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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6 月 17 日，邵东市魏家桥镇霞

光村的南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时

刻，一个个肉厚结实的“小胖墩”被

掩映在藤蔓下，甚是喜人。今年 53

岁的基地负责人游伟华在瓜田来

回穿梭，俯下身子剪掉根茎后，小

心翼翼地将南瓜装袋。他皮肤黝

黑，裤脚沾着泥星，眼神中却闪烁

着希望的光。

“今年我种了 3 个品种，共 300

亩左右的南瓜，每亩产量少说也有

1500 公斤，全部卖完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第一年种植南瓜就大获成

功，游伟华喜上眉梢，除了种植南

瓜外，他还种植了上千亩水稻。

游伟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

农村有着别样的情怀，据他回忆，

年少时，家乡稻田成片，米饭清香

可口。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大量劳

动力外流，大片良田荒废，杂草丛

生，每次返乡见此情景，游伟华内

心惋惜不已。2018 年，游伟华从外

地回到家乡邵东，决定让家乡重现

稻香，短短三年时间，他流转了上

千亩土地，成了当地的种粮大户。

2022 年，因受干旱影响，一些

远离水源的“坡耕地”水稻产量大

打折扣，这让游伟华重新思考起了

农业的发展方向。

“‘坡耕地’还是得种植旱粮作

物，这样才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

说干就干，2023年和2024年，游伟华

试种了26.67公顷高粱，但由于管理

成本高、销售端不畅，效益颇微。

“种高粱不行可以种南瓜啊，

投入小、产量高，说不定还能把周

边村里没复垦的荒地都利用上。”

2025 年，湖南雪峰种业有限责任公

司给游伟华供应了适合当地种植

的雪峰三一、锦栗 16 以及雪峰早蜜

本三个品种的南瓜种子，并在育

苗、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环节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南瓜的适应性广，不挑剔土

壤条件，生长周期短、耐储存，市场

价格相对稳定，经济效益十分可

观。今年上半年由于别的农活太

多，我都没花什么时间管理南瓜基

地，没想到还结了这么多瓜！”游伟

华说，“如果今年的南瓜销售没有

问题，明年我准备继续扩种！”

小小南瓜不仅唤醒了“沉睡”

资源，解决了村里土地抛荒问题，

还闯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带动 80 余

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成了村民口中

的“小金瓜”。

“以前我们闲了无事干，想挣

钱没路子，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多挣

不少钱，日子过得有劲！”在魏家桥

镇三联村的另一个南瓜种植基地，

工人们正在除草，言语间难掩喜

悦：“真没想到，南瓜一年能给我带

来近一万元的收入。”

8 年时间，游伟华从“单枪匹

马”的种粮人，变成了带动村民增

收的“领头雁”，但不变的是他蹲在

田埂上研究农作物时的专注以及

和乡亲们聊起收成时的爽朗笑声。

他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种植南瓜

的队伍，在盘活农村撂荒地资源的

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形成景观效

果，助力乡村振兴。

游伟华的故事，源于他对家乡荒

芜土地的痛惜。在采访过程中，他说，

既然决定种地，就要把地种好。干旱

让他尝过失败的苦涩，高粱的滞销更

是暴露了农业产业的脆弱，但正是这

些挫折和尝试，让他转向了种植南瓜

这个“小胖墩”。

离开基地时，阳光洒在南瓜

上，这片“坡耕地”焕发出活力。游

伟华的笑声还在耳边回荡，那是对

土地最深情地告白。或许，乡村振

兴的真谛，就藏在这些“小金瓜”里

——唤醒沉睡资源，激活人心，让

每个村庄都能在时代浪潮中，找到

自己的“致富路”。

““小金瓜小金瓜””唤醒唤醒““沉睡地沉睡地””
——游伟华的乡村振兴“南瓜经”

邵阳日报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杨红艳 实习生 吴安萍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刘靖 

实习生 吴安萍）铺摊、烘干、色选、分拣……6 月

19 日，隆回县麻塘山乡花农刘登初的金银花加工

车间内，刚采摘下来的鲜花经过烘干后，变成了

颜色均匀的干花。一旁，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小沙

江供电所员工伍宏才和李阳正在检测用电线路、

生产用电设备。

金银花是隆回县特色产业，种植面积 1.47 万

公顷左右。2024 年，隆回县年产干金银花超 1.2 万

吨，占全国南方金银花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

上，年产值达 40亿元。

金银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可靠的电力保障。

“绝缘层老化要及时更换，避免短路起火。”“这个

开关容量偏小，长时间运行容易发热……”伍宏

才和李阳仔细排查每一处隐患，详细记录并向刘

登初反馈，指导其立即整改，确保高温高湿环境

下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这台烘干机每次加工处理几百斤鲜花，如

果生产过程中断电，产品就要报废。”刘登初说，

每年 6 月到 7 月是金银花加工的高峰期，小沙江

供电所电力网格员不定期前往金银花加工农户、

企业、合作社给设备、线路测温。

近年来，为助力金银花产业发展，国网邵阳

供电公司结合金银花采摘时间短、加工时间集

中、种植户多等特点，组织员工每月在小沙江

镇、麻塘山乡、虎形山瑶族乡推广电烘干金银花

生产模式，并结合用户实际加工需求和现有电

力条件，量身定制“煤改电”升级方案；建立专项

巡检机制，在春灌期和金银花加工集中期组织

员工定期对涉及灌溉、加工的线路及设备开展

特巡。

“电烘干金银花比燃煤烘干的质量好很多，

烘干效率还提高了近 10 倍。”刘登初感慨地说

道，“这些年多亏了供电公司的支持，我们的经营

效益才能越来越好。”

近期，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小沙江供电所已累

计服务金银花加工用户 87 户，排查整改用电隐

患 21 处，为 15 户意向用户量身定制了“煤改电”

方案，为金银花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助力花农在丰收季“朵朵金银”变“真金白银”。

电力护航，金银花开金银来

俗话说，武冈城墙盖天下。

武冈在宋代就有夯土结构的城墙，可

惜在元朝被毁掉，只留下一些残踪和断壁

颓垣。明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吴良平定

了绥宁、靖州洞蛮以后，来到武冈。他看到

武冈是湘西南军事重镇，需要有坚固的城

墙，于是他亲自踏勘后，做出了在原有基础

上修建的规划设计，又敦促当地官府按他

的设计施工。

吴良主修的武冈城墙，内外壁都是青石

砌成，中间夯填着沙石；城门也有特点，它分

两层，外层为铁闸门，内层为轴铁门。周长有

七百四十六丈，高有两丈，宽是八尺；东西南

北各有城门，东为宣恩门、西为定远门、南为

济川门、北为迎祥门。

武冈城墙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明正德

三十年（公元 1518 年），知州龚震在州治前凿

城为门，以方便老百姓出入；上面建了谯楼

——称新南门。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岷王六

世康王誉荣奏请增添了东北方的城墙一里六

分，增设了东南北三座城门。

明隆庆元年（公元 1552 年），宝庆同知段

有学主持建城门三座，东为迎恩门、南为熏和

门、西为庆成门。城墙蜿蜒七百三十六丈七尺

有余，高一丈，宽八尺，四尺的城垛高高耸立，

颇为壮观。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岷王朱企

丰把城墙增高拓宽，并再向北延展，共有七里

多长了。

武冈城墙的建筑形式分城垣、城碟（城上

的齿状矮墙），城门上建有城楼。据说，从湖南

南部到广西，城墙最壮观的两处，一处是广西

南宁，另一处就是武冈。

所谓城池，除了“城”，还要“池”。武冈的

“池”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穿城河，那时是护

城河，正式的名称叫渠水。

岷王朱楩到了武冈，看到护城河只是一

条小渠道，觉得太小了，就让王府和武冈州合

作，把它扩宽，又把发源于雪峰山的溪水引进

来，于是护城河有模有样了。

有了河，当然要在河上建桥。

岷王在武冈的 200 多年里，渠水流经城

内的一段共建了 5 座桥。都是大青石砌成的

双孔风雨桥，每座桥都有不同版本的传说故

事，总题为有“五龙不出城”。

从第一座开始，分别叫兴龙桥、攀龙桥、

游龙桥、骧龙桥和化龙桥。

城墙不断扩展、渠水桥梁陆续修建的同

时，在岷王府的支持下，武冈城的其他设施建

设也跟了上来。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谪兵部郎中广西宾州人蒙大赉为武冈州

同，他捐俸钱筑州城外资江南堤，老百姓称之

为蒙公堤。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

知州朱渝筑州城外资江北堤，老百姓称为朱

公堤。

此外，因武冈本是军事重镇，加上朝廷与

岷王的频繁联系，在明正统（公元 1436 年）年

间就废弃了都梁驿，而改设铺递，公文由铺司

兵走递。这种信息的快速传达，显然有利于武

冈经济文化的发展。

到了清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四月，南

明桂王朱由榔的小朝廷迁入武冈，改元永历，

改武冈州为奉天府。小朝廷在武冈虽只有短

短的四个多月，但一切机构都建立了起来，如

通政司、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等等。武冈城

显得更加繁荣。

总的来说，因十四世岷王在武冈以及永

历迁来武冈，武冈的知名度高了。武冈不再像

过去那样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多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眼界拓宽了，文明程度提高了。一些科

技含量大的生产技术被发明或引进，农业、工

业、商业得到发展。武冈城的街巷码头增多

了，原有的街巷码头得到了修整和扩展。这

样，外地来武冈城经商的自然多了起来。很多

地方的人在武冈兴建了庙宇、会馆，如九江庙

就是江西人兴建的庙宇，奉祀的是西汉开国

功臣九江王英布。天后庙是福建人的会馆，福

建人在这里织布、制卷烟。上湘公馆是湘乡商

民所建的会馆。上梅公馆是新化人的会馆。洞

天宫是邵阳人的会馆。

此外，在明代武冈还移民了大量的人口。

这些移民筚路蓝缕，创建家园，或农耕，或经

商，或采矿营工，对武冈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无

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代武冈的辉煌（之二）

黄三畅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

下，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以法治思

维深化关心下一代工作，既是保障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法律体

系、强化法治教育、创新保护机制，为

青少年构筑起全方位的法律保障网，

以司法之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法治宣传教育全面铺开

“现在开庭！”2024年 10月，随着

“审判长”敲响法槌，双清区人民法院

上演了一场沉浸式的模拟法庭。邵阳

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们分别扮演法官、

律师和被告人等角色，真实还原案件

审理过程，直观感受法律的威严和公

正。这是市关工委联合邵阳日报社拍

摄《宝庆少年说法治》宣传片中的一

幕，也是我市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

的一个生动缩影。

根据省关工委等九部门安排，

我市以“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抓手，针对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

需求，推出“菜单式普法”，量身定制

普法内容，并组建“五老”法治宣传

志愿者队伍，深入学校、社区、乡村，

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

为切实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

全市中心小学以上学校共聘请法治

副校长 1382 名。去年以来，法治副校

长共上法治教育课 15600 多课时，在

师生们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双清区

人民检察院创新开展“法治+心理”

双课进校园巡讲活动，把法治教育与

心理教育结合起来，增强青少年的法

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活动已涵盖

全区 38 所中小学校；大祥区司法局

积极开展“法治教育第一课”，引导青

少年树立正确法治观念，构建更为和

谐、安全的校园环境……

教育、公安、检察、法院等各部

门加强协作配合，通过多渠道宣讲、

更精准普法，形成法治宣传教育合

力。今年以来，全市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授课 186 场次，受众人数 5.6 万余

人，发放宣传资料 3.7万余份。

法律服务保障持续增强

清新的壁纸、小小的桌椅、可爱

的玩具……走进双清区人民检察院

的“紫薇花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室，团体活动室、心理疏导室、医学

取证室一应俱全，全市首个“一站

式”询问救助中心设立在此。

“我们还配备了具备心理咨询、

法治宣讲等专业技能的检察人员，

实现‘专人、专心、专业、专责’办理

涉未案件。”该院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近年来，双清区人民检察院为 99

名未成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为 39

名未成年人提供司法和社会救助，

为 92 名未成年人提供心理救助及辅

导 329次，相关经验获得全国推广。

青少年在心智发育、经济能力

和风险认知上处于弱势地位，当面

临法律纠纷时，往往难以独立有效

地寻求和获得法律帮助。因此，完善

青少年法律援助体系，保障其法定

权利成为重中之重。

我市将青少年法律维权工作纳

入全市法治建设重要规划，出台《关

于在全市各级国家机关实行“谁执法

谁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清晰划

分教育、司法等部门在青少年法律维

权中的责任，形成各司其职、协同配

合的良好局面。并在法律援助中心设

立青少年法律援助窗口，在学校、社

区、团委、妇联等单位设立青少年法

律援助工作站，开通青少年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对未成年人申请援助的

案件，经济困难免于审查，优先受理、

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律师办理，确保

他们能够及时获得法律援助。

目前，全市已建立青少年法律

援助工作站 300 余个，构建起“半小

时法律援助圈”。近三年来，全市法

援中心共办理青少年法律援助案件

1031 起，免费接待相关咨询 3000 余

人次，减免诉讼费用 1000 余万元，为

权益受到侵害的青少年提供了及时

有效的法律支持。

特殊群体保护力度加大

制度筑基，法治先行。近年来，我

市先后起草了《邵阳市多元综合救助

机制》，出台了关于加强孤儿和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加强流动儿童关

爱保护、提升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质量等政策文件，为儿童福利

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是容易遭

受 性 侵 害 的 特 殊 群 体 。市 妇 联 从

2024 年起，开展“爱心妈妈”结对关

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三年行动，实施

温暖守护、赋能成长、爱心助力 3 个

计划，招募爱心妈妈队伍，开展常态

关爱服务等工作，其帮扶模式在全省

得到推广，并联合市平安办、公检法

司等 13 个部门成立邵阳市女童保护

服务中心，积极推进中心的实体化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开展了线下关爱

主题实践活动 267 场次，筹集物资资

金 66.75 万元，惠及儿童 13350 人；全

市县级以上女童保护中心实体化建

设全覆盖，建成中心13个。

围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我市开展“春风化雨”特别关

爱行动，建立失足青少年帮教工作

机制。公安、检察院、法律、司法等部

门协作配合，共同做好失足青少年

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为失足青

少年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同时，积

极为失足青少年提供就业指导和职

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实

现自食其力。

倾 情 守 护“ 少 年 的 你 ”
——我市纵深推进青少年司法保护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实习生 姜磊 通讯员 欧阳文星 孙少波

南瓜丰收，游伟华喜笑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