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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新宁县黄龙镇黄龙村稻田上建设中的高架桥已具雏形。今年，新新高速公路建设进入第四个年头。

目前，黄龙村二标段高架桥桥面施工进入最后冲刺收尾阶段，年底前将实现全线竣工通车。

郑国华 邓暄暄 摄影报道 

近日，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新宁舜皇山片区，2 棵资源冷杉母树下有

22株资源冷杉幼苗破土而出，长势良好。幼苗的批量出现，标志着南山国家公园

资源冷杉原生境生态修复工作卓有成效，为珍稀物种资源冷杉种群重建带来了

新希望。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通讯员 周良军 摄影报道

5 月 18 日，“神奇绿洲”绥宁的阳

光灿烂而温暖，该县杂交水稻制种大

户汤明义带领儿子和孙子，在位于唐

家坊、黄土矿、红岩、李熙桥四镇的 80

多公顷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之间来回奔

波。截至当天，汤明义的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母本育秧总面积完成 40 公顷，完

全对接上了事先已经插好秧苗的杂交

水稻父本生长速度。

“今年是我杂交水稻制种面积最多

的一年，如果天公作美和管理到位的话，

预计可以生产杂交水稻种子24万公斤，

可以满足16万亩左右杂交水稻的供种

需求。”刚年逾花甲的汤明义擦了一把额

头上的汗，把汗滴甩落在田野里说道。

继承商贸世家衣钵

多年前，今新邵县陈家坊镇一对

汤姓兄弟划着小船，沿着资江一路逆

流而上，来到绥宁县北部商贸重镇唐

家坊，开始在此定居并繁衍生息。

“我祖父和我叔公来到唐家坊的

时候，因为他们老家名叫‘陈家坊’，所

以觉得‘唐家坊’这个名字特别亲切，

于是选择在此落脚！”汤明义介绍。

唐家坊镇位于蓼水支流扶水河

畔，一条明清时期沿袭下来的老街笔

直连绵 500 多米，因与当时湘西南商

贸重镇高沙相距不远，而且唐家坊位

于蓼水上游，故有“上有唐家坊，下有

高沙铺”之称。汤姓兄弟定居唐家坊之

后，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主要从事商

贸行业，重点经营布匹、铁器、糖果、香

料、干果、年画、渔网、钓具等产品，逐

渐成为唐家坊一带有名的商贸人家。

1965 年农历二月初三，汤明义降

生在唐家坊老街。1981 年夏，初中毕

业的汤明义年方 16 岁，正值改革开放

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他带头当起了

唐家坊镇的第一个“赶集郎”，即唐家

坊逢集，就在本镇摆摊销货；其余日

子，便带着货物到瓦屋、黄土矿、武阳、

李熙桥等地赶集。短短 4 年时间，汤明

义成为第一批在唐家坊镇中心地带购

买土地修建三层门面房的人。

完成职业农民蝶变

“小时候，虽然我们家条件相对较

好，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还是挨过

饿。”汤明义回忆，“直到分田到户，尤

其是种上了杂交水稻，我们终于家家

户户吃上了饱饭，大家都打心底里感

谢和钦佩袁隆平！”

2008 年的一天，正在武阳镇赶集

销售百货的汤明义忽然听到集市上有

人大喊：“袁隆平来了！”原来，因为拍

摄电影《袁隆平》，这位“世界杂交水稻

之父”来到了武阳。当时，整个武阳镇

集市上，不管是卖东西的还是买东西

的，纷纷朝当时袁隆平所站立的田野

跑去，争先恐后一睹风采。

“我跑得快，挤到了最前面。只见

袁隆平在田野里侃侃而谈，他自己那

么瘦，却给全人类带来了富足。不知为

什么，当时我跟周围的老老少少一样，

眼泪流了一脸。”汤明义说。

从亲眼见到袁隆平那一天起，汤

明义心里开始莫名其妙七上八下。妻

子黄冬凤看出了端倪：“明义，现在国

家政策这么重视杂交水稻制种，要不

我们转行搞这个吧？我在娘家做女儿

的时候，学过一些技术。”

一语点醒梦中人，汤明义明白了

自己内心躁动的原因。2012 年，汤明

义夫妇流转土地 8.8 公顷，开始专门从

事杂交水稻制种。在绥宁县种子管理

站及制种企业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妻子

黄冬凤的全力帮衬下，汤明义首战告

捷，当年种子大获丰收，收益超过了他

平时四处赶集的水平。第二年，汤明义

毫不犹豫将自己家的杂交水稻制种面

积扩大到 18公顷。

2015 年 10 月，年届五旬的汤明义

来到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班学习，并顺利获得国家“新型职

业农民证书”。至此，汤明义完成了向

职业农民的蝶变。

缔造制种世家传奇

2016 年，雄心勃勃的汤明义将杂

交水稻制种面积扩展到 33.33 公顷。当

年，汤明义积极响应绥宁县委、县政府

号召，朝着建设规模化、机械化、标准

化、集约化和信息化的“杂交水稻制种

基地五化”目标昂首前进。他投入 100

多万元资金，集中购买旋耕机、插秧

机、收割机、无人机、烘干机等农机设

备，初步实现“穿着袜子种田”的梦想。

在秉承“两根棍子，套根索子；迈开步

子，赶出银子”杂交水稻制种“赶花粉”

传统经验的同时，汤明义与气象部门

密切合作，在每一处制种基地都设立

了测温设施，确保精准测温。

2018 年，随着制种经验的进一步

积累，汤明义创造了绥宁制种历史上

单产最高纪录，亩产达到 283 公斤，同

时创造了 50 多公顷杂交水稻制种平

均亩产达 236 公斤的较高纪录。这一

年冬天，汤明义一直在外务工的儿子

汤晓舟主动回家加盟父母团队，成为

第二代专业杂交水稻制种人。

2019 年以后，汤明义一家平均每

年制种 66.67 公顷左右；2023 年以来

连续 2 年，稳定保持在 73.33 公顷左

右。“以前我就有过到非洲去制种的梦

想。听隆平高科和亚华种业的专家说，

我家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每年都有

一部分卖往了非洲。我真想到非洲去

看看我们生产出来的种子，在非洲长

得怎么样？”汤明义憧憬。

汤明义的孙子汤家维正在绥宁二

中念高二，从小就喜欢跟着祖父母和

父母在杂交水稻制种基地窜来窜去。

现在，每个周末他都要回到家里，一边

学习制种技术，一边教爷爷一些简单

的英语口语。“我的理想是高中毕业后

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农业大学，学成之

后，实现爷爷到非洲去制种的梦想！”

今年 17岁的汤家维说。

汤明义：从商贸世家到制种世家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黄开龙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肖和林）5 月

20 日，邵阳县 2025 年“文化馆服务宣传

周”系列活动在振羽广场启动。此次活动

由该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主办，县文

化馆承办。期间，县文化馆精心策划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涵

盖了展览展示、文艺演出、公益培训、非

遗体验等多个领域。

当晚，一场文艺汇演活动拉开了2025

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序幕，舞

台上，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和饱满的热情

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独唱《阳光路上》、南

路花鼓小戏《闹新春》、非洲鼓《战马》、舞蹈

《雨巷佳人》等节目轮番上演，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其中，具有本土特色节目形式，如

二人台对唱、地方戏曲南路花鼓小戏《新夫

妻赶街》备受关注，演员们精湛的表演，生

动展现了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台下

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活动结束后，看完节目表演的市民

欧阳屿婷说：“今晚的节目非常精彩，这

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极大丰富了我们老

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

据悉，此次活动从 5 月 20 日起，将围

绕“让文化馆成为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

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馆丰富多元的服务

内容，让更多人了解文化馆，走进文化

馆，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文化，

感受艺术魅力的平台。近年来，该县文化

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充分发挥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年

均开展各类群文活动 60 余场次，受益群

众达 35000 余人次。

邵阳县 2025 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

文 化 惠 民 服 务 群 众

邵 阳 日 报 讯（通 讯 员 刘 晶 晶）

“真没想到，大新镇还有这么漂亮的夜景，

灯火阑珊、碧波荡漾，真像一幅会呼吸的

山水画。”5月18日晚，从新邵返回冷水江

上班的黄志武在路过大新镇烟竹新铁索

桥上时发出一阵感叹。近年来，该县大新

镇聚焦“旅游+”业态，打好“科学规划导

航、基础建设强基、多维宣传扩音”组合

拳，正焕发出“文旅融合”的勃勃生机。

大新镇成立文旅融合专班，编制《文

旅融合发展规划》，统筹文化遗产保护、生

态资源开发和旅游路线设计，提出“一轴二

线三区多点”空间布局。该镇对资江河岸进

行绿化美化，修建观景平台6个，完成言筱

公路 24 公里绿化带建设；对河岸进行加

固，完成岸坡防护第一、二期工程；美化亮

化烟竹新和大东两座铁索桥，打造一条靓

丽的风景线。结合移民、乡村振兴、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项目资金，打造了大东、申

塘、上南府、磨林等一批“和美湘村”，让游

客每到一处都能遇到不同的微景观。建设

了一个面积20公顷的玫瑰主题公园，对白

水峡谷景区进行改造升级，修建免费游泳

池、公共厕所和露营场地。同时，言筱公路

三级改造项目将于今年启动。

“家人们看这些干笋子、干蕨菜，是

我们老乡在山里采摘晾晒的土干货”“家

人们看这个古琴，是我们非遗传承人纯

手工打造的”……大新镇充分利用本土

“网红”资源，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间输

出腊肉、橙子等土特产，销售古琴、竹篓

等文创产品。该县举办玫瑰节、茶叶制作

和橙子采摘体验等活动，以文化 IP 整合

周边资源，提升“资江小三峡”美景旅游

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游客，带动

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随着“规划—建设—运营”闭环模式

的逐步发展，大新镇文旅产业共带动

1200名群众就业，今年以来，共接待游客

6.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60万元。

  今年以来，新邵县大新镇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260万元

打好文旅组合拳 激活发展新动能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5 月 18 日，在第四届邵阳

旅游发展大会积极筹备之际，由武冈市

文化艺术创作发展协会、武冈市音乐家

协会联合创作的原创歌曲《武冈见》和

《都梁兰》正式发布，成为展示武冈形象、

弘扬地方文化的独特名片。

这两首歌曲的主创人员刘小群、李

智平、李博等，经过精心打磨，力求通过

音乐展现武冈的独特魅力。《武冈见》以

其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将武冈

的美食文化、云山十景、王城古迹等与旅

游邀约紧密相连。特别加入的湘韵戏曲

桥段，让歌曲既有现代的灵动，又不失历

史的厚重。《都梁兰》则借武冈市花兰花

和曾在此行吟的屈原为意象，深入挖掘

武冈的文化内涵。

“《武冈见》是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邀

请，《都梁兰》则是对武冈精神的深度挖

掘。”主创成员、武冈市文化艺术创作发

展协会会长李智平说，这两首歌就像武

冈的两面镜子，一面映照出人间烟火，一

面展现出文化底蕴。“希望通过《武冈见》

和《都梁兰》，让更多人了解武冈的历史

文化和现代风情。”

武冈市民祝盛奎在听完歌曲后激动

地点赞道：“《武冈见》里的卤香和古城，

能够一下子就勾起大家对武冈的向往，

《都梁兰》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武冈这座城

市的文化厚度。一首旋律朗朗上口，一首

旋律优美动听，对咱们武冈能够起到很

好的宣传作用，非常好！”

近年来，武冈本土音乐人积极投身

创作，助力城市发展。2023 年，稠树塘村

歌《杨柳美》在“幸福乡村·畅响世界” 

村歌大赛海选中成功晋级；2024 年，《杨

柳美》《法新情》荣获邵阳赛区一等奖并

晋级全国总决赛。随着第四届邵阳旅游

发展大会的临近，武冈正以全新姿态迎

接八方来客。这两首原创歌曲，将成为武

冈文旅宣传的“有声名片”，让更多人听

见武冈、走进武冈。

《武冈见》《都梁兰》原创歌曲预热旅发大会

奏 响 城 市“ 迎 宾 曲 ”

绥宁县自 1975 年开始杂交水

稻制种以来，历时已有半个世纪。多

年来，绥宁人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和对袁隆平院士的敬意，在

29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起了

“杂交水稻制种百里走廊”，全县 17

个乡镇，有14个乡镇参与杂交水稻

制种，从业人员超过 5 万人。现在，

绥宁县的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占据全

国十分之一，其单产、平均亩产、总

产量、总产值和机械化水平等，长期

保持全国前列，被袁隆平院士誉为

“中华制种第一县”，并于2013年获

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

尤其可喜的是，绥宁县涌现出

像汤明义这样一家两代甚至一家三

代专门或专业从事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的“制种世家”150 多户，预计到

2030年，将突破200户。他们奋斗的

身影，不但成为我国乡镇振兴战场

上亮丽的风景，更是守护我国粮食

安全和农业“芯片”的时代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