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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 4 月 12 日至 13 日，武冈

市迎来文化旅游的小高潮。广西桂林以

及湖南衡阳、宁乡等地 2000 余名游客汇

聚于此，攀登云山、探访古迹、品味美食，

深度感受古城文化魅力。

在晨雾缭绕的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娄

底游客李萍沿着青石板路攀登：“没想到

湖南还藏着如此清新的‘天然氧吧’，比预

期更为原生态！”该景区工作人员介绍，随

着近期杜鹃花盛开，配合“春游武冈”文旅

推广活动，景区游客数量同比增长40%。

中山堂内人头攒动。这座始建于民

国的建筑，曾是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所在

地，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参观。“中山堂保存的砖瓦细节

令人印象深刻，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的历

史痕迹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宁乡游客张

晓蕾分享道。

宣风楼、文庙等景点是游客浏览武冈

古城的必去打卡点。随着夜幕降临，西直

街的青石板路在暖黄色的光影中愈发古

朴。游客穿梭于明清风格的街道，选购手

工艺品，记录非遗表演。“武冈铜鹅名不虚

传，肉质细嫩，卤香扑鼻，专程前来品尝，

确实不负期待。”广西游客唐霞连声称赞。

此次以“山水、人文、美食”为核心的

文化旅游热潮，彰显了武冈文旅融合发展

的新动力。从云山的自然景观到古城的烟

火气息，武冈正以其“慢生活”的特性，在

旅游市场差异化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游客

用脚步丈量历史的同时，武冈古城也在探

索一条“小而美”的文旅发展新路径。

游客数量的激增，得益于该市文旅

政策的精准实施。去年 11 月发布的《武冈

市旅游市场促销奖补实施办法》，从一日

游每人 3 元至 5 元的奖补到专列最高 2 万

元的奖励，明确了 7 项奖励措施，构建了

全域旅游的促进体系。

该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自去年 12 月与邵阳全域旅游集散中心有

限公司签订年输送超 8 万游客的合作协

议以来，已有娄底、长沙以及广西等地的

旅行团通过奖补政策实现落地。

邵阳市三叶旅游总经理张叶称，以武

冈为目的地的家庭游咨询量翻倍，“我们

近期计划推出‘非遗体验游’，让游客参与

武冈丝弦、木雕等传统技艺的互动体验。”

“与热门旅游城市相比，武冈的优势

在于其原生态的历史街区和未被过度商

业化的体验。我们将继续挖掘红色文化、

非遗资源，开发沉浸式旅游项目，并加强

与周边区域的合作。”武冈文旅广体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武冈市

“ 小 而 美 ”唤 醒 文 旅 新 活 力

清明假期结束后，不少在外务工人员

陆续踏上返岗旅途。在邵阳县二广高速收

费站不远处的小山坡上，一棵罗汉松如老

者般呢喃低语，向游子们一一道别。

这棵位于塘渡口镇榨木桥村，编号

为 43052300566 的罗汉松是国家一级古

树，如今已有 1305 年树龄。微风拂过，那

簌簌作响的树叶仿佛在诉说唐时驿站的

马铃声声、宋元茶马古道上的商旅络绎。

千年罗汉松历经沧桑仍虬劲矗立，却难

掩岁月侵蚀的痕迹：主干内部形成较大

空洞，木质腐朽处已现裂纹；根部土壤严

重板结导致养分流失，藤本植物如细蛇

般绞缠枝干……如今，这份跨越千年的

守望正得到新的守护。

近年来，该县林业局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深化新

一轮林长制改革为抓手，围绕古树名木

保护目标，强化保护措施，完善保护长效

机制，编织好“绿色文物”防护网。

为做好古树保护工作，该县林业局

成立专门的古树保护工作小组，组织古

树保护专家对古树进行实地调查与分

析，并根据古树生长现状、立地条件和优

先保护原则，筛选 13 株一级古树予以优

先重点保护。通过组织技术人员清除树

干及树枝上缠绕的大型藤本植物，斑驳

的树干得以“舒展筋骨”；在空洞内壁涂

水柏油防腐剂，再使用高分子化学材料

填补树洞，既美观又增强结构稳定性；扩

大树池范围，定期灌溉并施用缓释肥，为

古树营造“呼吸自由”的生长空间。

类似古树的复壮工作，陆续在邵阳县

多地开展。2024 年 9 月至 11 月，邵阳县林

业局对全县一、二级保护古树开展健康监

测及抢救复壮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全县

83株保护古树（其中一级保护古树 16株，

二级保护古树 67 株）进行现场查看，筹措

专项资金 7 万元，抢救复壮一级保护古树

1 株，喷洒药雾防治虫害 2 株，古树消危 2

株。今年 1月，该局筹措专项资金 21万元，

抢救复壮二级保护古树7株。

据悉，该县现存古树名木共 1844 株，

隶属 37 科 59 属 80 种，其中一级古树有 16

株，二级古树有 65 株，三级古树有 1763

株，古树群落有 35 处。“我县古树名木广

泛分布在各个乡村且数量众多，日常专

业养护管理难度大，需要持续加强管护

力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会

公众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意识。”邵阳县林

业局工作人员介绍道。

该局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加强日常

宣传、巡查、管护力度，对破坏、采挖、买卖

古树的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执法部

门处理到位。该局组织专人走访古树，通

过查阅相关资料、采访当地老人等方式，

深入挖掘古树历史故事，共选编单个古树

画册故事 18 个、古树群落画册故事 2 个，

从文化、情感、生态等多个维度，进一步提

高人们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意识。

邵阳县

编 织 好“ 绿 色 文 物 ”防 护 网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吴智睿

邵阳日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龙宪智 龙秋萍）4 月 16 日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层叠的吊脚楼

上，绥宁县东山侗族乡的青石板

路上已铺满新采的杜鹃花瓣，飞

山大庙彩旗招展，风雨桥畔歌声

悠扬，整个侗寨洋溢着节日的喜

庆氛围。当地群众开始编排节目、

制作美食，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

一年一度的苗族四月八姑娘节。

在东山村，老人们身着靛蓝

侗衣 ，银饰在晨光下熠熠生辉 。

当 姑 娘 们 的 身 影 出 现 在 蜿 蜒 的

山路上，芦笙队立刻奏响悠扬的

《迎亲曲》，曲调中饱含亲人的思

念与牵挂。娘家亲人身着绣有星

辰纹、蕨菜纹的侗锦盛装 ，腰间

系着亲手编织的花带，装满了带

给回家姑娘们的礼物——自酿的

糯米酒、熏制的腊肉 ，还有最具

节日特色的乌饭。这种用木桐叶

染制的黑色米饭，不仅散发着山

野的清香，更承载着苗侗家人对

团圆的期盼。

为办好此次苗族四月八姑娘

节，东山侗族乡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乡镇干部深入村寨调研，精心

组织活动流程，规范场地布置，优

化游客接待服务，并对民族文艺节

目进行反复排练，确保活动圆满举

行。民间筹备同样热火朝天，7000

余名杨姓族人自发筹资 40 余万

元，打造飞山庙文化广场。

白天，各村寨加紧排练民族歌

舞，老人们手工制作传统展演器

具，妇女们忙着制作蜜饯、罐椒子、

泡茶等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广场

中央燃起熊熊篝火，男人们吹响芦

笙，女人们手拉手跳起欢快的多耶

舞，老人们围坐讲述宋代杨金花以

乌饭智救兄长的古老传说，现场气

氛热烈而温馨。东山村桥头组龙七

妹自豪地说：“白天跟姐妹们学跳

舞，不能出丑，要跳得整齐、自然、

柔和。晚上，还要制作黑米饭、泡

茶、蜜饯等，到四月八姑娘节那天

给客人吃，侗家人以这样的方式表

达自己的热情。”

东山侗族乡

浓 郁 民 族 风 情
迎 苗 族 四 月 八 姑 娘 节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曾彦菲）4 月 14 日 18 时 30 分，邵东

市两市塘街道坝上新村，两条 108

节、约 210 米的长龙映着晚霞，在

村民的欢呼中伴着“咚咚锵”的锣

鼓声，朝着舞台腾跃而来。“爱我邵

东·壮美坝上”2025 年春季村晚正

式拉开帷幕，吸引了数千名群众前

来观看。

两条极具坝上特色的《龙腾盛

世》长龙，被 300 多名村民配合着

激昂的鼓点、伴随着激情的汗水，

舞得虎虎生威，场面壮观震撼，尽

显民俗魅力。坝上张家长龙至今已

有 180 多年历史，于 2015 年入选邵

东市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坝上张家长龙曾

多次应邀参加邵东各类大型活动，

其独特、壮观的表演形式，成为当

地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我们村每到节假日或大型活

动都会举行长龙活动，舞手年龄从

十几岁到六十多岁，几乎囊括了全

村的男女老少，大家舞龙的积极性

特别高。”今年 82 岁的村民张义泉

介绍道。他精神抖擞站在舞动的长

龙旁，一边挥着手和舞手热情地打

招呼，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长龙进

场的站位、队形等细节工作。

村晚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邵东市文化馆、邵东市舞蹈家协会

带来的舞蹈《唐古拉风》，以灵动舞

姿带领观众领略青海草原的神秘

风情；两市塘街道坝上新村带来的

诗朗诵《爱我邵东——壮美坝上》，

深情抒发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邵

东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戏曲

秀《梨园春色》，让观众品味到传统

戏曲的独特韵味；邵东传统武术培

训学校的武术表演《太一非遗武

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刚柔并济。

此外，还有反映工作担当的戏

剧小品《担当——爱我邵东 拆违

交响》、传递交通安全知识的手势

舞《交通安全歌》等节目，涵盖了多

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多样，赢得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星光大道全国

总决赛获奖选手石冬登台演唱的

《我相信+天地龙鳞》，将晚会氛围

推向高潮。观众们跟着节奏双手挥

舞，手机闪光灯汇聚星海。

此次村晚不仅是一场文艺演

出，更是邵东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和两市塘街道推动“四季村晚”

活动常态化开展的生动实践。活动

坚持以农民为主角，既丰富了农村

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了文明乡风，

又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文化繁

荣发展，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欢迎。

邵东市

春季村晚点亮文明乡风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段小芳 唐鸿菲） 4 月 14 日，洞

口县文昌街道综治中心成功调

解和平社区陈某与蔬菜村王某

近 30 年的建房矛盾纠纷。“感谢

文昌街道、感谢和平社区不辞

辛劳，一次次调解，熬了近 30

年，建房矛盾像一块大石头一

直压在我心头，如今问题终于

解决，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以后

终于能睡安稳觉了。”陈某激动

地说道。多年来，这一矛盾犹如

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鸿沟，因建

房土地规划、施工界限等问题

不断滋生冲突，严重影响着邻

里关系与社会和谐稳定。

和平社区居民陈某于 1997

年购买了蔬菜村一村民位于正

街的老房子，老房子与正街王某

家相邻，陈某、王某因宅基地界

线争议引发矛盾，2000 年矛盾

升级，双方大打出手，最终经县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陈某一家

外出广东打工，2024 年 5 月返

乡，向社区申请调解邻里矛盾。

近一年来，文昌街道干部

与和平社区、蔬菜村工作人员直

面复杂的矛盾纠纷，多次向县自

然资源部门、县住建部门咨询相

关政策，全面深入查明矛盾起

因。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不厌其

烦地开展谈心交流，引导双方将

心比心，换位思考，真情实意处

理问题。终于在大家共同的努力

下，成功调处陈某与王某两家僵

持近 30 年的矛盾纠纷，曾经针

锋相对的两人握手言和，至此，

这场漫长的纷争圆满落幕。

文昌街道

调 解 用 情 矛 盾 破 冰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思洁 
通讯员 许丽慧）“今年全区将纵

深推进‘四区二城’战略，扎实推动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5%

以上，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6.5%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5% 左

右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6.5% 以上的目标。”4 月 15 日，北塔

区召开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会上宣读了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了今年的工作目标。

北 塔 区 将 持 续 提 振 消 费 活

力，打响“邀您游北塔、住北塔、兴

北塔”三大促消费品牌；培育美食

街区、网红门店、智慧康养等消费

新场景，加速推进江北夜宵一条

街、“邵阳村吧”等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建设，形成全天候消费生

态链。

全面优化产业结构，该区将围

绕“百亿湘酒优势产区”目标，推动

湘窖酒业三期及配套产业园建设

全面提速；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50 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以

上，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李子塘、田

江、南岗、苗儿、沐三、茶元、白田、

生态园等农文旅融合项目，打造

“一镇（街道）一特色消费品牌”，促

进农文旅融合多点开花。

完善城市功能品质，在城市重

点区域部署安装物联网传感器，以

科技赋能城市管理；深化片区开

发，推动犬木塘、中山、雪峰三大片

区道路成网、配套成熟、企业成群、

发展成势；完成市城区二次供水改

造，新增停车位 1000 个以上，打造

一批“微景观”“微园林”提升城市

颜值。

坚持增进民生福祉，统筹抓好

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监测户等

重点群体就业；完善大病保险和医

疗救助制度，推动宝庆医院如期运

营；优化调整乡村小规模学校布

局，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 500 个，

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300个。

北塔区

擘 画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蓝 图

4 月 16 日 ，工

作人员在新邵县大

新街更换路灯。近

日，该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对城区

部分路段维修不便

的灯具进行更换，

保障群众的出行安

全及美化夜间景观

效果。

何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