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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肖佳 管菱莉）为进一步提高有限空

间作业安全意识，规范作业人员作业

行为，增强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

援能力，6 月 16 日，市自来水公司组织

开展“管住有限空间 守护无限安全”

应急演练活动。

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现场瞬间

进入“战斗状态”。作业人员迅速奔赴

各自岗位，橙黄色的警示带在他们手

中翻飞，眨眼间就在作业区域外围拉

起了一道严密的警戒线。大功率通风

机被快速启动，强劲的气流顺着井口

灌入井底，卷起阵阵尘土。紧接着，一

名技术人员蹲在井口旁，双手稳稳握

住便携式气体检测仪，身体前倾，将检

测仪缓缓送入井内，分别对井内上、

中、下三个关键部位的氧气、甲烷、硫

化氢等指标进行循环检测。他紧盯检

测仪屏幕，眼神中满是专注与谨慎，嘴

里还不时念叨着数据，直到各项气体

指标达到安全标准。

在确认气体安全后，入井作业人

员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相互配合，

仔细检查身上的安全绳是否牢固，安

全帽的卡扣是否系紧，每一个动作都

透 着 一 丝 不 苟 。“ 检 查 完 毕 ，准 备 入

井！”随着一声报告，入井作业人员深

吸一口气，在地面监护人员“注意安

全，保持联系”的叮嘱声中，缓缓下降

至井内。井口上方，监护人员全神贯

注，紧握安全绳，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井下，时刻关注着入井作业人员的状

态以及气体检测仪的数据变化。

井下，入井作业人员依照标准化

流程，小心翼翼地穿梭在管道之间，时

而蹲下仔细查看管道接口，时而用工

具轻轻敲击管道，侧耳倾听是否有异

常声响。整个作业过程有条不紊地进

行，未出现任何异常状况。

当维修任务顺利完成，入井人员

在地面监护人员的精准引导下，沿着

安全绳缓缓上升。随着他们的身影重

新出现在井口，其余人员迅速行动，在

再次确认环境安全后，熟练地拆除通

风设备，卷起警戒线，演练现场逐渐恢

复平静。

“此次有限空间应急演练，既验

证了公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还检验了维修作

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市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加大应急

培训和演练力度，持续提升企业的安

全应急能力，为城市供水安全筑牢坚

实防线。

市自来水公司开展有限空间安全应急演练活动

让 有 限 空 间 无 限 安 全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杨海 肖薇）6 月 16 日 9 时 30 分，尖锐

的警报声骤然划破邵阳连泰鞋业有限

公司厂区的宁静，一场“沉浸式”消防

安全演练拉开帷幕。

此次演练模拟厂区突发火情，微

型消防站先期处置未果后，5300 余名

员工在安全人员的精准指挥下，分批

次、分区域有序撤离。短短 5 分钟内，全

员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消防救

援队伍迅速抵达，高效完成高空灭火、

高空救援等高难度科目，为园区安全

生产应急处置提供了生动范本。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24 个“安全生

产月”，邵阳经开区持续开展各类安全

生产宣传活动。当天，2025 年邵阳经开

区“安全生产月”集中咨询宣传日活动

同步在连泰鞋业开展。

活动中，邵阳经开区联合市矿山

救护支队、蓝天救援队等单位，组织园

区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产业发展等多

部门联合设台，紧扣“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

题，通过悬挂标语、设置展板、发放资

料及现场讲解等形式，将各类安全知

识送到企业员工身边，切实提升全员

风险防范与应急能力。

活动现场，安全生产标杆企业经

验分享成为一大亮点。作为全市首家

获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的工贸企

业，三一专汽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构建

“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打造智慧安

全“最强大脑”，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

的安全管理模式。企业负责人在分享

中倡议：“各园区企业应夯实管理根

基，以数智化手段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共同筑牢园区制造业安全发展基石。”

“园区发展提速、业态不断创新，

对安全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邵阳经

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龙海

鹰表示，今年“安全生产月”及全年工

作中，园区将从三方面发力：聚焦“人

人讲安全”，依托线上线下平台，推动

安全法规与应急知识进车间、进班组；

聚焦“个个会应急”，要求各单位、企业

在 6 月份至少开展 1 次实战演练，确保

全员熟练掌握应急技能；聚焦“查身边

隐患”，开展全员参与的隐患排查整治

行动，鼓励员工化身安全“吹哨人”，实

现隐患闭环管理，全力构筑安全生产

坚固防线。

邵阳经开区“安全生产月”活动亮点频出

安全隐患人人查 科普宣教时时抓

王昌龄一句“沅水通波接武

冈”，让离别的烟波凝成永恒的邀约。

千年后，沅水依旧汤汤，武冈的青山

仍披云雨，而诗句中的“不觉离伤”早

已化作古城血脉中的温厚与从容

——武冈，这座以诗为魂、以史为骨

的楚南名城，正以青山为墨、云雨为

卷，续写着“明月何曾是两乡”的千年

长歌。

沅水波光

诗魂与历史的双重注脚

沅水的每一道波纹，都是历史

的折痕。汉代都梁侯国的铜印沉眠

水底，唐代诗人的轻舟曾剪开江

雾，王昌龄笔锋落处，离愁随浪而

逝，诗情却镌入青石。岷王朱楩以

糯米桐油浇筑的城墙，六百年来如

青铜淬火，将“盖天下”的雄心与湘

桂黔边陲的烽烟熔铸一体。古渡口

边渔舟唱晚仍在，商旅的驼铃已换

作客机的呼啸——沅水之“通波”，

不仅是地理的勾连，更是文明脐带

的脉动。王昌龄若重游故地，或会

惊叹：那曾载离舟的沧浪，如今正

托起新时代的千帆竞发。

青山云雨

神性与烟火的和鸣

武冈的青山，是天地间的诗

行。云山七十二峰吞吐烟霞，佛寺

钟声撞碎迷雾，道观丹炉燃亮晨

曦；法相岩的溶洞滴落万年光阴，

文庙的飞檐却将礼乐托上青云。苗

家银饰的叮咚与七星锣鼓的铿锵，

在街巷间织就交响——楚辞的苍

茫、苗鼓的炽烈、摇滚的激越，皆化

作山岚，浸润每一寸土地。王昌龄

笔下“青山一道同云雨”，在此被赋

予新的诠释：云是苗女刺绣的丝

线，雨是土陶瓮中翻涌的卤香，而

那道青山，早已不是屏障，而是文

明交融的天然舞台。

明月故里

离愁与归途的滋味辩证法

武冈的烟火，是游子解构乡愁

的秘钥。都梁兰香从屈子衣襟坠入

明代陶瓮，二十四味草药在瓮中沸

腾，将巫傩的神秘熬成琥珀色的记

忆。岷王府的铜鹅振翅跃入卤汤，

羽化成舌尖的史诗；百年豆腐凝如

月色，米花糖的甜糯绾住市井温

情。王昌龄的“不觉离伤”，或许正

因这方水土的滋味哲学：晨雾中的

米粉热气蒸腾离绪，正午的血浆鸭

以香辣焚尽怅惘，暮色里的卤汁将

天涯浇灌成归途。一箸一味，皆是

对“明月何曾是两乡”的生动注解。

千年明月

照见王侯骨，亦暖百姓灯

武冈的明月，是历史长卷的留

白处。它曾映照岷王府的金瓦，也抚

摸过木瓜桥畔的星火；见证南明王

朝最后的倔强，更照亮红七军“萝卜

眼里长铜钱”的赤忱。而今，古驿道

的青石板与“一带一路”的车轨交

响，水龙灯的光影跃入元宇宙的星

河，中山堂的砖缝间，“一寸山河一

寸血”的呐喊仍在与导弹模型的银

翼共鸣。武冈的明月，从不独属于庙

堂——它落在晨起磨豆腐的竹匾

上，缀在苗家少女的银饰边，最终化

作游子梦中永不褪色的原乡图腾。

沅水的波光漫过千年，武冈早已

超越地理的坐标。它是王昌龄诗句中

“通波”的文明渡口，是朱由榔孤守山

河的最后一盏灯，是《武冈谣》里传统

与潮流的和弦，更是每个离人转身即

可触摸的故乡。青石城墙与时代引擎

共振，卤香烟火共星河璀璨——王城

武冈，正以王昌龄的诗心为韵脚，续

写“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永恒长歌。

长歌未绝，王城不老——此心

安处是武冈。

沅水通波接武冈

都 梁 长 歌 王 城 千 年
莫 杰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黄督宇 何春艳）6 月 11 日晚，家住大祥

区的银女士在小区门口的药店买药时，

发现一名老人在向药店工作人员讨水

喝。经询问得知，老人已在附近徘徊了一

整天，似乎迷失了方向。

银女士作为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的家属，深知救助工作的重要性，她

立刻走上前尝试与老人沟通。然而，老

人却一问三不知，无法提供有效信息。

银女士立即将情况告知了身为市救助

管理站站长的丈夫李亦武，并发消息求

助：“楼下药店有个老人，可能是走失

了，你快来！”

接到消息后，李亦武迅速赶到现场。

凭借多年的职业经验，他初步判断老人

并非外来流浪人员。他一边安抚老人情

绪，一边耐心询问其个人信息。经过一番

努力，老人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并提

到自己家在新邵县陈家坊镇。

李亦武立即联系新邵县救助管理

站负责人，并通过乡镇、村的协助，最终

确定了老人的具体住址。与此同时，他

安排市救助管理站启动紧急救助程序。

随后，该站工作人员携带救助物资、食

物和水迅速到达现场，并连夜护送老人

回家。

当救助车辆抵达老人家门口时，老

人的女儿激动不已，紧紧握住工作人员

的手，连声道谢。原来，老人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独自外出后已经走失 3 天，家人

正焦急地四处寻找。

“这次救助只是我们日常工作的缩

影，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李

亦武说，“我们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家

属、朋友也被这种爱心感染，有情况就会

立刻联系我们。我们希望人人都能成为

救助者，用爱心和热心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爱 心 接 力 助 走 失 老 人 安 全 归 家

6 月 16 日，在洞口县文昌街道文昌社区一处公园，市民在进行健身运

动。近年来，该县注重民生需求，利用城区边角地、荒裸地等地块改造建设

成小公园，种上绿色植被，配置了健身步道、运动器材等设施，拓展了群众

就近健身锻炼、休闲娱乐的活动空间。      滕治中 摄

6 月 9 日，城步产

业开发区绿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员工在竹

纤维环保茶具生产线

上作业。近年来，城步

苗族自治县大力推进

实 施“ 以 竹 代 塑 ”工

程，积极扶持一批竹

制品加工企业与高等

院 校 进 行“ 科 技 联

姻 ”，开 发 生 产 竹 餐

具、竹茶具等高附加

值、低碳排放的环保

型产品，为促进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绿色动能。

严钦龙 段伟妮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曾萍）6 月 16 日，邵阳市 2025 年防范

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市

区西苑公园举行。邵阳农村商业银行

积极响应号召，组织业务骨干走进公

园，面向广大市民开展金融法律法规

知识宣讲，帮助公众提升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活动现场，邵阳农村商业银行工

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

幅、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市民普

及防范非法集资、反洗钱、防范电信

诈骗等金融安全知识。针对老年群体

金融风险识别能力较弱的特点，工作

人员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非法金融活动常见手段和危

害，提醒市民“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

险”，切勿轻信他人，远离非法集资，

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这个宣传真有用！以前老觉得诈

骗跟自己没啥关系，今天一听才明白，

原来那些骗人的套路可能就藏在平时

看到的理财广告或者手机链接里，一不

小心就会上当。”市民王女士在听完工

作人员讲解后感慨道。咨询台前，不少

市民驻足咨询，该行工作人员耐心解

答，并指导大家如何通过正规渠道查询

金融机构资质、举报非法金融活动。

邵阳农村商业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守住钱袋子 共筑安全网

安全生产长抓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