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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民间艺人在洞口县高沙镇长裕社区进行舞龙展演。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当

地举行“让文物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通过展演舞龙、傩舞等

非遗文化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彰显“非遗”的时代新活力。  滕治中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6 月 13 日，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周迎春主持召开

2025 年第 16 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暨市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唐渊，副主任罗玉梅、陈

博文参加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少

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传达学

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集中整

治违规吃喝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

发〈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

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副主任周农在邵阳调研时的讲话指示

精神；研究了相关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等。

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紧扣坚定不

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

人才的支撑作用、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

平等方面，切实履行好立法、监督、决定等职

权，助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

当作为，选准选实监督议题，围绕学生心理健

康、家庭教育促进“一法一条例”等重点领域

开展调研、监督工作。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特

别是教育工作者参加专题调研、专项监督、建

议督办等活动，推动教育领域代表建议高质

量办理。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本次执法检查为契

机，进一步增强依法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自觉，推动污染防治相关

法律法规在邵阳落实；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

展好“法治护绿人大行”执法检查，对执法检查

组反馈的问题，要加强与政府的沟通衔接，督

促相关部门抓好落实；依法履职尽责，持续深

入贯彻落实“三会三文”精神，凝心聚力推动邵

阳人大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主任会议召开

周迎春主持

邵阳日报讯（记者 朱杰）6 月 13 日，市政

府召开 2025 年第 10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组织开展“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案例释法 100”

讲座活动，学习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法律法规，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 2025 年上

海合作组织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致信精

神。会议强调，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最后一年，全

市政府系统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抓实重点任

务，强化组织保障，毫不放松抓好防止返贫致

贫监测帮扶各项工作，周密细致做好有效衔接

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确保过渡期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战略

的眼光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抢抓机遇、应

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努力打

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关于集中整治违

规吃喝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

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

折不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

上率下、以身作则，纠“四风”、树新风，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形成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会议组织开展了“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案

例释法 100”第 5 期讲座。市科技局副局长林峻

宇从“创新驱动发展 条例引领创新”的方向

和角度，为与会人员解读了《湖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条例》。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科技进步法及条例精神的

高度自觉，树牢大科技管理意识，落实好新一

轮科技体制改革攻坚行动各项任务，努力打造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科技创新高地。要坚持

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为着力点，扩能升级现有

科创平台、培育国家级科研平台、积极构建协

同创新机制，全力推动区域创新发展。要坚持

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健

全创新主体梯度培育机制，组织实施好一批科

技项目，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助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要持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科

技金融支撑，加大科技人才引育，以创新生态

优化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市政府召开2025年第10次常务会议

重点研究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高考已经结束，多地公布志愿填报时间，

招生入学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少数自媒

体为追逐流量和谋取私利，趁机夸大宣传、断

章取义，捏造不实信息。这些行为不仅增加

家长心理压力，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还扰乱正

常招生秩序，损害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公信力。

招生入学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的关键环

节，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容不得任何歪曲解

读。少数自媒体把招生入学当作“流量密

码”，贩卖“升学焦虑”，破坏教育生态，亟需予

以整治。

不良信息的传播止于公开、止于透明、止

于监管。教育部门要确保及时、全面、准确发

布招生政策和学校招生计划等信息，对家长

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组织解答，不断提高招

生入学工作透明度。网信、公安等部门要拿

出真招实招，对屡屡违规的自媒体账号加大

处理力度，切实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网络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从源头上遏

制相关不良信息的传播。少数自媒体账号会

通过使用谐音字、错别字等手段，规避平台审

核。对此，平台在加大人工审核投入的同时，

要加快技术革新，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快速有效识别和过滤不良信息。还应设立便

捷的举报渠道，并确保举报信息得到及时有

效处理。

面对少数自媒体账号的“话术”，家长需保

持高度警惕。看到“内幕消息”“缴费占学位”

“内部关系入学”等敏感字眼，要有甄别意识，避

免被误导，从而产生非理性的教育消费行为。

招生入学工作，关乎孩子未来，关乎家庭

幸福。整治涉及招生入学的谣言，是维护教

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必然要求。各

方协同发力，才能让招生入学工作不受干扰，

让家长和学生免遭坑骗。

不可贩卖“升学焦虑”
郑明鸿

边 鼓 录

楼 回 云 随 画 拱 飞
—— 宣 风 楼 即 景

(详见 3版)

高 山 岭 ，海 拔 338 米 ，是 北

塔区海拔最高的山峰。

立足高山岭，目之所及，是

千亩水果基地，露营基地、党建

小游园开门迎客。很难想象，这

里曾是一座茅草丛生、无人问津

的荒山。

变化不会凭空产生！这个曾

经被岁月遗忘的角落，是如何从

地理高峰蜕变为产业高峰和网

红打卡胜地的？

●苏醒：杨梅基地唤醒

一座山

“一年只有半年粮，养女莫

嫁李子塘。”这是一句曾经在北

塔区陈家桥一带广为流传的民

谣。里面说的李子塘村位于陈家

桥镇西北角，2014 年被列为省级

贫困村，当时村里基础设施差、

产 业 发 展 落 后 ，人 均 收 入 不 足

4000 元。

2003 年以前，李子塘村高山

岭是一座荒废了二十多年的荒

山，是村民眼中的荒山野岭，也

是村干部眼中的“包袱”。

成为荒山以前，高山岭有着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间回到

1944 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

年抗日部队在高山岭激战日军，

园内至今留有战壕遗迹 30 余米。

新中国成立后，高山岭逐渐发展

成为油茶基地，成片的油茶树枝

繁 叶 茂 ，构 成 了 一 道 靓 丽 风 景

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

一带的油茶树在自然条件下自

然死亡，这里也就慢慢变成了无

人问津的荒山。

“以前这里茅草丛生，草长

得比人还高，山上也没有路。”

“山里荒无人烟，早些年没

人敢上去。”

“山里有口长塘，开发前大

家都不敢去那里钓鱼。”

……

从村里老人的你一言我一

语中，不难想象从前高山岭的颓

败之景。

高山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

发生在 2003 年。

那一年，为寻求破局，改变

村 里 的 落 后 状 况 ，身 为 退 役 军

人的老支书唐忠骨子里憋着一

股 不 服 输 的 劲 儿 ，在 村 里 走 了

一 遍 又 一 遍 ，去 产 业 发 展 得 好

的 村 看 了 又 看 ，最 终 决 定 在 村

里 发 展 杨 梅 种 植 。而 地 点 就 选

在高山岭一带。

当年，唐忠把当时在长沙务

工的本村村民廖增良请回村来，

准备大干一场，希望他能为村里

发展献一份力。

靖 州 杨 梅 素 有“ 江 南 第 一

梅”的美誉。于是，他们找到来自

靖州的李子塘女婿周耀华，三人

合伙，大胆引进靖州木洞杨梅，

风风火火地搞起了杨梅种植。他

们成立了李子塘村杨梅专业合

作社，到 2009 年，杨梅产业初见

成效，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如今

可实现年产值 60万元左右。

“杨梅不愁卖，也不用出去

卖，大家都来李子塘采摘杨梅，

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这里有好

杨梅。”提起自己一手发展起来

的杨梅产业，唐忠的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脸上笑开了花。

高 山 岭 的 变 化 不 是 偶 然 ，

而 是 必 然 。村 干 部 敢 想 敢 干 ，

充 分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 ，发 动 群

众 积 极 投 身 家 乡 建 设 ，这 大 概

是改变背后的最重要因素。

●繁荣：千亩水果基地

热闹一座山

虽然发展了杨梅种植，但李

子塘村仍然没有改变贫困落后

的状况。

廖增良从长沙回来以后，就

扎根李子塘，决心在家乡干出一

番事业，彻底改变家乡的落后面

貌。2008 年，他以高票当选村党

支部书记。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

推进，2017 年，李子塘村实

现 整 村 脱 贫 退 出 ，但 依 旧

是经济薄弱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不足 1.5万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高山岭的

第二次重大变化，同样发生在这

一年。

杨梅提高了李子塘的知名

度，也让村“两委”看到了发展水

果产业的可行性。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村里产

业 发 展 落 后 的 窘 迫 局 面 ，2017

年，廖增良带领村干部和党员群

众积极破局求变，四处寻找适合

李子塘发展的最好出路，先后到

怀化、湘潭、株洲等地考察，从株

洲炎陵引进优良黄桃品种，签订

技术服务协议，并成立北塔区李

子塘村农业专业合作社。2018 年

成功建成 23 公顷黄桃采摘产业

园。至此，李子塘村以高山岭为

核心的千亩水果基地初见雏形。

目前，黄桃采摘产业园年产值可

达 60万元。

“只要找准了路子，村子就

一定能富起来。”同样是退役军

人的“兵支书”廖增良以敢打硬

仗的决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带

领全村发展精品水果种植，一步

步把“包袱”变成财富。

经过几年的发展，高山岭一

带逐渐发展成为集生态观光、休闲

采摘于一体的千亩精品水果产业

园。曾经的荒山穷山变成了金山银

山，李子塘村也从原来的“贫穷村”

蜕变为如今远近闻名的“果盘子”。

“高山岭主峰种植着 350 亩

黄桃，山脚下还有400亩杨梅、120

亩黄金柰李、60亩黄金贡柚、30亩

葡萄……”廖增良谈起村里发展

的水果种植产业如数家珍，边说

边用手指向远处，热情地向来客

介绍起近些年来村里的变化，心

中的喜悦爬满了黝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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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高峰到产业高峰
——看北塔区李子塘村高山岭的前世今生

邵阳日报记者 曾小慧 袁光宇 通讯员 杨澜清 吴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