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张洋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 2025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二

要闻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夏能文 刘铭）5月8日19时，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力量，对邵阳

火车站、邵阳市高级技工学校、沪昆高速

邵阳南收费站外广场等市城区重点场

所开展巡查检查，重点查处非法网约车。

当晚，共查获3辆涉嫌违法的网约车。

自今年 4 月份开始，该支队在市

区启动了持续至年底的城市客运“打

非治违”专项行动，重点打击非法网约

车、巡游出租车违法违规行为。自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该支队共查处非法网

约车 37 辆、非法巡游出租车 3 辆，查处

违规出租车 32辆。

市城区零容忍打击非法网约车
一月有余，查处违法违规出租车 70 余辆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陈胤君 朱碧霞 陶雅雯）5 月 9 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直属分局在邵

阳经开区东盟产业园开展年报服务月

宣传活动。

“企业年报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请不要相信陌生电话或短信通知，更

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横

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演

示填报流程等方式，向企业及群众普

及年报政策及填报要求，深入讲解逾

期年报、虚假填报信息或不公示即时

信息所面临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行

政处罚、信用惩戒等严重后果，引导企

业依法履行“多报合一”年报义务。同

时，针对经营主体关心的“年报填报常

见问题”开展现场答疑，有效增强了经

营主体填报年报的自主意识。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 2000

余份，帮助经营主体解决年报填报问

题 100 余个。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持续指导县市区开展年报服务月

活动，深入产业园区、商业区等一线开

展现场指导，采取线上线下等多种方

式扩大宣传，营造“依法年报、诚信经

营”良好氛围；同时，以高效办成“企业

数据填报一件事”为契机，整合多部门

数据，推动“多报合一”，提升年报数据

填报质量，最大限度利企便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直属分局开展年报

服务月宣传活动

年 报 增 信 服 务 先 行

5 月 6 日 ，来 自 隆 回 县 滩

头 镇 的“90 后 ”壮 族 姑 娘 钟 星

琳握着祖传刻刀，在木板上雕

刻着非遗作品。作为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滩 头 年 画

高腊梅作坊第四代传承人，她

从“ 守 着 老 手 艺 过 日 子 ”的 匠

人 后 代 ，蜕 变 为“ 带 着 非 遗 闯

世 界 ”的 青 年 创 业 者 ，用 亲 身

经 历 诠 释 着 新 一 代 非 遗 人 的

使命与担当。

以青春守护根脉

滩头年画，作为湖南省唯

一的手工木版年画，承载着湘

楚 大 地 的 民 俗 记 忆 与 匠 心 温

度。年画制作是钟星琳家族传

承 100 多 年 的 手 艺 ，其 爷 爷 钟

海仙、奶奶高腊梅和父亲钟建

桐 都 是 国 家 级 的 代 表 性 传 承

人，两位老人坚守在老作坊 80

年才得以保存湖南唯一的木版

年画。如今，到她这一辈，还在

坚守的人寥寥无几。

钟星琳的童年，是在木屑

纷飞的年画作坊里度过的。她

一 直 记 得 ，爷 爷 刻 版 时 总 说

“刀锋要像做人一样正”，奶奶

调色时总念叨“朱砂里藏着太

阳 的 温 度 ”。从 手 工 抄 纸 的 加

工到年画的刻板、套色、开脸，

每 一 项 都 要 精 益 求 精 ，点 睛 、

描腮红和画嘴唇都要练习几千

次后才能掌握。直到 2013 年深

秋 ，近 80 岁 的 奶 奶 颤 抖 着 为

《门神》点睛，在老花镜片折射

的光晕里，她忽然读懂了他们

的 坚 持 —— 这 不 仅 是 家 传 手

艺，更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集体记忆，是值得用生命守护

的文化瑰宝。

以探索突破困局

2011 年大学毕业后，钟星

琳 在 人 民 网 湖 南 频 道 深 耕 6

年，但故乡的滩头年画始终是

她心头的牵挂。媒体工作赋予

的视野，让她对非遗传承萌生

了 全 新 思 考 。2017 年 ，她 毅 然

辞去稳定的工作返回家乡，成

立 湖 南 星 琳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全身心投入年画的传承与

创 新 。为 守 护 百 年 技 艺 根 基 ，

她贷款修缮高腊梅老作坊，并

推动其精心打造的“滩头高腊

梅年画”老作坊获评省商务厅

“百年老字号 ”。彼时的她 ，尝

试以青年视角重构传统美学，

将滩头年画的浓烈配色与地域

文化符号融入潮流元素，创作

出系列创新作品，同时借助媒

体资源大力推广。然而受地域

传 播 局 限 ，市 场 反 响 未 达 预

期 ，这 曾 让 她 陷 入 短 暂 迷 茫 。

“ 祖 辈 用 一 生 守 护 这 门 手 艺 ，

新 时 代 的 青 年 怎 能 轻 言 放

弃？”带着这样的信念，她开启

了破局之路。

“酒香也怕巷子深。”钟星

琳 果 断 决 定 将 滩 头 年 画“ 搬 ”

到省会。她带领团队开设全省

首家年画传习所，从教学课件

设 计 、材 料 优 化 到 课 程 研 发 ，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历 经 数 十 次 打

磨。其开发的非遗研学课程因

兼具文化深度与趣味性，被多

所 学 校 纳 入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体

系 。随 着 影 响 力 扩 大 ，她 携 滩

头年画登上央视《开门大吉》、

湖 南 卫 视《你 是 湖 南 人 啵》等

舞 台 ，并 通 过 短 视 频 、直 播 等

新媒体矩阵持续发声，让这项

曾隐于乡野的技艺逐渐走入大

众视野，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可。

以跨界赋能新生

面对新时代非遗传承的命

题 ，钟 星 琳 敏 锐 捕 捉 到“ 非

遗 + ”的 巨 大 潜 力 。自 2018 年

起 ，她 带 领 团 队 开 启“ 产 品 创

新、模式创新、跨界融合”三大

突围行动：开设电 商 平 台 ，与

顶流网红合作直播带货；联合

三 一 重 工 推 出 工 业 风 年 画 台

历 ，让 门 神 秦 琼“ 走 进 ”重 型

机 械 车 间 ；与 肯 德 基 策 划“ 非

遗 主 题 餐 厅 ”，用 年 画 装 点 汉

堡包装 。其 中 ，2021 年 与 茶 颜

悦 色 联 名 的《牛 里 牛 气 过 牛

年》系 列 文 创 ，凭 借 传 统 年 画

与 奶 茶 文 化 的 破 次 元 碰 撞 ，

创 下 月 销 百 万 的 纪 录 。随 着

作品登陆英国伦敦设计周、波

兰华沙民俗展，滩头年画作为

“ 湖 南 文 化 名 片 ”被 赠 予 波 兰

驻华大使，在异国掀起东方美

学热潮。

非遗的“破圈”不止于商业

领 域 。钟 星 琳 深 知 ，要 让 千 年

技艺真正融入现代生活，必须

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2023

年 ，她 发 起 成 立“ 湖 湘 青 年 非

遗众创联盟”，汇聚 200 余名传

承 人 、设 计 师 、数 字 科 技 工 作

者 ，打 造 非 遗 创 新 共 同 体 。联

盟诞生了诸多创意实践：运用

3D 建模技术复原濒危年画纹

样 ，联 合 清 华 美 院 开 发 AR 年

画互动装置，与短视频平台共

创“非遗守护人”IP 矩阵……这

些探索让滩头高腊梅年画年销

售额稳定突破百万元，成为邵

阳文旅产业的核心引擎，钟星

琳也因此入选全国乡村文化和

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钟星琳说，热爱让她开始，

责任让她坚持。作为青年“守”

艺 人 ，在 未 来 的 道 路 上 ，她 将

以 创 新 为 笔 ，以 传 承 为 墨 ，书

写新时代非遗传承与创新的邵

阳新篇章。

滩头年画传承人钟星琳：

带着非遗闯世界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谢婷

钟星琳正在创作滩头年画。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邹洁 夏泽彪） 

5 月 11 日，2 份满载着深情厚

谊的邮政快递，历经 3 天时

间的运输，顺利抵达广西凭

祥、宁明两地退役军人事务

局。快递里装着由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专门为异地祭扫烈

属准备的 20 台爱心轮椅，将

为高龄及行动不便的烈属祭

扫提供便利。

邵阳儿女英勇无畏，舍

身为国，在边境作战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据统计，凭祥

市、宁明县作为边境作战重

要历史地，安葬着 92 名邵阳

籍烈士，其中年龄最小的烈

士牺牲时仅 18 岁。这些英雄

儿女为保卫祖国边疆献出了

宝贵生命，长眠于南疆热土。

今年 4 月，邵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赴凭祥

市、宁明县等地督导调研烈士祭扫工作时了解

到，随着烈属年事渐高，祭扫过程中的行动不便

问题日益突出。为助力邵阳籍烈士亲属及其他

各地烈属顺利完成祭奠追思，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主动提出捐赠一批轮椅。返邵后，该局立即着

手采购轮椅，并协调物流运输事宜。

凭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彭武说：“爱

心轮椅的捐赠，不仅是对祭扫服务硬件设备的

支持，更是对我们做好服务工作的支持。”他们

承诺将用好捐赠物资，持续优化祭扫服务。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持续深化与边境地区的

协作，通过硬件支持、服务优化、宣传联动等方

式，共同守护红色记忆，让尊崇英烈、关爱烈属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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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李玲 龙珊） 5 月 9 日上午，绥宁县 2025

年全县防汛应急集中演练在关峡苗族乡

梅口村与花园阁村举行。历时 1 小时的演

练中，成功处置多处“险情”，现场吸引和

调动游客及村民参与，“安全转移”近 600

人，进一步检验和强化了该县的防汛应急

水平。

早在 4 月初，绥宁县应急管理局防汛

专家即多次带领该局工作人员深入各乡

镇实地考察，经反复勘查论证，最终选定

梅口村与花园阁村作为这次集中演练地

点。演练地属旅游景区，周边有大量居民

和旅游设施。在演练方案制定过程中，该

县应急管理局精心设定了旅游团队及旅

游车辆受洪水威胁、河边码头有人不慎落

水、村民被洪水围困家中二楼等多种险情

背景。该县应安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多次组织各参演单位商讨，对演练流

程、职责分工、协同配合等关键环节进行

反复优化，确保每个环节科学合理、切实

可行。

演练现场，绥宁县应急管理局各工作

小组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总调度组充分发

挥中枢作用，对整个演练区域进行统一调

度；应急救援队身着专业救援服，迅速奔

赴各个险情现场；宣传组深入各个抢险救

援现场，通过镜头和文字，全面记录演练

过程；后勤保障组协调好车辆，确保参演

人员和物资及时到位；观摩台保障组维持

观摩台现场秩序，为前来观摩的领导和群

众提供安全、有序的观摩环境。

这场跨越两个村落、联动多个部门的

集中演练，从前期科学规划方案，到现场

高效执行；从精准调配物资，到妥善安置

人员，将应急预案转化为生动实践，且学

生参与演练、媒体全程记录、景区游客驻

足关注。这堂多方力量共同构建的“防汛

安全公开课”，让防汛减灾意识深入人心。

绥宁县举行 2025 年防汛应急集中演练

模拟险情实战 提升应急能力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肖和林）5 月 7 日，邵阳县“一村一品一主

播”电商网红孵化基地举行授牌仪式。该

基地的成立，是邵阳县进一步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引导网络知名人

士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基地将以返乡大学生、企业电商从业

人员、退伍军人等群体为重点孵化对象，

突出新媒体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着力培

养一批会直播、懂运营的电商人才，培育

更多“带货生力军”。同时，基地将充分发

挥“培训+实践+品牌推广”优势，努力引

导、服务、扶持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经营主体，通过“直播+农产品”“直

播+旅游”等模式，深入县域实地开展实践

教学，让邵阳县茶油等农特产品、天子湖

等风光美景、蓝印花布等非遗文化融入直

播镜头，带动农业、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

行业网络化、社交化发展，让“土特产”登

上“国潮榜”，让“流量经济”真正转化为

“富民经济”“强县经济”。

当天还举办了“一村一品一主播”公

益电商直播培训班。湖南老大娘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是本次活动的支持单位，该公司

董事长陈洁说：“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培训，

以实践加推广的一体化模式，让更多乡亲

搭上电商快车，让邵阳的农特产品走向全

国。”6 天时间内，来自全县 30 多名学员将

围绕“三农”短视频拍摄、短视频文案创

作、直播运营方案策划与直播团队搭建等

内容进行学习。培训结束后，还将举行直

播大赛，推荐邵阳县的农特产品。

近年来，邵阳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高标准建成新经济产业园，引

进湘江鲲鹏、筑企通等互联网企业 22 家，

互联网头部企业腾讯首次在县级设立品

牌体验中心，网易在邵阳县设立华南地区

本地事业部，培育出“老大娘”“易老头”等

本土互联网销售品牌，带动特色农产品网

上销售额突破 10 亿元，有力助推了县域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邵阳县打造电商直播孵化基地

让 农 人 变“ 红 人 ”

5 月 12 日 ，城

步苗族自治县白云

湖水库腹地，茂密

的植被 、碧绿的湖

水与蜿蜒的岸线构

成如画的景色。近

年来，该县积极践

行“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采取严

格治理保护措施，

持续改善域内生态

环境，处处呈现一

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家园。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