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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在市档案馆发现的盖满印章的纸张。

城步丹口镇桃林村。

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我们

生活的这片土地——邵阳，曾是

湘西南的重要商业城市。城内外

商铺林立，转销、零售活动十分

活跃。

近日，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

整理过程中，于一份文书中，意外

发现了两页盖满印章的纸张。这

两页纸原是邵阳商界联名上书请

愿的见证，如今却成了研究 20 世

纪三四十年代本地商铺的珍贵资

料。这两张纸上共盖有96枚印章，

清晰可辨者占九成以上。印章多

为“盖印”“便章”，应是日常商业

往来所用。每一枚印章，代表着一

家店铺，不仅有名称，有的还附有

地址、广告语等信息。

《邵阳市志》记载，当时绸布

业发达，而从这些印章中即可得

到印证：96枚印章中，与绸布相关

者多达13家，如“新新绸庄”“福和

绸庄”“瑞丰绸庄”等，足见供给之

旺盛。医药行业同样活跃，既有

“新星西药房”“民生西药房”等西

药房，也有“宝庆易恒春”“永福国

药号”等中药号。《邵阳市志》只提

及当时的永华、盛华等玻璃厂，而

印章显示，1947年时，当时邵阳城

内至少有十余家玻璃商铺，包括

“黎宏春玻璃漆号”“孚利玻璃号”

“美光玻璃号”等。

盖满印章的两张薄纸，如一

幅定格摄像，将 1947 年的旧时光

凝固了下来。除前面已经提过的

绸缎、医药、玻璃三个行业，印章

中还包含了更多行业的情形。如

百货业——有新华百货庄、邵阳

大新南百货商号、大湘百货庄；

鞋靴业——邵阳必成百货靴鞋

商号、邵阳福记靴鞋制造厂；服

被业——上海强康西服店、邵阳

钟福利棉被店；纸张销售——邵

阳东正街恒生泰纸号、邵阳仪记

孙永祥纸号；金银业——同丰金

号、邵阳宝瑞金银号、宝庆老宝

成 金 号 ；其 他 行 业 —— 应 时 食

堂、民友肥皂厂、达文印刷厂、宝

庆永和秤号……此外，还有约三

成印章的经营范围尚不明确，如

“朱荣发号”“朱松和”等，仍需结

合其他史料进行研究。

不仅印文内容丰富，印章本

身亦反映了时代风貌。“朱荣发

号”“亚记源和昌”等维持旧式竖

排隶书；“全球瓷号”“新美丽号”

使用传统纹样花框，宛如年画；

而“中央大药房”“民生西药房”

等则引入英文、图标设计，兼具

现代气息。可见新旧、中西并存，

是当时商业文化的一大特色。

印章也体现了商家的营销意

识。易恒春药号印章，标有“参桂

鹿茸丸”“货真价实”等广告语。另

有大量标注地址的印章，如“东直

街正德昌”“爱莲街佘霞光玻璃

号”“东正街恒生泰纸号”，为研究

城市格局变迁提供了线索。

档 案 如 桥 ，连 接 过 去 与 现

在。正是这些泛黄的纸张，让我

们看到几十年前邵阳百姓的真

实生活。他们努力谋生、追求幸

福，其奋斗与热情，与今天的我

们并无二致。这些不经意间保留

下来的印章档案，为我们打开了

通往老邵阳的一扇窗。

（贺海鹏 提供资料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整理）

两 张 薄 纸 中 的

邵 阳 老 商 铺

“这次调研是一次难忘的

履职经历，更是一次自我教育、

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的过程。”

“通过三天的实地察看，我

们更加明晰了方向。”

“此次调研，既有‘个案’的

深度剖析，又有‘串联’的经验

链条，还有‘全域’的统筹谋划，

使大家学有依据、践有榜样。”

“调研+座谈”的形式，是

这次联合调研活动最后一天的

重头戏。来自邵阳、衡阳、郴州、

娄底、永州、怀化的人资环委负

责人围坐一堂，畅所欲言。

“邵阳市政协今年成立了3

个民主监督小组，分别对口监

督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委员参

加监督，推动部门职责落实，有

针对性地反映监督意见建议。”

“今年娄底市政协将改善生

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作为重点

提案督办之一，并开展民主评

议，让相关职能部门红脸出汗。”

……

座谈会上，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深度对话”碰撞出“智慧

火花”。这不仅是一场交流履职

成果的座谈会，更是一次展示工

作创新的座谈会。从一开始的按

顺序轮流发言，渐渐形成有问有

答、自由讨论、竞相发言的生动

场景，会议达成了改善生态环境

专项民主监督要保持力度、延伸

深度、拓展广度的重要共识。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今后

将进一步加强联动履职，推动

形成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以

更高站位把准履职方向，以“责

无旁贷、当仁不让”的精神干

劲，合力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难

题，让三湘四水的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越来越美，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深度对话”
碰撞出“智慧火花”

“公司每天能处理多少

吨秸秆”“农民把秸秆卖给

公司能获得多少收益”“秸

秆综合利用能减少多少空

气污染，是否会产生二次污

染”……在武冈市农丰有机

肥料公司，调研组一行在详

细听取企业相关情况后，向

企业负责人抛出了一连串

关切的问题。

面对调研组关于秸秆

处理能力的提问，企业负责

人介绍：“这些秸秆主要来

自武冈本地及周边县市区

的水稻、玉米种植基地，通

过合作社组织农户集中收

集运输。”一旁的种粮大户

李师傅告诉大家：“以前秸

秆焚烧既担风险又没收益，

现在卖给公司不仅能赚钱，

还省了清理田地的功夫，大

伙儿积极性都很高。”

近年来，武冈市率先

在全市推广秸秆碎草还田

技 术 ；同 时 加 强 秸 秆“ 三

化”示范工程建设，积极鼓

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

秸秆综合利用，重点推广

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和基

料化三种利用方式，有力

推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秸秆综合利用一头连

着生态环保，一头牵着农

民的利益和意愿。去年底

以来，全省三级政协组织、

三千多家委员工作室、三

千多名政协专干等发挥作

用，将助推秸秆综合利用

和焚烧管理工作作为改善

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的

重点，与党委、政府同题共

答，同向共进。因此，这也

是调研组此次调研的一项

重要课题。

“我省最显著的地形

特征是马蹄形地貌结构，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去年 9

月至 12 月，就因秸秆露天

焚烧出现了三次大范围污

染。”调研中，来自省环科

院的专家为大家就秸秆禁

限烧区划定、焚烧管理等

工作进行了现场辅导。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

秸秆产生量非常大。在综合

利用不畅的情况下，很多老

百姓直接将其点火烧掉。”

“很多人认为秸秆焚烧是中

国千百年来的农耕传统，但

实际上，过去由于资源匮

乏，秸秆利用率比现代高得

多！”调研组专家建议，应该

帮助老百姓重塑秸秆作为

传统农业中重要资源的地

位，引导秸秆利用产业化，

从而改变对秸秆一烧了之

的偏见，形成农民尽力收集

秸秆、利用秸秆改善生活的

良性循环。

以民主监督助力环境保护

城步地处湘西南雪峰

山脉与越城岭山脉交会地

带，拥有 22 余万公顷森林，

森林覆盖率高达 80.3%，森

林 活 立 木 总 蓄 积 量 达

1091.42 万立方米。“绿”几

乎是这片土地唯一的底色。

如何打通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有效

利用独一无二的绿色资源，

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新路子？带着这个

问题，调研组的第一站便来

到了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2016 年，湖南南山国家

公园整合了南山国家风景名

胜区、金童山国家自然保护

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以及部

分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为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湖

南南山国家公园先后开展了

产业退出、生态搬迁、封禁管

理、生态修复等工作，实行了

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

每天接待的省内外游客比

往年更多！”在城步丹口镇

桃林村，村党支部书记介绍

道。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美景，如今已成为城步生

态旅游的一大特色。依托良

好的生态环境、厚重的文化

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

文旅项目的高质量融合发

展，城步正逐步成为一个令

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城

步发展的“绿”意愈发浓厚，

那些镶嵌在城步山水间的

“沉睡的资产”正被逐步唤

醒。去年 9 月，城步隆重推

出了国内首个水上苗乡数

字幻游项目——城步巫江

夜游，该项目一经面世便迅

速出圈，成为邵阳科技赋能

文旅的新标杆和全省旅游

经济的新增长点。

“两江峡谷的溪流清澈

见底，与常绿阔叶林相互辉

映，真是美不胜收。”初夏的

城步仍带着一丝凉意，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车内热

烈的讨论。

委员们认为，在自然与

人文的双重魅力下，城步正

不断谱写着生态与旅游、绿

色与发展、经济与民生共荣

共赢的和谐乐章。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委

员们建议，要持续着力守护

绿水青山，同时既要做“加

法”又要做“减法”，统筹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金

山银山更有“价值”。

人与自然“双向奔赴”

读 文 史 观 邵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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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威溪水库武冈威溪水库。。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为深入推进改善生态环

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5

月 14 日至 16 日，省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

织邵阳、衡阳、郴州、娄

底、永州、怀化的人资环

委负责人 、省市县三级

政 协 委 员 以 及 环 保 专

家，围绕“改善生态环境

专项民主监督”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等重点

课题，深入城步、武冈等

地开展联合调研。

为期数天的调研中，

调研组成员们亲身见证了

邵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指导下的探

索与实践，深刻感受到了

邵阳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

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取得

的显著成效。

    凝聚政协合力凝聚政协合力  
            共护绿水青山共护绿水青山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