的野化训练区，

科技与温情交织成守护网。红外

相机 24 小时记录着朱鹮筑巢的每

一个细节，无人机定期巡查“鹮田”

——村民特意保留的未耕作区，每

日定时投放泥鳅作为候鸟餐厅。

“当初为了让朱鹮能选择在这

里安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花了不

少心思，甚至跑到与崀山交界的广

西地域进行宣传。”刘小兵介绍，

2022 年，崀山风景名胜管理局从陕

西汉中引入了 24 只朱鹮。这个被

当地人称为“生态晴雨表”的物种，

眼下正在繁育第三代幼鸟。

在这里，保护生态是所有人的

共识 ：夫夷江漂流项目采用电动

筏，避免燃油污染；辣椒峰下的民

宿集群推行“碳积分”制度，游客参

与垃圾清理可兑换资源冷杉树苗。

正如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所言：“当村民因朱鹮吃鱼获

得生态补偿，当游客为守护丹霞购

买公益门票，绿水青山便真正成了

幸福靠山。”

崀山脚下，一座银灰色建筑与

丹霞群峰相映生辉——南山国家

公园候选区科普宣教馆，这座湖南

省首个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

类展馆，依靠沉浸式空间构建起人

与自然的对话桥梁。步入馆内，灯

光模拟的十万古田苔藓森林在脚

下延伸，全息投影技术将林麝、豹

猫等珍稀动物的身影投射于岩壁；

游客轻触屏幕，便能溯源巫水与夫

夷江的千年水文变迁。

“今年以来，这里已经接待了 5

起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这里能触摸

到地球的年轮。”宣教馆讲解员介绍，

八大展区通过 4D 影院、数字沙盘等

科技手段，将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的奥秘拆解成可感知的故事。

从朱鹮掠过千年丹霞的翅影，

到生态民宿升起的袅袅炊烟，再到

科普馆内孩子们仰望星空的眼神，

崀山正书写着一部跨越物种、贯穿

古今的生态史诗，诠释着国家公园

的深层价值——这里不仅是动植

物的方舟，更是人类重新定义与自

然关系的课堂。

●鹮影书生态 方舟启人文

3月 20日 新宁崀山

3 月 24 日，高速列车从邵东市大禾塘街道江边村一处油菜花田旁飞驰而过。仲春时节，该市境内的油菜花竞相绽放，

动车组列车穿行其间，与油菜花田相映成景，构成一幅美丽的春日画卷。       李世近 摄

她用法律的公平正义，守护着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她用女性的细腻与坚

韧，诠释着新时代女法官的使命与担当，

她就是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四级高级法

官毛海玲。

永葆初心，做合法权益的守护人

毛海玲在 28 年的民商事审判工作历

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几十年如

一日，敏锐洞察案件全貌，耐心倾听真实

诉求，巧妙运用法律规则，为矛盾纠纷开

出最适宜的司法良方。

毛海玲前些年审理的一起涉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案件，王某系某学校三年级

学生，在下课时与同学打闹摔下楼梯，造

成小腿骨折，并构成十级伤残。王某父母

认为校方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校

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校方则认为受伤

是王某自身行为所致，学校已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案件进入二审，还未开庭双方

当事人就已经剑拔弩张。为避免矛盾激

化，毛海玲迅速将各方当事人隔离。她采

取背靠背调解的方式，向各方当事人仔

细分析伤害发生的原因。最终双方当事

人达成调解协议，校方支付了赔偿款。

释法明理，做矛盾纠纷的化解人

“判决，不是案件审结的唯一途径，老

百姓到法院打官司不是体验程序，而是解

决问题、化解矛盾。”毛海玲以此为信条，

对每一起案件灵活运用情感感化、换位思

考、借力调解、心理疏导等方法，化解一次

次矛盾冲突，推动无数当事人握手言和。

在她审理的一起涉上市公司的劳动

争议二审案件中，因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未按时支付提成工资，17 名劳动者提出

辞职，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赔偿

金。考虑到涉诉记录直接影响企业的市

场准入、信用评价等工作，她找准双方利

益平衡点，促成双方成功调解。

邓某与张某系同村村民，张某因做生

意缺乏资金向邓某借款10万元，因双方关

系好，邓某未要求张某出具借条。之后因张

某未按期还款，邓某催收未果诉至法院，诉

讼中张某一直以没有借条为由不承认借款

事实。毛海玲关注到双方历年的微信聊天

中存在张某向邓某支付借款利息的转账记

录，她以此为突破口，以双方的友情进行感

化，最终案件得到圆满解决。结案后邓某向

毛海玲送来“捍卫正义，维护公平”的锦旗。

作为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毛海玲

法官以自己过硬的专业素养，持续为司

法注入温情，架起法律与人心的桥梁。她

本人荣获全市法院办案标兵称号，她带

领的团队 2024 年获评全省法院民商事审

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结对关爱，做困境儿童的筑梦人

“谢谢法官妈妈，这件新衣服我很喜

欢！”今年春节前，收到礼物的小女孩开

心地对毛海玲说道。除了法官，毛海玲还

有另一个身份——爱心妈妈。

2024 年 10 月，毛海玲了解到一名年

仅十岁的小女孩因父亲去世、母亲精神

残疾，家庭陷入困境，她便主动结对帮

扶。近半年来，毛海玲先后 5 次来到小女

孩家中，倾听孩子心声，了解孩子学习、

生活和成长情况，给她购买了衣服、鞋

子、学习用品和营养品。同时，周末还陪

孩子去书店看书和去影院看电影。为了

让孩子得到更好的帮助，她积极联系公

益组织参与帮扶活动。

“法律有尺度，法官有温度。”毛海玲

法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深刻内涵，展现了新时代

女法官的风采与担当。

毛海玲：用法律守护公平正义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3 月 21 日 ，市 民 政 局 制 定 下 发 了

关于做好 2025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

的通知 ，对优化祭扫服务和倡导

殡葬文明新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

要求。

通知要求，全市殡葬服务单位

要提前做好祭扫接待各项准备工

作，方便市民提前错峰祭扫。各殡

葬服务机构要通过热线电话、移

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

时发布祭扫相关信息 ，回应咨询

留言 ，方便群众及时掌握祭扫动

态 。各殡葬服务机构要优化祭扫

服务 ，各公墓微信公众号为市民

提供网络祭扫服务 ；为不能前往

现场祭扫的市民提供代客现场祭

扫服务；为残疾人、70 岁以上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开设绿色通道 ，提

供轮椅租借、增设休息设施、增加

急救设备等便民服务 。推进降价

惠民 ，严格执行相关管理服务标

准规范 ，坚决查处殡葬服务机构

巧立名目收费、超标准收费、强制

捆绑收费、变相涨价收费等现象。

倡导殡葬文明新风 ，提倡敬献鲜

花、绿化植树、集体共祭、家庭追

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推广“云

上清明”等网络祭扫平台，提供代

客祭扫、远程告别等服务。

优 化 祭 扫 服 务
倡 导 文 明 新 风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傅 畅 珺 

通讯员 刘甄甄） “以前，社区一

些居民办红白喜事爱讲究排场，花

费大、浪费多，邻里间还常常因为

攀比产生矛盾。”3 月 18 日，北塔区

陈家桥镇杨旗岭社区居民黄先生，

谈及近年来社区的变化感慨万千，

“现在，不一样了。自从实行了新模

式 ，邻居们办红白喜事越来越简

单，花费也越来越少，邻里关系也

更和谐了。”

近年来，杨旗岭社区积极探索

移风易俗新路径。2023 年，该社区

召开多次院落会，充分调研民意，制

定出《移风易俗“12345”新模式》，推

动移风易俗落到实处。

该社区制定的“12345”新模式

包括：“1 个约定”“2 人监督”“3 晚

时间”“4 方协议”“5 万目标”5 个方

面。即，制定 1 份《杨旗岭社区居民

公约》，将移风易俗纳入居民公约，

通过刚性约束引导居民自觉遵守；

推选 2 名监督员对丧事操办事宜

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丧事简办落

到实处；丧事操办时间不得超过 3

晚，有效遏制陈规陋习；由孝家、监

督员、红白理事会、社区“4 方”代表

共同签订丧事简办协议书，明确各

方职责 ，对违规行为进行通报处

理；丧事操办目标金额控制在 5 万

元左右。此外，该社区还置办了酒

席棚，供居民们自行申请借用。这

一举措不仅为红白喜事简办提供

了更多便利，促进了社区资源的共

享和利用，也帮助居民们节省了相

关开支。

2024 年 12 月 ，杨 旗 岭 社 区 老

人熊大爷离世 。社区干部得知情

况后，立刻安排监督员到达现场，

监督员与孝家进行充分沟通 ，按

照《移 风 易 俗“12345”新 模 式》的

标准 ，为老人操办了一场简单而

庄重的葬礼，葬礼花费不足 5 万余

元。其家属表示：“以前办丧事，动

辄花费十几万元甚至更多 ，压力

真的很大。现在好了，有了社区的

新模式，我们既尽了孝心，又减轻

了负担。”

“12345”新模式推行以来，该

社区操办红白喜事餐费标准大幅

降低，杂费开支大幅减少，戏班、送

葬龙灯乐队等费用实现“零支出”。

据统计，每起红白喜事操办金额减

少 8 万元以上，大大减轻了居民的

负担。

如今，杨旗岭社区文明节俭的

婚丧观念深入人心，邻里关系更加

和谐，社区风气焕然一新。

杨旗岭社区

“12345”新模式引领文明新风尚

春菜争鲜上市——

春分刚过，

连日来，记者走

访发现，从农贸

市场到连锁商

超，从山野田间

到市井餐桌，春

菜已悄然成为时

令美食的主角。

菜市场里，一筐

筐沾着晶莹晨露

的香椿芽、荠菜、

水芹菜、蕨菜等

春菜琳琅满目，

散发着春天的气

息。当刀尖落下，

香椿被剁得细

碎；当陶罐紧封，

春味被悉心保

存，邵阳市民正

以“寻春”“吃春”

的仪式感，激活

舌尖上的“春日

经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文明

春菜品种丰富，市民选择多样

“芦笋，这样的才新鲜。”大安街农贸市场内，

摊主匡女士热情地与顾客分享着挑选心得，“颜

色鲜亮、茎部紧实、笋尖饱满的保证好吃。”

3 月 24 日清晨，大安街农贸市场内人声鼎

沸，各个菜摊前，春笋、芦蒿、香椿、豌豆等时令蔬

菜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前来询价、购买的市民络

绎不绝。摊主黄小林一边忙着整理成捆的野葱，

一边招呼顾客。“野葱 2 元一把，卖得最好的一天

能出几十把，有人一拿就是六七把。”

在步步高超市的“春菜合集”区，芦笋、蚕豆、

苜蓿、红香椿等时令春菜经过精心分盒包装，整

齐地排列在货架上。另一边，位于双清区的一家

超市也同步上新了折耳根等春菜，吸引不少市民

驻足挑选。

除了传统菜场，生鲜电商也凭借其平台优

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美团优选、多多买菜、

兴盛优选等平台纷纷上新春菜，将山野间的时鲜

直送到各个自提点，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

春天的味道。

山野寻春，体验自然之趣

南门口菜市场旁，王小玲的竹筐里堆满了新

鲜山货：“小笋子 4 元一把，香椿 3 元一把，蕨菜也

3 元一把。”王小玲麻利地捆扎着野菜，向顾客介

绍着价格。“这时候的蕨菜最嫩，手指轻轻一掐就

断。”王小玲说，她每隔一天都会外出采摘野菜，

自己吃不完的就拿来卖。采春菜要赶在太阳升高

前，这样能很好地保留野菜的清甜。“早上卖得最

好了，大家都想尝鲜。”

挖野菜不仅可以尝鲜，还能在体验自然乐趣

的同时，找到乡情的寄托。家住双清区兴隆街道

的市民王雄上周末特意驱车回乡，在外公的陪伴

下采摘野菜。王雄表示，很久没回老家了，近来天

气好，回乡既可以踏青，还能吃到新鲜的野菜。

“体验到了外公他们老一辈采摘野菜的乐趣，我

现在还学会了蕨菜辨认技巧，自己摘的野菜感觉

更有味道一些。”王雄笑着说。

传统与创新，春味的碰撞

春天的味道不仅能现采现吃，还能被巧妙地

封存进坛坛罐罐中。连日来，武冈市双牌镇浩山

村 73 岁的村民张明珍和老伴忙着晾晒焯水的白

菜苔：“地里的白菜苔我全都用来晒干保存，晒干

的菜苔能存半月，小孩他们清明回家就能吃到。

放进陶罐里，能存放更久。”像张明珍这样的“存

春达人”在邵阳并不少见，他们选择用传统的方

式留住“春天的味道”，方便日后慢慢品尝。

除了农贸市场，市区各大餐馆也推出了春季

尝鲜菜点，小笋炒蛋、酸辣雷公菌、豆辣水芹菜

等。记者在市区某火锅店看到，店里别出心裁地

推出了“野菜自助”，顾客只需支付 18 元，即可无

限量涮煮薄荷叶、枸杞叶、苦菊、马兰头等十多种

时令野菜。这种野菜涮火锅的创新吃法吸引了大

批市民前来尝鲜，店内上座率攀升。

春菜基本上都是芽菜，它们吸收了春天万物

生发的气息，应季而食，营养丰富。从沾泥带露的

山野馈赠到市民的日常餐桌，邵阳市民正以舌尖

为媒，品味春天的味道，赴一场春日之约。

激激  活活 舌尖“春日经济”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上接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