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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室 闲 谈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
讯员 李威）7 月 7 日，全市交通运

输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全面总结

上半年交通运输重点工作开展情

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

阶段任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龚红果出席。

今年上半年，全市交通运输系

统锚定“畅循环、惠民生、保安全”目

标，综合施策、持续发力，如期完成

“双过半”任务，在项目建设提速、运

输服务提效、行业治理提能、学习教

育提质、规划编制提标上成效明显。

龚红果指出，要锚定目标抓项

目，立足重点指标，抓实前期工作，

抓紧项目建设，抓好资金使用，千方

百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民

生优服务，在培育规上企业、创优营

商环境、服务群众出行上持续发力，

积极推进物流共配中心建设和客货

邮融合发展。要守牢底线保安全，

统筹抓好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廉政

建设等工作，切实提高交通运输领

域本质安全。

龚红果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

认真梳理盘点，加强督导调度，把各

项工作抓实抓细。要完善工作机

制，按照“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

清单责任化、责任人头化”要求，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要坚持规划引领，精心谋

划“十五五”综合交通规划，争取更

多项目进入全国、全省规划“盘子”，

助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交通运输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 龚红果出席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7 月

7 日 ，副 市 长 易 洪 海 到 新 邵 县 督

导 学 生 防 溺 水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作。

在太芝庙镇政府，易洪海仔细

翻阅学生防溺水工作台账，通过视

频监控系统调看重点水域防护情

况，听取镇村力量调配、日常值班值

守、家校协同编织“防护网”情况汇

报。在岩门口水库，易洪海重点察

看警示牌、救生圈、救生衣等设施是

否齐全，对进一步加强水库及周边

地区管理提出要求。他要求，各级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学生防溺水工

作，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大意心态，

通过完善人防、技防、物防，全面消

除安全隐患；要加强学生防溺水安

全教育，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形成

齐抓共管合力。

在新龙矿业，易洪海来到污水

处理中心，了解污水过滤、净化、排

放等工作流程，通过智能设备察看

主要监测指标，听取关于尾砂综合

处理、利用情况的汇报。他要求，要

站在讲政治、讲大局、讲担当的高

度，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治理，对存

在的隐患及时进行排查、消除，坚决

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强化系统思维 守牢安全底线

7月3日，刘永安细心擦拭着那些陪伴

他多年的老物件，把褪色的人偶、漆皮斑驳

的锣鼓一一整理到货架内，将戏担挑在肩

上，和同伴们一起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这是刘永安第三次赴京。7 月 4 日 14

时，国图讲坛 2025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讲座月”第三讲：“孤独的剧团，不再孤

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

果交流活动·湖南专场”在国家图书馆举

办。刘永安作为对谈嘉宾走入国图演播

室，向全国观众展示邵阳布袋戏“一人

剧团”的独特魅力。

“非遗讲座月”是国家图书馆于2013年

推出的品牌读者活动，固定于每年6月“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举办，已成为国内定

期系统宣传非遗知识的重要平台。2025年

“非遗讲座月”深度联动“藏诸名山，传之其

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记录工作成果展”，计划围绕优秀记录工

作成果举办6场交流与分享活动。相关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学术专员、一线非

遗保护工作者等将到馆开展讲座、展演等

学术交流活动，从多元视角诠释“非遗，让

生活更美好”的内涵，还原记录工作幕后故

事，展现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时代缩影。

“每一次来北京的感受都不一样，但

目标都一样，就是为了邵阳布袋戏的发

展和传承。”刘永安告诉记者。

在演播室内，除了为观众表演一场

布袋戏外，刘永安还与湖南省文化馆的

有关人员一道，向大家分享非遗保护和

记录工作的幕后故事。被问及在国图演

播室里表演感受有何不同时，刘永安说：

“和平时在家乡表演也差不多，因为在表

演时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既吹又打，还要

兼顾弹、唱、耍等多种表现形式，不会过

多地关注舞台环境。”

这次交流分享活动的主题“孤独的

剧团，不再孤单”，恰如其分地映射出刘

永安当前的生活与工作状态。7 月 5 日

晚，刘永安挑着戏担回到了家乡。次日，

他家里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市湘郡

铭志学校的学生。趁着暑期，市湘郡铭志

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第八届 PBL 项目式学

习活动，2001 班班主任阮琳带领十余名

学生、家长来到刘永安家里参观学习。

“小朋友们，这个人偶你们一定很熟

悉，能不能猜到是谁呀？”孩子们的到来，

让刘永安由衷感到高兴，他娴熟地展开

戏台，一一介绍起表演时所用到的道具。

“我知道！我知道！”“是齐天大圣孙悟

空！”听到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应答声，刘

永安脸上漾开温暖的笑意。

学生张开诚很快就沉浸到学习的氛

围中，双手撑着下巴认真地观看着刘永

安表演。家长刘敏也为孩子的认真感到

高兴，“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让

孩子零距离接触非遗，在互动中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温度，还可以让我们家长知

道更多的非遗知识，深入了解邵阳布袋

戏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

邵阳布袋戏也称“扁担戏”，因舞台和

全部行头仅用一根扁担便可挑起而得名。

艺人挑着这副戏担，走村串户，独立完成

吹、打、弹、唱、耍各种表演，人偶合一，打造

“一个人的剧团”。2006年，已有600多年历

史的木偶戏（邵阳布袋戏）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传承人的支持配合下，我们已收

集整理布袋戏传统剧本 30 余个、曲谱 50

余个，拍摄日常演出、传承教学及相关展

示展演活动视频资料 300 多分钟、图片

3000 余张，重点对十多个传统剧目进行

数字化记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邵阳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邓飞介

绍，为了更好地保护布袋戏这一非遗技

艺，该中心还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景

区等方式，推动布袋戏在年轻一代中的

传播，并在节庆活动中推出布袋戏演出，

提升其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如今，孤独的剧团，不再孤单。邵阳布

袋戏传承的队伍不断扩大，现有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 1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人、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5人、社会从业艺人十余人，传播力、影响力

不断提升，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

邵阳布袋戏传承人参加国家图书馆“非遗讲座月”湖南专场活动

挑 着 戏 担 上 北 京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刘飞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辜筱毅 曾领 刘铭）“这

么重的车在路上跑，简直是‘马路

杀手’！”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在市区开展治超行动

时，查获一辆严重超载的重型自卸

货车，超限率高达 179.2%。

当日 19 时左右，该支队大祥大

队治超人员在 X075 雨罗公路（雨溪

街道至罗市镇路段）巡查。当巡逻

至 K2+300m 处时，一辆“湘 E”号牌

的重型自卸货车引起了执法人员

的注意。只见这辆车满载货物，像

个“蹒跚的巨人”缓慢前行，凭借多

年执法经验，执法人员立即判断该

车存在超载嫌疑。

执法人员迅速示意车辆靠边

停车，并引导至指定检测场地进行

过磅检查。检测结果显示：该车实

际车货总重 86.57 吨，而它的

法定核定荷载仅为 31 吨，超

限 率 高 达 179.2%，属 于 严 重

超限超载。面对铁一般的数

据 ，驾驶员唐某也承认了超载事

实。

“超载不仅会压坏公路桥梁，

还会让车辆刹车失灵 ，一旦出事

就是车毁人亡！”执法人员对唐某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并现场

科普超载的严重危害。随后 ，执

法人员监督唐某将超载货物全部

卸载转运 ，及时消除了这一重大

安全隐患。

“超限超载车辆就是道路上的

‘移动炸弹’。”该支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接下来，该支队将持续开展

路面巡查行动，联合交警部门加大

执法力度，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制

度，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

为，对驾驶人、车辆所有人、运输企

业、货运场所经营者全链条追责，

确保道路运输环境安全有序。

  重型货车超载 179.2% 变身“蹒跚的巨人”，

交通执法人员果断“亮剑”——

“马路杀手”应声落网

邵 阳 日 报 讯（通 讯 员 许 育

山 彭飞飞 李涛）“通过救助管理

站的宣传，我们对救助知识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遇到紧急情况也会向

困难人群伸出援手。”7 月 4 日，武冈

市民张先生说。

连日来，为进一步提升救助工

作透明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流

浪乞讨及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高效

的服务，武冈市救助管理站以第 13

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为契

机，开展“织密救助网络，筑牢安全

底线”主题宣传活动。

该站通过设立咨询台、布置展

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系统展示

了救助政策法规、服务流程和工作

成果。工作人员重点向市民讲解了

救助对象认定标准、主动救助机制

和保护性救助措施，并详细介绍了

受助人员的生活照料、医疗救治和

寻亲服务等特色工作。

本次活动后，武冈市救助管理

站同步启动了“夏季送清凉”专项救

助行动，联合多部门开展街面巡查，

为流浪乞讨及临时遇困人员发放饮

用水、防暑药品及生活物资。

“ 救 助 工 作 是 一 项 需 要 全 社

会共同参与的民生工程。”武冈市

民政局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多

种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救助政策、

参与救助行动 ，共同织密政府主

导、社会协同的救助服务网络，让

每一名流浪人员都能感受到家的

温暖。”

面对面宣讲 心连心救助
只需 5 分钟的出院结算，一碗冒着

热气的长者饭，《邵阳日报》于 6 月 25

日、7 月 1 日二版头条接连聚焦的两个

民生场景，看似细微，却如涓涓细流，折

射出解决民生急难愁盼问题的真谛：于

“小”处着手，在“实”处发力。

出院“床旁结算”，“实”举措打通

“痛”堵点。曾几何时，“办出院比住院还

累”是患者无奈的吐槽。我市 5 家三级

甲等医院通过深入调研，摸清患者奔波

的“痛点”“堵点”，以系统改造实现部门

数据无缝对接，将繁琐流程浓缩为“5 分

钟”的高效便捷。好，就好在它直面痛

点、精准施策，以实招化解了群众多年

的烦忧。

一餐长者热饭，“小”细节承载“大”

用心。社区食堂空间或许有限，对“银发

族”的关怀却无限延伸：就餐区精细划分

“失能区”“非失能区”，轮椅通道畅通无

阻，配送队伍随时待命，确保热饭暖胃更

暖心。更可贵的是，社区探索出“政府引

领+市场运作+精准补贴”的可持续模

式，让这份关怀行稳致远。好，就好在它

精准捕捉了老年人“好吃饭”“吃好饭”的

核心需求，于细微处见真情、见实效。

两则案例，虽领域不同，却异曲同

工 ，彰 显 了 解 决 民 生 难 题 的 系 统 思

维：既要抓准问题的关键“点”，精准发

力，又要在解决路径的“面”上寻求突

破，形成长效机制。民生急难愁盼问题

形态万千，唯有深入肌理，于小处实处

精耕细作，方能找到破题钥匙。

民生无小事。从中央擘画蓝图到地

方细化“施工图”，解决民生难题是各级

政府的不懈追求。然而，“民有所呼”如

何真正转化为“政有所应”？关键在于：

深调研，摸实情。必须走出办公室，

沉到一线，俯身倾听，摸清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的根源与症结。只有真正“把准

脉”，才能“开对方”。

出实招，求实效。措施方案不能停留

在纸面，要责任到人、考核跟进，确保桩桩

件件落地有声；要重系统，谋长远，有全局

观和系统性思维，力求标本兼治。

无论是社区食堂升腾的烟火气，还

是病床旁便捷的结算屏，都“上接天线”，

呼应着提升公共服务的国家部署；“下接

地气”，回应着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正是

这些落在小处、干在实处的点滴努力，汇

聚成政府公共服务提能增效的暖流，共

同勾勒出民生幸福的新图景。

这份于细微处见真章的民生答卷，

值得喝彩，更需推广。

民生温度，小处实处见真章
曾 炜

6 月 30 日，绥宁

县泽润生态种养合作

社在关峡苗族乡插柳

村的稻田内投放了近

万尾鱼苗。该县计划

通过政策、资金、技术

等支持措施，助推稻

田养鱼产业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孙芳华 杨树

     摄影报道

 ◀ 刘 永 安

（左一）和同伴

们前往国家图

书馆参演。

（邵阳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