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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实习生 薛添添）6 月 17 日，

2025 年邵阳市地质灾害应

急避灾演练在绥宁县长铺

子 苗 族 侗 族 乡 净 溪 村 举

行。副市长贺源参加。

演 练 现 场 模 拟 了 持 续

强降雨导致净溪村河道水

位暴涨、山体滑坡，威胁 26

户 132 名村民生命安全的情

况。接到预警通知后，该乡

应急抢险队伍立即集结赶

往 受 灾 现 场 ，开 展 救 援 行

动。转移安置、秩序维护等

工作组迅速行动，引导村民

按预定路线向安全区转移；

应急抢险、医疗救护组就村

民行动不便、昏迷等突发状

况，进行妥善处理。经全面

搜寻与清点，132 名村民全

部安全转移。灾情调查监

测组随即对灾害点开展监

测评估。

贺源表示，此次演练各

环节衔接紧密、处置高效，

达到了预期目标。下一步，

要常态化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和协同作战水平；要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切实增强预

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要加强应急知识培训

和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灾

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以练备战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枫 

通讯员 唐海军 李三要）

6 月 17 日，我市召开全市乡

村 公 园 建 设 现 场 推 进 会 。

副市长余勋伟要求，紧盯目

标，只争朝夕，确保高质量

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市政

协副主席、市林业局局长冯

东旺发布邵阳市乡村公园

LOGO。

邵阳市乡村公园“十百

千 工 程 ”，即 自 2024 年 至

2026 年，在全市范围内建设

10 个示范性乡村公园、100

个特色乡镇休闲公园、1000

个村庄小游园。

当 天 上 午 ，与 会 人 员

现场观摩了大祥区罗市镇

罗 市 社 区 云 溪 谷 生 态 园 、

北塔区陈家桥镇李子塘村

柿 林 花 海 乡 村 公 园 、新 邵

县坪上镇庙山村大同福地

乡村公园。

余勋伟指出，乡村公园

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既

是民生工程也是政治任务。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

识、因地制宜、加强领导，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乡村公园

建 设 ；要 强 化 规 划 引 领 作

用，突出地域特色，着力提

升绿化水平，充分考虑村民

意愿，构建多元投入格局，

引导各类要素向农村集聚，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全市乡村公园
“十百千工程”再发力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王 辉 龙 伍 菲）6 月

18 日上午，邵阳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 2025 届毕业生校园

供需见面会，省内外 110 余

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

岗位 6000 余个。该院党委

书记邓政出席活动并致辞，

党委副书记、院长许洪范主

持启动式。

见 面 会 上 ，邵 阳 职 院

为用人单位精心提供了展

台、宣传用品，为毕业生提

供 简 历 打 印 等 服 务 ，还 邀

请专家到场为毕业生指导

简历制作、分享求职技巧。

为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就业

工 作 ，该 院 还 面 向 全 院 学

生同步开展首届就业嘉年

华 活 动 ，以 游 戏 闯 关 的 方

式 寓 教 于 乐 ，帮 助 学 生 探

索 就 业 方 向 、找 准 就 业 定

位、提升就业能力。

近年来，邵阳职院扎实

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搭建了精准

就业服务平台，形成了“城

校共生”发展机制，积极引

导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该

院先后被授予湖南省普通

高等学校就业创业工作“一

把手工程”优秀单位、全国

工商联产教融合实训示范

基地等殊荣。

建好服务平台
助力就业创业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李 进 锋）“ 青 春

‘创’梦，逐光而行；心怀壮

志，未 来 可 期 …… ”6 月 16

日下午，邵阳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举办“青春就要 CH‐

UANG·强国复兴有我 ”百

姓故事汇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分享邵阳与青年“双向

奔赴”的创新创业故事，激

发学生积极投身创新创业

的热情。邵阳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

梦 奇 和 800 余 名 师 生 代 表

参加。

活动中，湖南七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杨淑亭，新邵县食安农牧

有限公司创始人陈艳玲，邵

阳南有乔木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合伙人、设计总监谭慧

楠分别通过视频分享、现场

分享、现场访谈等方式分享

创业历程；来自浙江海宁的

邵阳华宴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创始人虞云超分享了自

己扎根邵阳创业的故事，并

为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答疑

解惑。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

我明白了创新创业不仅是

个人理想，更是服务家乡的

责任。未来我想参与非遗

数字化项目，用技术传承文

化，助力家乡发展。”学生代

表李韵萱说。

用身边的创业故事指引前行

“天上最美七月七，人间最美六月六。”农

历六月六“尝新节”，是武冈人除春节外最为

珍视的传统庆典。它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农耕

礼赞，是一场浸润心田的感恩仪式，是一幅活

态传承的非遗画卷，在武冈的沃野乡间，焕发

着蓬勃的时代生机。

尝新之礼，源远流长。翻开《礼记·月令》，

“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的

庄重记载，早已勾勒出先秦“荐新”古礼的巍

峨身影。帝王捧献新谷鲜果，敬畏天地时序，

感恩自然厚赐，祈求风调雨顺。这份源自上古

的虔诚，历经汉唐风云的洗礼，融汇宋代雅致

的风韵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最终深深扎根于

武冈这片沃土，绽放为饱含泥土芬芳的“六月

六尝新节”。

每年六月初六，田里稻穗初熟未满，家家

户户采摘最早一批稻穗煮新饭，以尝新之名，

提前叩响丰收之门。外嫁女儿携三支稻穗归

家，更备足包子、皮蛋、鸡鸭鱼肉回娘家“送

新”纳福。开席时刻，全家静候最年长者先举

筷尝新，这一筷，是敬老尊贤的祖训。随后笑

语喧腾，三代同席，老人聊收成、青年说见闻、

孩童满院追跑，一桌饭、三代笑，尝的是新米，

送的是福气，守的是平安。

“尝新”仪式从巍巍庙堂走向阡陌田埂，

从帝王仪轨化为农家庆典，承载着比丰收更

厚重的文明密码。它不只是舌尖尝新的时令

之约，更是大地与生命的永恒对话，是中华农

耕文明敬畏自然、感恩图报精神在岁月长河

中澎湃不息的心跳。2012 年，“武冈六月六尝

新节”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

是对其千年文脉与独特价值的权威认可。

这份源自古老仪轨的敬畏与感恩，穿越时

空，在资源弥足珍贵的当下，如清泉醒心，无声

地提醒我们：惜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护绿水青山

方得永续，为美丽乡村筑牢生态文明的根基。

香烛敬天地，稻穗谢犬牛。走进武冈“尝

新节”，便走进一场对生命的崇高敬礼。祭祀

的香烟袅袅升起，烛火映照着庄重的脸庞。在

传承人肃穆领诵下，乡亲们手捧金黄饱满的

新稻，向苍穹大地深深叩首——这是对天地

化育的感恩。仪式中最动人、也最具武冈特色

的环节，莫过于恪守“先飨生灵，后享人间”的

古老法则，生动诠释着“知恩图报、万物共生”

的朴素哲理，滋养着孝老爱亲、敦亲睦邻的淳

朴乡风：

一碗新饭敬家犬，这深情一刻，源自“神

农神犬千辛万苦盗取谷种拯救苍生”的古老

传说。它铭记的，是刻骨的生命拯救之恩，是

流淌在血脉里的感恩图报善念。

一束稻穗谢耕牛，谢它铁肩担起日月耕

耘，敬它四蹄踏遍春秋寒暑，是“敬重付出、善

待伙伴”的深情表达。

这看似匪夷所思的习俗，实则是武冈人

最本真、最温暖的人性光芒的闪耀。它无声地

诉说着：万物有灵，共生共荣；一饮一啄，当思

来处。在人情易疏的时代，这份对生灵的深情

厚谊，如春风化雨，唤醒我们内心的柔软与联

结，为乡村善治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沃土。

传承千年，“尝新节”在武冈已化作一场

全民共享、活力四射的“非遗文化嘉年华”：这

是武冈人文化自信的深情绽放与创新表达，

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夺目光彩，成为凝

聚人心、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源泉：

龙鼓激昂，擂响丰收的万丈豪情，舞动天

地吉祥云卷云舒；

丝弦婉转，唱醉绿水的诗情画意，吟唱岁

月流转新声新韵；

技子拳刚劲，虎虎生风展露非遗雄姿；

丝弦快板诙谐，妙语连珠道尽时代新声；

龙狮翻腾，舞动吉祥云彩祈愿国泰民安；

七星锣鼓声震寰宇，抬花轿喜气漫溢街

巷，石羊走马灯流转如意华光……

古老的非遗技艺，在万人空巷的笑靥与

掌声中，生动书写着传统民俗的解读与传承，

构建起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璀璨舞台。这场

盛大的“非遗宴”，让舌尖品的是新米的甘醇，

心灵醉的是文化的琼浆。它更是一张递给世

界的鎏金名片，引八方宾朋醉心山水田园，带

百样特产走出深闺远销四方，生动实践着“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融合之道，为乡村注入

了澎湃的经济新动能。

一粒新米，沉淀着千年的敬畏与感恩；一

场庆典，赓续着万载的乡愁与希望。在此，我

们向四海宾朋发出最诚挚的邀约：农历六月

六，诚邀您共赴武冈，亲历这场敬畏自然、感

恩生灵的古老仪式，感受那份穿透时空的温

暖人性光芒；沉浸于这场文化自信、活力迸发

的非遗盛宴，体验那份扎根泥土的欢腾与喜

悦；品新米饭香，浸润感恩图报的心田心绪；

触摸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脉动，见证这

千年传承的尝新之礼，如何在乡村振兴的壮

阔征程中，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时代光芒。

让我们共同期盼：武冈田野，新米煮陈

香，古俗谱新章。

共赴稻香之约 见证古俗新章
莫杰 潘显红

“您好，最近生活还顺利吗？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连日

来，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通

过电话回访近期受助人员，耐心

询问近况并做好详细记录。这

样 的 温 情 回 访 已 成 为 常 态 ，让

受 助 群 众 切 实 感 受 到“ 救 助 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

今年以来，市救助管理站坚

持“以人为本、安全为先”的工作

理念，通过完善救助机制、强化部

门联动、细化服务措施，织密织牢

社会救助安全网，在保障受助人

员权益的同时，牢牢守住了安全

底线。

为受助对象织密“救助网”

5 月 10 日，市救助管理站救

助了两名特殊受助者——10 岁的

女孩小李和她的弟弟。因父亲失

联、爷爷拒绝抚养，两个孩子面临

监护缺失困境。市救助管理站立

即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应急预案，

联合当地社区开展调查评估，并

为姐弟俩提供临时生活照料和心

理疏导。

“ 孩 子 们 刚 到 站 里 时 很 拘

谨。”该站工作人员回忆道。通

过 专 业 心 理 干 预 和 温 情 陪 伴 ，

姐 弟 俩 逐 渐 敞 开 心 扉 ，表 达 了

回 归 家 庭 的 愿 望 。 经 多 次 协

调 ，市 救 助 管 理 站 的 工 作 人 员

最 终 说 服 爷 爷 接 回 孩 子 。 5 月

19 日，在社区见证下，姐弟二人

被爷爷接回家生活。“我们将持

续 联 合 街 道 跟 踪 回 访 ，确 保 长

效保障。”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

亦武表示。

同样获得妥善安置的还有来

自大祥区中心街道的小杨。这个

因父母患有精神疾病而长期缺乏

照护的孩子，经市救助管理站为

期一个月的专业照护和过渡安置

后，在该站与社区的通力协作下，

被妥善安置至市社会福利院，获

得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为救助服务拧紧“安全阀”

救助工作既要体现温情，更

要筑牢安全防线。

5 月 3 日，怀孕 34 周的杨女士

抱着幼童流落街头时，被民警发

现后护送至市救助管理站。站内

迅速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安

排专人 24小时陪护。(下转 7版)

1073 次“ 零 事 故 ”护 送
——看市救助管理站如何织密救助网络筑牢安全底线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胡蓉 车艳红

◀端 午

节 前 夕 ，市

民 政 局 、市

救助管理站

组织工作人

员对长期滞

留及落户安

置人员的生

活区域开展

安全专项检

查。

6 月 17 日，邵东

市廉桥镇廉东村村民

正在采摘黄花菜。时

下，当地种植的黄花

菜进入采摘旺季，农

民抢抓时节采摘加工

上市。近年来，该市

全力推动黄花菜产业

升级和品牌化建设，

做优、做大、做强黄花

菜产业，为乡村振兴

赋能。 李世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