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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周旭芳）资水欢歌，云山含

笑。第四届邵阳旅游发展大会将于 6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武冈璀璨启幕。千

年古城盛装以待，发出“爱 ta 就带 ta

来武冈吃尝新宴”的盛情邀约，诚邀

天下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旅

盛宴，共享“千年古城·福地武冈”的

多重福气。

武冈是文化“福”地。漫步武冈，

汉代都梁的风华、明代岷王府的余

韵，在砖石纹理间隐隐跳动。法相岩

的沧桑石刻、文庙的肃穆殿宇，低语

着宝庆府昔日的荣光。转角处，一缕

百年卤菜的浓香霸道地唤醒味觉记

忆；耳畔，非遗丝弦的悠扬余韵，如

古城血脉的浅唱低吟。这是历史长

河馈赠的文化瑰宝，是深植于千年

文脉的厚重馈赠。

武冈是生态“福”地。登临云山

国家森林公园，但见云海翻腾，翠岭

叠嶂，“楚南胜境”的清气涤荡肺腑。

资江碧带环城，滋养一方沃土。巍巍

城垣与灵山秀水相偎，古塔钟声在

空谷回响，历史与自然的交响，织就

山水交融、令人神往的灵秀画卷。

武冈是美食“福”地。寻常巷陌

里升腾起烟火气，舌尖的欢愉唤醒

街衢，古韵今风在此交融。漫步“千

年古城奇妙穿越夜”，华灯初上，“夜

游”光影流转，手持仿古“银票”，恍

然步入明清市井的繁华。城东卤香

弥漫，精酿啤酒翻腾着泡沫，古老技

艺与现代产业共舞出生机。武冈的

美食，在古城繁华街区升腾的暖意

里，熨贴着每一位过客的心。

武冈的这份“福”缘，还蕴藏着

穿越古今的智慧与情怀。为了将这

份独特的“福”气与天下共享，作为

第四届邵阳旅发大会东道主，武冈

借势大会，开启古城新生：规划立法

为古城“立规矩”，修缮活化让古迹

“焕新颜”。西直街古韵新生，非遗工

坊、明风街区引人入胜，“夜游”“银

票”妙趣横生；卤菜博物馆香飘四

溢，“六月六尝新”古俗新承；五条精

品线路串珠成链，更有《武冈市旅游

市场促销奖补实施办法》拿出“真金

白银”，开通旅游专列、包机，广搭客

源网络，邀客深度体验，探寻古今交

融的魅力。432 名热情的志愿者“小

红帽”和 65 名专业讲解员已整装待

发，全程提供“心贴心”的“一站式”

服务。全市上下正全力整治旅游环

境，让游客玩得“放心、舒心、开心”。

经过精心筹划，第四届邵阳旅

发大会为四方宾朋准备了精彩纷呈

的“4+N”文旅大餐：开幕式暨文化

旅游推介会将全景展现“福地武冈”

魅力画卷；现场观摩带游客亲历古

城蝶变新颜，沉浸式体验西直街夜

游光影、邵阳非遗魅力，挖掘千年文

明密码，畅享地道美食烟火气；邵阳

市全域文旅工作推进会共绘未来发

展蓝图；“六月初六·邂逅武冈最古

老的狂欢”尝新活动让游客沉浸式

体验原汁原味的民俗盛宴，市民休

闲地标建筑同保楼同时摆席 100 桌

尝新宴，全市 100 家以上的餐饮店

同步推出尝新宴，免费配送百威啤

酒，让所有来武宾朋、游客与武冈人

民共同祈福纳福。伴随着“爱 ta，就

带 ta 来武冈吃尝新宴”的温情告白，

还 有“ 打 call 邵 阳 ”旅 行 商 探 秘 、

“味”道邵阳美食季、“中国卤都”舌

尖狂欢、省中运会足球赛、“记忆里

的邵阳武冈”文创大赛等缤纷活动

将轮番上演。

第四届邵阳旅发大会诚邀天下游客共赴福地之约

相 约 武 冈 吃 尝 新 宴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陈健）6 月 13 日，天微微亮，城步苗

拳第六代传承人陈本兆便来到自家

房屋的前坪开始热身。一套流畅的

拳法打下来，他虽满头大汗，嘴里却

直呼痛快。

苗拳发源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兰

蓉乡水源村陈家坝，其历史可追溯

至清代乾隆年间，最初用以抵抗外

来侵略，打击匪盗，护佑乡里，后逐

渐演变为表演艺术。据苗拳第六代

传承人陈本兆介绍，清朝时期，兰蓉

黔峰山聚集一股土匪，时常下山抢

掠，为祸乡里，陈家先祖陈作发为保

境安民，决定前往峨眉山习武。艺成

回乡后，陈作发率族人赶跑土匪，还

当地一方安宁。历经陈氏族人世代

潜心钻研，并汲取其他门派武学精

华，形成了如今的城步苗拳。城步苗

拳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拳种，基

本特征是手法快、步法稳，多手法、

少腿法，堪称“堂屋里可练功，桌子

上可打拳”。

陈本兆 6 岁起便随父辈习武，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洒扫庭院，然后

开始练武，数十年寒来暑往从不间

断。为进一步发扬光大城步苗拳，在

陈本兆的带动下，当地组建起一支

40 余人的苗拳苗狮表演队伍。他们

活跃于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并多次在全国民运会等各类比

赛中斩获佳绩。2014 年、2018 年，他

们在湖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节目比

赛中两次荣获金奖；2015 年，在内

蒙古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

会节目表演中摘得银奖，成为城步

苗拳的“活名片”。2013 年，“城步苗

拳”入选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发展中

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和保护项

目；2020 年被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认定为邵阳市第四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兰蓉乡是“湖南省群众文化艺

术之乡”“邵阳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乡镇”，民风淳朴、苗族风情浓郁、文

化底蕴深厚，有苗拳、苗狮、唱调等

特色民族文化。近年来，该乡通过

“展演+培训+研学”三位一体模式

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苗拳苗狮文

化得到了保护和弘扬，传播力和影

响力不断提升。该乡年均组织开展

苗拳、苗狮、苗歌等特色文化活动

20 余次，其中苗拳苗狮表演在城步

60 周年县庆、“六月六”山歌节、旅

发大会等重大活动中表现亮眼。

为促进苗拳苗狮更好地传承，

兰蓉乡积极探索创新，推动苗拳苗

狮进校园，通过每年开设暑假、寒

假苗拳班，举办武术讲座与实践活

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武术的魅

力与乐趣。陈本兆欣慰地表示，每

年 暑 假 都 有 很 多 孩 子 跟 他 习 拳 ，

“看到他们眼中的热情，我知道这

门技艺后继有人了。”他坚信，未来

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苗拳传

承人。

城步兰蓉乡大力保护和弘扬苗拳苗狮非遗文化

桌 上 打 拳 庭 院 舞 狮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李婕 唐宇晴）在全国第 24 个“安全生

产月”期间，邵东市大禾塘街道与两市塘

街道联动发力，通过专题培训与立体宣

教活动，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

6月17日，大禾塘街道组织百家重点

企业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培训，通过典型事

故警示视频敲响警钟。培训针对电线私拉

乱接、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创新提出

“三级配电防护”等6项防控措施，推动安

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转型。

要求企业对烟花爆竹储存、特种设备等高

危领域开展“翻箱倒柜”式排查，建立“清单

化、闭环化”整改机制，确保隐患动态清零。

同步推出“每日案例、每周演练、每月考核”

的“教、学、练、考”一体化培训体系，全面提

升员工“三会四能”应急能力。

与此同时，两市塘街道于 6 月 16 日

在胜利社区街心花园开展“安全宣传咨

询日”活动。活动现场，三大功能区形成

联动：图文展板融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与防溺水、反电诈等民生热点；专家咨询

台前工作人员针对老旧电器隐患现场答

疑，发放手册 200 余份；急救实战区里，

蓝天救援队员指导居民实操心肺复苏与

“提拔握压”灭火技巧。

邵东市

人人讲安全 织密防护网

“大水漫上来时，所有人都往高处跑，

但听见呼救声的那一刻，我根本顾不上害

怕。”6月15日，绥宁县金屋塘镇镇村干部

和爱心人士一同走访草寨村，村民刘明回

忆起6月8日凌晨的惊险一幕仍心有余悸。

暴雨倾盆的深夜，他毅然折返，破开窗户防

护网，将4名被困村民从家中救出。

6 月 8 日 3 时至 5 时，绥宁县金屋塘

镇突降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 187.1 毫

米，强降雨致使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严

重受损。洪水消退后，金屋塘镇迅速行

动，全力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受灾群

众重建美丽家园。

日前，该镇在县镇两级的统筹调度

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已高效完成清淤

清障、全域消杀、水电通讯抢通及群众转

移安置等阶段性救援任务。上周，金屋塘

镇全面开展受灾群众走访工作，镇村干

部深入每一户受灾家庭，重点走访独居

老人、监测户等特殊群体，确保“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

然而，重建之路道阻且长，摆在金屋

塘镇面前的，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多条断

裂的道路需要修复和加固，坍塌及严重损

坏的房屋需要重新规划设计、破土重建，

荒芜的田地，亟待复耕复产。

灾害无情，却难掩人间温情如炬。近

日，该镇张家湾村村民杨廷财在途经雄

鱼村金塘庵附近时，发现紧邻河道的一

段马路路基被掏空，随时有坍塌风险。他

心急如焚，自掏腰包从外地调运 10 大车

石料，协调施工人员和设备，经过 2 天的

连续奋战，终于让道路恢复通行。“路修

好了，乡亲们走路、开车才安心！”杨廷财

朴实的话语中，满是对家乡的深情。

6 月 12 日，金屋塘镇政府发出赈灾

倡议书后，草寨村的刘鹏飞、刘永荣率先

响应，分别捐出 5000 元、3000 元善款。消

息传开，在外打拼的游子纷纷行动起来，

有的捐钱，有的捐物，还积极发动身边力

量支援家乡。双飞村的刘阳常年在外务

工，得知家乡受灾，不仅自己捐款，还通

过网络四处求援。“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没想到真的有人拉着 3 大车物

资来了！”刘阳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份意

外的援助，不仅温暖了他的心，更让金屋

塘镇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如今，在金屋塘镇，人们能切实感受

到万众一心重建家园的蓬勃力量。

洪水退去，爱与希望快速生长
——绥宁县金屋塘镇推进灾后重建见闻

邵阳日报记者 曾彥菲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支粉

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

人，奉献的是自己。”这短短几句歌词，唱

出了一位普通小学教师的教育情怀。她就

是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教师夏小艳。

每天早晨，夏小艳都要带领学生朗

读《经典诵读》，从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语文课堂上，她带领孩子们探寻

课文之旅，学习人物的高尚品质；课间十

分钟，她教育孩子们相亲相爱，讲文明讲

卫生。多年来，她始终坚持从细节做起，

以身作则，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学习习惯。

在班级管理方面，夏小艳也有自己

的一套方法。她倡导民主、平等的班级氛

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班级事务，通过开

展各种班级活动来陶冶情操。课余时间，

她带领孩子们做手抄报、诵读经典；传统

佳节来临时，她带孩子们了解各种节日

的由来；寒暑假里，她要求学生多进行社

会实践活动，参加博物馆、科技馆开展的

各类活动。

同时，夏小艳也非常注重家校合作，

时常与家长沟通，及时反馈学生在学校的

表现，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成

长。家长会上，她围绕“爱与责任”这一主

题和家长们交流沟通，向家长们介绍最新

的德育理念和方法，让他们在家中能给予

孩子正确的引导，真正做到家校共建。

自 1996 年参加工作以来，夏小艳始

终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地教书育人，她曾

获得骨干教师、课题核心成员、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用 心 浇 灌 用 爱 坚 守
——记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教师夏小艳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6 月 12 日 ，志

愿者与小朋友在洞

口县茶铺茶场管理

区双桂社区进行体

能运动。当日，该县

举行“爱心妈妈·牵

手儿童”亲子互动

活动，百名“爱心妈

妈”志愿者与百余

名留守儿童共同参

与牵手跑步、趣味

游戏竞技等运动项

目，让孩子们感受

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与温暖。

滕治中 摄

(上接3版) 他不再犹豫，毅然闯入洪流。

在黑暗中摸索着将老人从濒危之地抱起，

牢牢护在胸前，在板房被洪水淹至一楼

前，一步一步退回安全之地。惊魂未定，想

到河边中交二航局项目部20余名工作人

员还在沉睡中，他接连拨打电话却无人应

答。情急之下，刘明又一次涉入齐腰深的

洪水，奔向中交二航局项目部职工住房，

用力逐一拍打职工宿舍的门，将中交二航

局项目部所有职工从险境中唤醒。

科学应对汛情 妥善处置隐患

“坳岭村有损毁路段，倒塌电线杆

存在安全隐患！”6 月 8 日，城步苗族自治

县白毛坪镇广泛发动各类志愿者，对辖

区内各类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志愿

者在巡查过程中第一时间将发现的隐

患进行了报备。白毛坪镇党委与志愿者

加强联动，实现信息及时共享，第一时

间现场处置。

6 月 8 日凌晨，S75 邵坪高速公路辖

区遭遇强降雨袭击，湖南高速集团邵阳

分公司新邵管理所迅速反应，公司职工

化身“义务巡逻志愿者”对沿线开展了

集中“地毯式”排查。3 时，巡逻志愿者发

现榔概山隧道内路侧排水沟严重堵塞，

他们利用随车工具进行疏通。面对狭窄

排水口和顽固杂物，志愿者不顾脏乱徒

手清理，最终迅速恢复排水功能。

6月9日，骤雨初歇。在绥宁县金屋塘

镇洪灾救援工作紧张推进的同时，绥宁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响应，积极落实

“灾后无大疫”工作要求，第一时间组建多

支专业卫生应急队伍，奔赴各个受灾乡

镇，对街道、水源地、居民房屋楼道等重点

场所开展全面细致的消毒作业。

在洞口县，面对洪水退去留下的淤

泥，“志愿红”迎难而上，化身清淤先锋，

他们手持铁锹、铁铲，甚至徒手搬运，奋

力清除道路、居民家中及公共区域的厚

重淤泥。清淤之后，“志愿红”火速集结，

由专业防疫人员和身着红马甲的志愿

者组成消杀队伍，身负器械，穿梭于过

水区域，展开“地毯式”喷洒消毒。该县

共出动防疫人员及防疫志愿者 230 余

人次、车辆 34 台次，消杀面积超 4.2 万

平方米，发放宣传册及药品 8000 余份，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