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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地处雪峰山东麓、南岭

北缘、资水上游，素有“黔巫通衢”之

称。全市总面积为 1549 平方公里。

武冈为什么叫“武冈”？北魏大

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资水》

里如此记载：“县左右二冈对峙，重

岨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

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

称焉。”

武冈为什么又叫“都梁”？南朝宋

代盛弘之在《荆州记》里这样解释：

“都梁县西有小山，山上水极清浅，其

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

谓兰为都梁，即以县为名也。”

兰馨馥郁的武冈，是一块福地。

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人

居住，周为楚地，秦属长沙郡。西汉

文帝、景帝年间（公元前 179 年—前

141 年），武冈置县建城，属长沙郡，

距今已有 2200 多年。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24

年），武冈县改名为都梁县，属零陵

郡。同年，汉朝廷在此置都梁侯国，

汉武帝刘彻封长沙定王之子刘遂为

都梁侯国敬侯，从此确定了武冈作

为湘西南重镇的地位。

以后，武冈或为县，或为军，或为

路，或为州，或为府；名称除武冈、都梁

外，还曾改为武攸、奉天等。民国2年

（公元1913年）改武冈州为武冈县。

1994 年，武冈撤县建市，当年 7

月武冈被定为革命老区。2007 年 4

月省政府批复的《湘西地区城镇体

系规划》把武冈明确定位为湘西地

区次中心城市。2011 年 8 月武冈被

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12 年

成功创建省级卫生城市。

自古以来，武冈就是人文荟萃

之地，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结合，

繁衍出灿烂的都梁文化。

战国末年，遭受流放的屈原从

溆浦穿雪峰山脉南下到武冈，再沿

资江辗转到汨罗江。西晋的陶侃在

武冈当过县令，政绩斐然，尤重教

化。李时珍曾采药到武冈。

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

中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王安石

四家，写过关于武冈的文章或者在

武冈题过字。

唐代王昌龄，宋代宋祁、周仪、

陈与义、文天祥，元代李道纯、欧阳

玄，明代王世贞、袁宏道、曹一夔、蒙

大赉等，明清之际的潘应斗潘应星

兄弟、王夫之，清代的邓显鹤、谭嗣

同、何绍基、王闿运、左宗棠、曾国

藩、郭嵩焘、邓辅纶邓绎兄弟，现代

和当代的蔡锷、吕振羽、欧阳东、邓

中宇、曾以鲁、韩马迪、周谷城、艾

青、晏阳初等，都在武冈留下熠熠生

辉的人文印迹。

历史上，有两个皇帝为武冈题

过字。一个是宋高宗赵构，他伫立武

冈城遥望云山，欣然题写了“云山七

十一峰烟云变幻”；另一个是宋理宗

赵昀，他在一个“雪霁”之日登上济

川门城楼，欣然题写了“宣风雪霁”。

明 永 乐 二 十 一 年（公 元 1423

年），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改

封到武冈。岷王在武冈承继十四世，

共 272 年。明末清初之际，南明永历

皇帝朱由榔由桂林迁来武冈，改武

冈州为奉天府。一时间，武冈成了抗

清复明的政治军事中心。

上世纪 30 年代末期，国民党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迁至武

冈，改名第二分校，也称黄埔军校二

分校。二分校附设的洞庭中学，1953

年改名武冈二中。抗战期间，由平民

教育专家晏阳初创建的湖南省立衡

山乡村师范学校也迁至武冈，先后

更名湖南六师、武冈师范。

武冈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至今

仍然可观赏可触摸可感受。

当年屈原和渔父对话的“渔父

亭”，宋代在古学宫内建的文庙，渗

透着浓郁文化色彩的“武冈十景”，

“盖天下”的古城墙，护城河上“五龙

不出城”的传说，“恰似凌云一支笔”

的凌云塔，被道教称为第六十九福

地的云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季岩，

家家户户有石刻楹联的浪石古民

居，红军桥，木瓜古桥，中山堂，武冈

革命历史纪念馆……

历史上，武冈没有发生大的旱

灾、水灾、泥石流、蝗灾、火灾、冰灾、

风灾、传染病灾等。武冈境内动植物

种类繁多，有罕见的喜雨草、白鹇

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促成武冈

被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市、茶叶生

产基地市、“丰收计划”重点市和省

瘦肉型猪、辣椒基地。

近年来，武冈城市建设实施“南

扩、北连、东接、西延”战略，都梁路

的改造，宣风楼、文庙、西直街、古城

墙的修复，以及城北新城、工业园

区、沿江风光带、武冈大道、武冈民

俗文化村等工程建设，尽展千年王

城现代风采。以航空领头、以高速公

路为主、以主要省道为辅的交通网

络四通八达，助人们便捷直达福地。

到了武冈，还有“口福”。武冈卤菜

已有近千年发展史，曾是明、清两代皇

家贡品。武冈被冠名为“中国卤菜之

都”，武冈卤菜已获批地理标志产品。

武冈铜鹅肉质鲜嫩细腻，被誉为“世之

名鹅”，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特色小吃和糕点如武冈米花、空

饼、南门口米粉等闻名遐迩。

在武冈这样的福地生活，不能

不说是幸福的。

武冈，是一片福地
黄三畅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6 月份

是本土辣椒上市的季节，连日来，武

冈市晏田乡盛产辣椒的石门村、青

山亭村等 5 个村，通过“村干部直播

间”将还挂在枝头上的新鲜辣椒从

田间地头销往全国各地。5 天内日

均销售额达 10000 元。

“咱们晏田辣椒香、脆、辣，炒菜

拌饭都入味，点击下方链接就能下

单！”在石门村直播间，石门村党总

支副书记许微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

晏田辣椒。从辣椒育苗大棚到加工

车间，从剁椒制作工艺到农家菜谱，

许微全程实景讲解，接地气的风格

吸引众多网友围观。直播结束后，许

微一边展示后台订单，一边笑道：

“刚开始面对镜头紧张得磕巴，现在

能跟网友唠半小时不冷场。”

在晏田乡党委组织下，驻村选

调生与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白

天跑田间、晚上学话术，用“土味直

播”打开“全国市场”。石门村党总支

书记李辉艳介绍，乡亲们以前肩挑

背驮赶市集，半天卖不出几筐辣椒，

现在直播间几个小时就能卖出近

100公斤辣椒。

青山亭村的“村干部直播间”

里，该村党支部书记廖名灯正在忙

碌着。“我们村集体种植辣椒 13 亩，

农户分散种植 50 多亩，亩产可达

3000 斤。品种包括本地辣椒和省农

科院的湘辣 4 号、湘辣 7 号等 6 个优

质品种，深受大家喜爱。”

近年来，晏田乡党委充分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推动辣椒产业规模化、科技

化、品牌化发展。全乡 90 多公顷辣

椒地、3000 平方米智能大棚里，党

员示范岗星罗棋布；13 个村通过

“党组织+合作社+农户”模式，去年

集体经济收入均超 10万元。

从独立作战到联合发展，晏田乡已建立富硒辣椒

示范基地、5 座现代化加工厂，开发出 12 类深加工产

品。随着第四届邵阳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武冈举办，晏

田乡将“椒闻天下”品牌形象店落户武冈西直街，辣椒

产业实现“从田头到街头”的全链条升级。

科技赋能实现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湖南省科

技大学“辣椒科技小院”升级为国家级平台后，新品种

“晏田红一号”亩产提升 30%，口感更优；驻村选调生蒋

琦琦对接省农科院，新增 4 个产品系列，并构建“抖音+

微信视频号”线上营销矩阵。“我们要让晏田辣椒既有

‘科技含量’，更有‘市场分量’。”蒋琦琦介绍，目前晏田

剁椒、辣椒粉等 12 种深加工产品畅销全国，辣椒产业

不仅“种得好”，还“卖得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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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
讯员 尹海瑞 梁琨）6 月 15 日，洞口

县石江镇石塘村黄桃种植大户谢礼

成一边忙于修剪苹果桃苗的改良，一

边忙于“护理”黄桃园里的中药材，同

时忙于联系黄桃礼品盒、快递盒的供

应商。他说：“今年的黄桃大丰收，预

计可收获三四十万斤。”

谢礼成的黄桃种植园共有 17 公

顷多，6 月初雇请村民为所有黄桃套

好了袋子。他种植的黄桃品质好，每

公斤能买 12 元至 16 元。除了黄桃，他

在黄桃园发展的林下经济也逐步实

现效益。他种植的约 1 公顷百合，再过

2 个月即可开挖。种植的约 1 公顷猫耳

草早已被“王老吉”预订，愁供货不愁

销。后一步，他还准备在黄桃园种植

玉竹。每年，他请人帮工要花 20 多万

元。他说：“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才

能实现提质增效；大家都能赚到钱，

才是好产业。”

该镇联合村的粮食种植大户卿笃

俭正准备为晚稻育秧。他牵头成立的专

业合作社，已辐射联合、双玉、金龙等几

个村。水田流转面积从以前的 13 公顷

多，增加到现在的60多公顷。配备的现

代农业机械，现在已有60多台（套）。其

中，无人机从原来的2台，增加到现在4

台。从2023年开始，他们开始托管村民

的闲置田地。今年，他们在去年 3 公顷

的基础上，又新托管7公顷多。

今年是洞口县的“提质增效年”，

石江镇党委、镇政府优化服务，积极

发动干部群众，“强信心、重担当、敢

作为、塑形象”，在各自领域逐步实现

提质增效。

除 了 谢 礼 成 、卿 笃 俭 等 种 植 大

户，该镇还积极引导村民发展葡萄、

紫薯种植；助力村民建设牛蛙、龙虾、

生猪、牛羊养殖基地；大力开展“多彩

生态大米”品牌建设，提高产品附加

值，实现增产增收。

该镇党委、镇政府通过整修加固水利工程，为产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卿笃俭说：“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巨大，以前因自然灾害受损的水坝整修好之后，保证

了水田的用水，真是太好了！”谢礼成说：“今年油菜花、桃花

盛开的季节，县农业农村局和镇里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文旅

活动，带来的效果看得见，打响了石江特色产业的品牌。”

同时，该镇通过“六零”工作法的提质增效，理顺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堵点，提振了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信心。如

该镇以“大宣讲、大走访、大恳谈”活动为载体，组织召开

院落会 50 余次等举措，号召干部群众讲好“多彩石江”故

事，全面推行“六零”工作法挂图督战机制，全面推进户积

分换商品机制，全面建立村级三年项目库等，让镇域经济

社会发展逐步迈向高质量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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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
员 刘健 易霞）6 月 12 日，在邵阳县

九公桥镇金盆村的金伯农产品农民专

业合作社养殖基地，成群的鸡林间悠

闲踱步，或在草丛中觅食嬉戏。近年

来，该村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四处寻求

“鸡”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山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生态

鸡养殖产业。

“我们主要以林山土鸡和三黄鸡

为主，它们只能长到三到四斤左右，一

餐刚好吃一只，品质又好，所以比较受

当地老百姓喜欢。”邵阳县金伯农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三柏介绍

说，山上的植被繁茂，各类野草、昆虫

等丰富多样，为鸡提供了纯天然、多样

化的食物来源，同时合作社负责人还

种植了 40 多公顷的玉米和水稻为鸡

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

因林下养出的鸡肉质紧实，口感

鲜美，合作社每年可出栏 2 万羽优质

鸡，每只售价平均 100 元，深受广州、

深圳、长沙、武汉等地消费者喜爱。

金盆村拥有丰富水资源和良好的

水利条件，潺潺流淌的溪水，不仅是鸭

子的嬉戏玩耍的乐园，更是它们日常

饮水的优质水源。结合当地实际，许多

村民在村里养起了鸭。何革雄是金盆

村的养鸭能手，近几年，他凭借着生态

散养鸭子每年可卖出 2000 只鸭子。何

革雄说：“我现在喂的鸭是广西南宁麻

鸭，价格是 20 元一斤，主要采取的是

散养模式，外面的草、小鱼、虫子都

吃。”鸭子在水中觅食昆虫、野草，再喂

一些玉米和谷物，这样“散养+补饲”

的方式，赋予了鸭肉紧实鲜嫩的独特

品质，很多市民成为了他的回头客。

如今，金盆村好山好水孕育出的

鸡鸭正借助电商平台逐渐走出它们生

长的土地，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

金盆村

林下养殖拓宽增收致富路

6 月 15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白云电站大坝水位消落至 537 米以下，释放约八成防洪库容，开始转入主汛期防洪调

度阶段。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