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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立军）
9 月7日上午，我市召开市级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工作
机制第六次会议。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李万千出席并讲话。

会议听取监督督查、基层减
负、新闻宣传、综合协调四个工作
组关于“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治理
随意督查检查考核”“规范表格材
料报送，治理随意向基层催报各种
表格材料”“规范张贴标语横幅，整
治标语口号过多过杂”“规范悬挂
机构牌子，整治基层挂牌乱象”“规
范微信工作群管理，整治随意组建
微信工作群”“五规五治”工作情况
汇报，并对“五规五治”工作进行了
具体研究部署。

李万千指出，虽然“病症”在基
层，但“病根”却在上面。要严格落
实中央、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把解
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作

为当前一项政治任务和重要工作。
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明
确责任、明确时限，统筹规范督查检
查考核工作，规范村（社区）服务中
心挂牌工作，治理表格材料报送过
多过急问题，整治标语口号、微信工
作群过多的问题。要坚持源头治
理，精准施策，做好减法——减牌
子、减事项、减考评，从源头上为基
层松绑减负。要压实主体责任，加
强督查，以责任落实确保任务落地，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死灰复燃”。要不断总结好做法好
经验，强化典型宣传，形成合力，以
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声势助推整治工
作向纵深发展，让基层干部群众切
实感受到整改成效。

“五规五治”靶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工作

机制会议召开 李万千出席
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后，

每到11时和17时两个将要就餐的时间
节点，大祥区城北路西湖桥下一家新开
的手撕大骨头特色餐饮店门口就会排
起一条长队，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餐饮业经营的一道亮丽风景。

“描绘”出这道风景的人，是来自新
宁县飞仙桥乡龙潭村的80后青年厨师
唐祥旺。手撕大骨头店是他在邵阳市
区开设的第一家店，也是他的第四家店。

子承父业

唐祥旺两岁丧母，自幼跟着在食堂当
厨师的父亲长大。自觉在读书方面天赋
不高的唐祥旺初中阶段便放弃学业，独自
一人前往长沙学习厨艺。“虽然我爸爸是
当厨师的，但我小时候特别不想当厨师，
可长大以后又慢慢开始对厨师这行产生
了浓厚兴趣，这也算是阴差阳错、子承父
业吧。”唐祥旺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

厨校毕业后，在长沙一家饭店从学
徒开始，一路做到厨师长，唐祥旺花了近
十年。虽然很辛苦，却也让他收获了幸
福。“我和我爱人何芳就是在饭店打工时
认识的。当时我是厨师，她是在店里做
兼职的大学生。”谈到妻子，唐祥旺满面
春风，“我们俩是新宁老乡，在工作和生
活上彼此关怀，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返乡打拼

2011年，唐祥旺当上了长沙一家大
酒店的厨师长，同时也有了一双可爱的
儿女。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出人
意料的决定，辞掉工作，回到家乡新宁
县。他用家中唯一的房子作抵押向银
行贷款，在县城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饭
店：重庆石锅鱼。“当时在长沙虽然赚得
不少，但父亲和老婆孩子都在新宁老
家，一个人在外打拼没什么意思，干脆

回家自己开店。”唐祥旺表示。
刚一开始，唐祥旺的饭店门可罗

雀。这时，妻子何芳成为他的有力支
撑：她一再鼓励他不要半途而废，还到
娘家帮他借钱周转。后来，店子的生意
逐渐好了起来，唐祥旺开始打出自己的
品牌——“鑫旺唐厨”，在家乡接连开了
第二、第三家店。

疫期突围

今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大小饭店
纷纷关门停业。这无疑给了唐祥旺当
头一棒，店面租金、员工工资等开支就像
一块块巨石压在他心头。得知老板资
金出现困难，员工们不仅没有急着转行，
反而纷纷掏出自己的积蓄，借给唐祥旺
周转。唐祥旺回忆：“当我们店里的保洁
阿姨一起凑了10万块钱给我的时候，我
真感到一切困难都被踩在了脚下。从
店子被迫歇业到复工复产，面对新冠疫
情，我们团队120多人，没一个人离开。”

“唐老板平时对我们特别好，总是把
我们当一家人看待。他遇到困难，我们

能帮多少就帮多少。”一位保洁阿姨说。
疫情没能阻挡唐祥旺前进的脚

步。临时歇业期间，他带着自己的团队
孜孜不倦进行新菜品研发。这一研发
就是半年多。他们 6 人组成的研发小
团队每天都要对新菜品进行多次调试，
最多的时候一天内改了六次配方。

“我们每天围着一堆中草药打转，
每修改一次配方，至少要品尝一次。觉
得味道比较好了，就反复请隔壁邻居尝
鲜，征询他们的意见。”唐祥旺说。

除了勤于研发新菜品，唐祥旺还积
极探索经营新模式。“疫情逼迫我们不得
不思考适应新形势的经营模式。我们
现在采用的是无厨师、无桌台服务员、全
自助经营模式，顾客们自己取菜，自己找
位置，自己执行光盘行动。”唐祥旺介绍。

唐祥旺的经营新模式大获成功后，
正在着手实施做大做强的发展计划：

“准备在市区、邵东、衡阳、怀化和永州
等地开设加盟店，今年的目标是启动30
家加盟店，让手撕大骨头走出邵阳，走
向全国。”

逆 流 而 上 闯 新 路
——记80后新宁籍创业青年唐祥旺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董依然 叶炯烨 樊馨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
讯员 杨坚 李友胜） 9月4日上午，
新宁县组织县内重点柑橘生产企业、基
地负责人和种植大户、脐橙协会会员代
表，来到崀山镇窑市村、万塘乡福田村，
观摩柑橘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现场，分
享交流各地经验和成效。

新宁县是我国重点柑橘产区之一，
崀山脐橙享誉国内外。今年来，为改善
橘园生态环境，提高柑橘品质，新宁县
以创建全国柑橘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

示范县为契机，坚持“控、替、准、统”四
措并举，对砂皮病、大实蝇和叶螨等柑
橘重大病虫害实施全程绿色防控。目
前，已培育发展柑橘类病虫害统防统治
合作组织8家。

新宁县还通过举办农民田间学校、
现场会、展示会等方式，对种植大户、合
作组织、农户进行病虫绿色防控技术、
栽培管理技术和科学安全用药技术等
集中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掌握绿色防
控技术的带头人，有效推动了柑橘病虫
害全程绿色防控工作的开展。据预计，
通过全程绿色防控，该县今年柑橘病虫
害防控效果将达到85%以上，危害损失
率将控制在 5%以内，化学农药使用量
将降低5%以上（示范区减少20%以上）。

今年，新宁县共投入资金 140 万
元，建成柑橘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县级
示范区1个，乡级示范片4个，带动该县
推广柑橘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面积近
10万亩。

新宁推广柑橘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

中共党员，原邵阳市城
市规划管理局调研员管仁楚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
年9月6日逝世，享年80岁。

管仁楚同志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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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

9月5日，隆回县金石桥
镇东红猕猴桃专业合作社果
园，抖音网红主播湘妹心宝
正在直播公益助农推销猕猴
桃。该社是湖南省社会扶贫
单位，以基地为核心示范，带
动和辐射周边近 1000 户贫
困村民种植和参与猕猴桃产
业务工销售、分红等，每户每
年稳定增收 2000 元以上。
今年，猕猴桃喜获丰收，该社
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拓宽
产品销路。

通讯员 贺上升 摄

控，即通过自然留草、释放捕
食螨等多种技术措施保护天敌、
涵养天敌，控制病虫害发生。替，
是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
治与安全化学防治集成技术替代
单一化学防治，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
用高效大中型药械替代低效小型
药械。准，即做到准确诊断、精准
测报、对症适期用药。统，是指大
力扶持专业化防治组织，创新统
防统治服务方式，大力开展分段
承包防治作业。

●新闻链接：

“控、替、准、统”全程绿色防控法

（上接 1 版） 该剧出品单位之一
的湖南省演艺集团董事长吴友云
介绍，剧中的音乐、舞蹈、戏剧、戏
曲、表演等，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
提下，各有创新：以传统经典作品
为牵引，充分展现湖南少数民族风
情，大量运用现代时尚表达，贴近
现代观众审美。尤其注重通过现
代科技的运用，为观众提供互动
式、沉浸式体验。

据了解，《大地颂歌》由6幕+
序曲和尾声组成，6幕内容分别是

《风起十八洞》《奋斗》《夜空中最亮
的星》《一步千年》《幸福山歌》《大
地赤子》，从多个维度全面反映湖
南精准扶贫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
践，生动展示三湘儿女在脱贫攻坚
中的满满获得感和幸福感。

●立足全国视野，“演艺

湘军”“广电湘军”首度携手

这样高难度的舞台艺术作品，
谁来创作演绎？

《大地颂歌》由中共湖南省委
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湖南省演艺集团、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长沙市委市政府、大麦网联合出
品，在湖南省扶贫办、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湖南省文联、湘西州委州
政府等部门和市州的通力合作下，
立足全国视野，集中了湖南全省演
艺的优势兵力，并适当邀请全国舞
台艺术专家及团队参与，于 2019
年11月开始创作。

湖南闪亮全国的两张名片：
“演艺湘军”与“广电湘军”跨越行
业界限，首度携手，争创精品。

“演艺湘军”——以湖南省歌
舞剧院、湖南省话剧院、湖南省杂
技艺术剧院为代表的湖南省演艺
集团，在国内外演艺领域屡创佳
绩。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成为
几代人的音乐记忆，话剧《沧浪之
水》票房火爆，杂技剧《梦之旅》全
球巡演超过 600 场。湖南省湘剧
院、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三大文
艺院团，根植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
和湖湘文化，既有湘剧《马陵道》、
花鼓戏《刘海砍樵》、京剧《天家孽》
等经典作品，又有近年来新创的湘
剧《月亮粑粑》、花鼓戏《桃花烟
雨》、京剧《梅花簪》等艺术精品。
六大院团皆派出了最优秀的演员
参演，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由国家一
级、二级演员扮演，这样的例子在
剧中并不鲜见。

“广电湘军”——湖南卫视一
方面多年持续跟踪报道十八洞村，
全面关注全省脱贫攻坚历程，积累
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其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将为该剧增添更多
时代色彩。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部分师生
参与，打动无数网友的衡阳市祁东
县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部分
十八洞村村民将本色出演。

与此同时，《大地颂歌》还邀请
了部分国内优秀艺术家和上海戏剧
学院舞蹈分院、重庆歌舞团参与。
主演团队实力与人气兼具，既有全
国知名的湘籍演员、主持人等，也有
因湖南受到全国关注的演艺人。

●由十八洞村展开，以真

人真事真情打动人

主旋律题材作品，如何好看？
《大地颂歌》选择以十八洞村

为点，湖南为面，辐射全国，用真人
真事，真情实感打动观众。

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壮丽征程
中，十八洞村是一个鲜明的标杆。
三湘大地在决战决胜中的伟大实
践，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前几
年，湖南组织拍摄了电影《十八洞
村》，票房过亿元，获得了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华表奖、百花奖。不断
深入探索十八洞村乃至湖南精准扶
贫战役的精神与内涵，创新表达形
式，有可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而真实是《大地颂歌》的灵
魂。该剧总导演周雄说，剧中的主
要人物都能找到原型。因此，创作
团队特别注重采风，与上百名扶贫
工作者、多户受帮扶的人家进行了
深入交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今昔对比、乡亲们脸上洋溢的幸福
感，他们对我说的最多的词就是不
敢想象。”周雄说。

在精准扶贫这场艰难战役
中，全国各地涌现出无数令人感
动的人物，热血的湖南亦然。炎
陵县委书记黄诗燕，怀化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溆浦县委书记蒙
汉，在扶贫路上骤然倒下，带着对
百姓的无限牵挂；从河北省到湖
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
义务扶贫的退伍老兵王新法，一
腔碧血洒湘土……《大地颂歌》将
从平凡人视角，探析这些扶贫英
雄的心路历程。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蕴含的意
义巨大。周雄说，如有一幕是老师
带领留守儿童快乐歌唱，这源于一
则新闻：衡阳市祁东县启航学校留
守儿童合唱团在湖南科技大学艺
术学院教授王育霖的带领下，用歌
声找到了幸福和希望。剧中设置
的这一幕，反映了国家对留守儿童
的关注，对教育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湘大地
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百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以及广大党员干部
和人民群众吃苦耐劳、努力拼搏
的精神面貌和实干精神，都将通
过普通老百姓身边亲切、生动的
故事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