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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发
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立意高
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引领航向，
赋予了湖南新的定位新的目标，是从
全局出发谋划湖南发展作出的战略
指引。”9月29日，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指引，从
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和推动邵
阳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中彰显新担当、贡献新力量。

“首先，要着力在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
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中，贡献邵阳力量，占有一席之地。”
龚文密信心满满地表示。

围绕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高地，把邵阳先进制造业发展成为千
亿产业。龚文密说，近年来，邵阳通
过大力引进新兴制造业和改造传统
制造业，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快
速迈进。接下来，要大力推进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持续推
进沪昆百里工业走廊建设，全力打造

“135”工程升级版，加速培育先进装
备制造、显示功能材料、智能家居家
电等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把邵阳特种玻璃谷建设成
为年创产值 500 亿元以上的产业。
龚文密表示，特种玻璃产业是邵阳在
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
业，要不断延长、做大、做强这一产业，
举全市之力推进中国（邵阳）特种玻璃
谷建设，努力在显示功能材料关键领
域实现我国由“跟跑”向“领跑”迈进。

围绕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
高地，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龚文密说，将充分发挥遍
布全球的百万邵商优势和邵阳商会
作用，积极对接粤港澳，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加快邵永高铁、东盟
产业园等建设，办好邵阳东盟货物贸
易和服务贸易博览会，努力把邵阳建
成我省对接东盟的桥头堡。

“其次，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提出的工作要求和重点任务，
努力展现邵阳新担当。”龚文密语气
坚定，一一道来。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
担当。坚持创新引领，加快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
模式，努力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加快
推进路网、水网、电网、互联网和教育

网“五网”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展

现新担当。全力以赴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主动扛起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
责任，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
益不受损等底线，大力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产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要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上展现新
担当。努力建立以南山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要在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
上展现新担当。突出抓好就业、教
育、卫生等民生工程，继续加强和创
新基层社会治理。

要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
新担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面加
强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治理机
制、服务能力建设。

龚文密最后表示，邵阳将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敢
打硬仗、善打胜仗，不断打开事业发
展新局面，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切期待变成美好现实，谱写好邵
阳发展新篇章。

围绕新目标 彰显新担当
——访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蒋剑平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10月1日至4日，2020年邵阳市青少年传统文化展示活动暨湖南省第二届传统武
备演武活动在双清区金罗湾和新邵县白水洞景区举行，来自全国的传统武备、甲胄爱好者相聚一堂，为市民带来了
精彩的传统武备演武活动。图为10月2日的现场演武。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刘人铭 摄影报道

9 月 27 日至 29 日，大型史诗歌
舞剧《大地颂歌》在长沙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如梦似
幻的灯光、舞美设计，多彩精美的民
族服饰，为观众带来美的享受；高科
技手段的运用，营造出强烈的真实
感，让现场观众无不动容。

“无论怎么拍，都是一幅很美的画”

微风拂过的山林，水帘悬挂的
瀑布，远山深处的晚霞，广阔无垠的
星空……舞台上竖立着层层叠叠、
清晰度极高的巨型 LED 屏，汇聚成
一道道湘西风景。

“美！”这是《大地颂歌》的舞台
美术留给观众最为深刻的印象。

“这部剧艺术水准很高，舞台布
景和灯光也都极具美感。”作为摄影
爱好者，回忆起观看《大地颂歌》时
的情景，祁东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胡春雷连连竖起大拇指，“无论怎么
拍，都是一幅很美的画，很真实的
画，一幅三湘巨变的壮美画卷。”

“《大地颂歌》采用‘写实+写意’
的整体舞台美术风格。”该剧舞美、
灯光、视频总设计孙天卫介绍，整个
舞台场景中融入了不少湖南元素。
比如从贫困到致富，从春天到秋天，

写实的场景不断展现十八洞村七年
间的变化。此外，还有《幸福山歌》
那一幕中出现的猕猴桃园、湘绣
等。这些本身就很美的元素，艺术
化地还原了湖南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也推动着《大地颂歌》史诗般的
叙事一步步走向高潮。

舞台台口的设计，则很好地体
现了设计者对十八洞村的艺术提
炼。周遭是高高低低的山峦，山上
有人家，湘西吊脚楼的形象转化成
简洁的艺术符号，勾勒出苗寨动人
场景，让观者既熟悉又欣喜。

《大地颂歌》舞台之美，还离不
开最新科技元素和手段的运用。比
如大量的LED大屏、先进投影设备、
舞台二道幕的多块大屏幕，根据每
一场的剧情移动变化，灵动地呈现
开山、瀑布等场景。

（下转4版①）

美的享受 真的动容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演出侧记之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华声在线记者 冯宇轩

湖南日报 10月 7日讯 （记者
龙文泱） 7日晚，CCTV-3综艺频道

《大幕开启》第3期播出大型史诗歌舞
剧《大地颂歌》首演纪念节目，讲述人
张凯丽、何炅、谷智鑫、万茜等，带领观
众共同走近湖南凝聚人心、激发村民
脱贫斗志的生动故事。

9月27日，《大地颂歌》在长沙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首次公
开演出，观众从天南地北赶来观看。
演出结束后，主持人邀请观众走上舞
台，与主创人员畅谈创作故事。剧中
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的妻子彭建兰
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张凯丽深情讲解
故事的发展情节，观众接连发问。“我
看到留守儿童合唱团的原型人物从舞
台下面升起来，感到很震撼。扮演王
老师的何炅老师是什么感受呢？”“扶
贫队队员救小雅的那一幕，设计的舞
蹈很感人。是什么样的想法？”主创们
一边回答解说，一边演示让观众记忆
深刻的片段。

在现场，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童
合唱团走上舞台，为支教老师王育霖送
上歌曲《幸福的模样》，师生真情让观众
无不动容。青年舞蹈家刘迦为跳好营

救小雅的舞蹈，手指磨出了老茧，手腕
蹭破，精湛的舞技和生动的人物刻画，
让饰演牺牲的义务扶贫人王新法的女
儿王婷的青年演员万茜流下了热泪。

有泪，也有笑。知名演员谷智鑫
饰演的扶贫队龙书记的原型龙秀林走
上舞台，回忆起扶贫工作的艰难——
第一次与十八洞村村民见面，村民没
有掌声，反而认为作为宣传部副部长
的龙秀林只带了一张嘴到村里。这个
情节被运用到剧中：龙书记在承诺书
上按下手印，要村民看“我老龙是不是
只带了一张嘴来扶贫！”无数个细节和
众多人物，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剧
中，田二毛的原型人物——曾经的懒
汉、现在的蜜蜂养殖能手龙先兰带着
妻子、半岁的孩子走上舞台，分享脱贫
又脱单的甜蜜故事，众人都感受到了
他们的幸福。

此外，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让舞台
画面极具真实感，同时将舞台空间无
限延伸，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感
受。如第四幕《一步千年》中，村民们
背着行囊、沿着蜿蜒大山搬迁的画面，
让不少观众惊呼：“舞台到底有多大？
远处的人站了多远呀？”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
首 演 纪 念 节 目 央 视 播 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
讯员 申寒松） 9月28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事青组织召开视频会议，专
题调度配合省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工作，
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查督办，
对督察“回头看”发现和指出的问题，
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全力迅速整
改；对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尚
未完成整治的项目，要压实责任、倒排
工期，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截至9月28日，省第六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转办群众信访
举报13批149件、下沉督察交办件34
件、督办件5件。目前我市已办结59
件。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101
个整改项目已完成65个，其余的正在
全面推进。

刘事青强调，省生态环保督察“回
头看”是推动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
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县市区、市
直相关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全力配合，
加强督查督办，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对
督察组交办、转办的问题，能马上解决

的，立行立改、迅速落实；对一时难以整
改到位、需要逐步解决的，要列出清单、
制定方案、明确责任、限时整改，做到整
改一个、验收一个、销号一个。

刘事青强调，对污染防治攻坚战
“夏季攻势”尚未完成整治的项目，
各县市区、市直相关责任单位要进一
步强化组织领导，紧盯时间节点、挂图
作战、真抓实干，实行日调度、周通报
机制，及时全面掌握各单位任务进展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要坚
持实事求是，做到整改督办到现场、验
收销号到点上，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做
到基础扎实、整改务实、效果真实，坚
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应付整改
情况出现。

市领导彭华松、李华和、蒋志刚、
肖拥军、晏丽君，市政府秘书长陈秋良
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市政府主会
场参加调度。各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
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县市区视频
分会场参会。

主动认领全速整改 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刘事青调度配合省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和

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
讯员 何波建） 9月24日上午，邵阳
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在市区城南公园组织开展集中宣传
活动，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市民应
知应会知识、《统计法》有关知识向社
会宣传普及，现场为市民答疑解惑。

什么是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是当
今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收集人口资料
的一种最基本的统计方法，是获取全
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途径。通过人
口普查，可以查清我国人口的数量、结
构和分布等基本情况，还可以查清人
口的社会特征、家庭特征、教育特征、
经济特征、居住状况以及普查标准时
点前一年人口的出生死亡状况等。

为什么要进行人口普查？世界各
国都把掌握准确的人口数量、人口素
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情况，作为
科学治国和宏观决策的基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

是什么时候？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就
是规定一个时间点，无论普查登记在
哪一天进行，登记的人口及其各种特
征都是反映那个时间点上的情况。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 0 时。也就是说，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是
2020年11月1日0时的人口状况。

市民如何配合人口普查登记工
作？人口普查摸底和登记两个阶段普
查员需要入户。摸底从10月11日开
始，10月31日结束，这个阶段普查员
将走街串巷、逐门逐户进行实地勘察，
进入住户家中，进行普查告知，询问登
记方式，了解户内人员的大致情况。
登记从11月1日开始，持续到12月10
日结束，普查员要进入住户家中，逐人
逐项登记普查信息，这期间还将随机
抽取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表，获取
更为详细的人口结构信息。

（下转4版②）

大国点名 没你不行
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即将进入摸底登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