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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通讯
员 朱羽翼 罗世辰）6 月 4 日，湖南工

匠学院邵阳分院在邵阳市职工服务中心

揭牌成立。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再衡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罗玉梅共同为湖南工匠学院邵阳

分院揭牌。

近年来，邵阳市高度重视产业工人

队 伍 建 设 ，目 前 拥 有 技 能 人 才 158657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30245 人，并培育选

树了湖湘工匠 10人、宝庆工匠 79人。

此次揭牌成立的湖南工匠学院邵阳

分院，将坚持服务邵阳高质量发展的定

位，围绕我市“3×3”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七大产业链”集群建设，开展职工技能

培训、高技能人才交流、职业技能竞赛等

活动，擦亮“宝庆工匠”品牌，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未来，还将争取各

方支持，深化校校、校企合作，打造具有

邵阳特色的新型工匠培训基地，为培养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匠技能人才、

助力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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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肖亮凤）

6月 4 日，全市食品安全风

险会商暨食品安全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调度

会召开，深入分析当前食

品安全形势，对突出问题

整治行动进行再调度、再

部署、再推进。副市长、

市食安委副主任胡小刚

出席。

会议指出，抓好食品

安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障高品质生活、体现高

水平治理能力的必然选

择。全市上下必须以“一

失 万 无 ”底 线 思 维 筑 牢

“ 万 无 一 失 ”安 全 根 基 。

要 聚 焦“ 一 老 一 小 ”、医

院、农村等薄弱环节和重

点领域，严控食用农产品

种植养殖及食品生产加

工风险，不断提升餐饮行

业透明度。要加强部门

联动，深化行刑衔接，鼓

励社会监督，凝聚合力守

护“舌尖上的安全”。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

“四个最严”要求，着力推动

“四方责任”落实，有效运

用“三书一函”等手段，探

索开展“企业评市监”活

动，倒逼监管效能和服务

水平提升，加快形成企业

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

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

构建共治新格局
筑起食安新防线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6 月 3 日，2025 年邵

阳市“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在市城区城南公

园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冯

东旺宣布活动启动。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

市相关部门和单位、企业

及公益组织的 20 余个方

阵、近 400 名爱心人士整

齐列队，共同宣读“爱心

送考、文明出行”倡议书，

承诺以安全、高效、温馨

的服务助力考生高考。

此次活动共汇聚了出

租车、网约车、私家车等近

千辆爱心车辆。6月7日至

9日高考期间，考生可凭借

准考证免费搭乘贴有“爱

心送考”车贴的爱心车辆；

居住地偏远或无人接送的

考生，也可以预约享受“点

对点”“一对一”接送服务。

同时，交警部门也将开辟

送考绿色通道，加强考点

周边交通疏导，全方位保

障考生顺利赴考。

据 悉 ，邵 阳 市“ 爱 心

送考”公益活动自 2005 年

启动以来，从最初的几十

辆爱心车辆参与，发展到

如今近千辆出租车、网约

车、私家车广泛参与，累

计服务考生超 10万人次。

“爱心送考”再出发

(上接 1 版）我们要始终心

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全力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底色；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拓宽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

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进

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强化政府、企业、公众

等各类主体责任，以制度

和法治守护生态环境，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美 丽 邵 阳 ，人 人 共

建；美好生活，人人共享。

建设美丽邵阳，需要每一

位市民的积极参与。我

们要大力弘扬生态文化，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通过

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

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

绿色企业等，让绿色理念

深入人心。我们每一个

人都要争做生态文明理

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

践行者，从自己做起，从

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形成

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

方式，用实际行动为生态

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 志 之 所 趋 ，无 远 弗

届 ，穷 山 距 海 ，不 能 限

也。”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以此

次六五环境日湖南主场活

动为契机，牢牢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

天蓝、地绿、山青、水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

园，为绘就美丽中国的湖

南篇章作出邵阳贡献。

“乡村文化建设像春雨一样

无声，但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

精气神。”隆回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金石桥镇党委书记彭南保

感慨道。

金石桥是一片红色热土，

1926年5月，这里建立了中共土桥

支部。1927年4月，成立了隆回境

内第一个共青团组织。境内的红

二军团鸭田战斗指挥所旧址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红军长征

路、红军烈士墓等红色教育资源。

每年 7 月，金石桥镇都要组

织党员干部重走长征路，开展实

景党课。每年清明节，组织各界

人士祭扫红军烈士墓。去年，镇

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面

向党员干部、群众、学生开展红

色故事宣讲、爱国主义教育等活

动60余场，引导大家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爱国情怀和家国意识。

2024 年 1 月，金石桥成立隆

回县第一个乡镇文联，积极推动

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开展。一年

时间，镇文联组织笔会、采风活

动 12 次，会员创作发表各类文

艺作品 1200 多篇。

文化阵地是文化生长的土

地。金石桥镇整合乡村道德讲堂、

综合文化站、图书馆、农家书屋等

资源，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

个、文明实践站 31 个，文明实践

所（站）按照“年有计划、月有安

排、周有活动”要求，常态化开展

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同

时，该镇积极推动文化、体育与旅

游融合发展，成功举办隆回、新化

两县“康群·快乐杯”篮球友谊赛

及“乡村振兴杯”全县乡镇（街道）

干部职工篮球赛、梅山跤术争霸

赛、广场舞比赛等赛事，激发全民

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

从千年农耕文明中走来，向

着新时代文化强镇目标奋进。

“我们将持续巩固全国文明镇创

建成果，统筹推动县域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努力打造文化强镇。”

彭南保说。

■以文育人，砥砺奋进力量

近年来，金石桥镇大力推进

乡村文化建设，唤醒文化的力

量，以文化凝聚人心，以文兴业，

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金石桥镇利用当地传承千

年的黄金井茶文化，举办茶文化

节、开展制茶技艺比赛，带动茶

产业全面快速发展。全镇已有生

态茶园 300 多公顷、野生茶林数

千公顷、茶叶加工企业 4 家，年

产值过亿元，茶文化成为富民增

收的“催化剂”。

在打造“产业兴镇、边贸富

镇、旅游活镇、宜居旺镇”的前进

路上，金石桥镇深度挖掘本土文

旅资源，在镇中心建起“土桥剧

场”，常态化举办文艺展演、歌舞

比赛、篝火晚会、梅山文化展示等

活动，去年举办活动42场，累计吸

引10多万人次参与。巨大的人流

量，带火镇里的夜间消费，夜宵街

的100多个摊位，每晚营收近百万

元。文化“流量”，变成“现金量”。

“我爱弯弯的兰草河，你从

我家门前弯弯流过。我爱弯弯的

兰草河，你从我心窝里弯弯流过

……你像母亲的手臂弯着我的

家乡，弯着一首美丽的歌。”金石

桥镇的形象歌曲《弯弯的兰草

河》，唱出每位金石桥人对家乡的

热爱，更抒发了远行游子对家乡

的浓厚乡情。在“迎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的大潮中，该镇浓墨重彩书

写乡愁文化，先后推出《土桥美》

《家乡金石桥》《乡音乡情》《最爱

金石桥》《望云山》《我爱我的小山

村》等歌曲、散文，用浓得化不开

的乡愁，将许多在外致富的能人

们“呼喊”回乡投资创业。

从金石桥走出去的猫人国

际（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游

林，在乡情的牵动下，为家乡的助

学、基础设施建设捐资 100 多万

元，并投资1.3亿元在金石桥建设

猫人集团电商产业园。湖南矗天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时

鹏、东莞市三锦服饰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玫瑰等一大批“老乡”，相

继回到金石桥镇投资兴业。

金石桥镇地域文化日益活

跃，也吸引了大批外地的优秀人

才前来创业、就业。益阳市安化县

的罗伏祥，在镇中心开办爱购超

市；邵东市的谭强，在金石桥镇开

办服装城；4月30日，金石桥镇产

业园举行 2025 年合作项目专场

集中签约仪式，6 家企业集中签

约，总投资达1.6亿元……

■以文兴业，激发产业发展

金石桥镇，原名土桥，相传于

1912 年改名为金石桥，是隆回县

北部的边陲小镇，地处娄底、邵

阳、怀化三市交界。这里是梅山

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有着丰

富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其中，梅山医术、梅

山油龙、梅山跤术等，相传已有千

年历史。

近年来，金石桥镇深入挖掘

春节、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

日文化内涵，通过文明实践活动，

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

设中焕发新魅力。该镇每年组织

开展“梅山油龙过春节”“元宵猜

灯谜”“端午采艾祈福”等传统节

日活动 40 余场，让优秀的传统文

化融入百姓生活。

“在讲求和睦精神的传统文

化浸润中，全镇形成良好家风、民

风、乡风，村民家庭和谐，邻里和

睦。”金石桥镇党委宣传委员、人

大主席邹明亮介绍。

金石桥镇注重传统文化的保

护与活化利用，将流传于晓阳溪

村的梅山油龙习俗成功申报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并将油龙舞出了村、镇，已经数十

次参加周边地区的文化旅游活

动。八音锣鼓是梅山地域特有的

民间音乐。金石桥镇通过连续举

办八音锣鼓演奏大赛，让濒临失

传的古老文化重新焕发光彩。全

镇新培养出传承人 200 多人，使

欢乐喜庆、高亢深远的音乐重新

成为山村节日或群众家里办喜事

时的“主旋律”。

“梅山跤术是梅山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梅山人民世

代相传的尚武精神、民俗风情、社

会价值观和历史记忆。”梅山跤术

传承人游春艳介绍。为发扬光大

“坚毅勇敢、忠义担当”的梅山武

道精神，金石桥镇连续举办梅山

跤术争霸赛，培养了众多优秀的

梅山跤术传承人。

■以文润心，弘扬传统美德

仲夏，当金灿灿的夕阳渐渐

钻入白马山，闪耀着金鳞的兰草

河，渐渐变成一条浅绿、深绿、墨

绿色的飘带，小河两岸的广场上

播放起《弯弯的兰草河》歌曲，陆

续到来的金石桥镇居民和着音

乐跳起广场舞。镇中央的“土桥

剧场”舞台上，十多名鼓乐手，敲

锣、打鼓、吹唢呐，高亢的乐曲把

穿城河上的霓虹灯、街道上的路

灯、家家户户的电灯接续点燃。

夜宵街 100 多个摊位的灶火跳跃

着，舞蹈着，厨师们挥舞锅铲撞

击出的叮当声，摊主们揽客的吆

喝声，街道上涌动的人流的笑语

声 ，把 千 年 古 镇 渲 染 得 热 辣 滚

烫、和美繁华。

如今，金石桥这座千年古镇，

已“蝶变”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

合发展的美丽城镇，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被充分挖掘传承，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吹

遍”古镇，新时代文明“点亮”和美

乡村。

破解隆回县金石桥镇精神文明建设密码系列报道之二

文 化 涵 养 乡 风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肖之健 雷湘丽

文 明 花 开 耀 邵 阳金石桥镇夜市街“土桥剧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资料图片）

2024 年 9 月 21 日，在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省音乐家协会组织的歌唱演员志愿者在金秋的田野上为金石桥镇冷溪

山村村民倾情献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