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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0月23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
生回信，对他们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
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老中青
少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
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艺术薪
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
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戏曲是中华文化的
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年为
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
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
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文化
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办于
1950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举
办的第一所戏曲教育机构。近日，中
国戏曲学院一些师生代表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学院 70 年来的发
展情况，表达了为繁荣戏曲事业贡献
力量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10 月 17 日是第 7 个国家扶贫
日。当晚，全面反映湖南精准扶贫历
程的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在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上演第6场。自9月底首次公开演
出以来，该剧以真实生动的故事、真
挚深厚的情感、新颖动人的表达，在
观众中引发热议。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脱贫
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
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
贫”重要论述首倡地。《大地颂歌》以
十八洞村为点，湖南为面，用文艺的
形式宣传党的扶贫政策和巨大关怀，
歌唱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生活在十八洞村的村民们，看前
睡不着觉，看后止不住泪。

战斗在十八洞村及其他贫困村
的多位扶贫干部，抹着眼泪说：“演到
我们扶贫干部的心里去了。”

全国多位文艺界专家认为，剧作
选题精准，思想精深，艺术的力量，让
宏大的主题走入人心。

不少年轻观众被“圈粉”，评价该
剧让人沉浸其中，很有教育意义。

虽然十八洞村、黄诗燕、王新法等
湖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和人物，已
通过新闻报道等方式传遍全国，但文
艺作品有其独特的力量。文艺湘军及
时回应时代课题，勇于创新，带着对家
乡热土和人民的深情厚谊，把缘起于
十八洞村的暖风，传遍了三湘大地。

回应时代课题，吃透政策

熟透人和事

“《大地颂歌》是一个真正的现实
主义题材创作。它的一个非常大的难
点，是要准确把握赞颂我们的时代和
揭示我们时代生活当中的困境、矛盾，
这个关系非常不好把握。但我觉得这
个戏突破了这个难点，非常了不起。”看
完《大地颂歌》，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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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政策全面、准确又生动地
展现？创作者们费尽心思。最直观的
体现是，剧本改了又改。

“看起来是情节上的修改，更多
的是梳理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可能
会有人问，艺术创作为什么老提政
策？”该剧编剧、作词、湘籍青年剧作
家冯必烈说，《大地颂歌》的题材决定
了它有一部分特殊的观众：广大一线
扶贫干部、非官方的扶贫人和他们的
家属，正是该剧要致敬的群体。如果
不把政策吃透、不熟悉扶贫工作中的
人和事，他们会觉得剧作离自己很
远，或者游离于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
之外。 (下转5版①)

风起十八洞，情暖大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马剑敏）
10 月 22 日，我省 2020 年“百名最美
扶贫人物”表彰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长沙举行。由我市推荐申报，并经资
格审查、组织评审等严格程序，我市
朱绮华等7人获评全省“百名最美扶
贫人物”。

7 人分别为邵阳县扶贫开发办
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朱绮华，新宁县
金石镇扶贫办主任刘庆，湖南省南山
乡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盛
谈，新邵县迎光乡顺水村党支部书记
彭育忠，洞口县凤溪农业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小丽，武冈市人民医

院派驻邓元泰镇塔岭村第一书记朱
跃权，隆回县都来鸿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罗龙桂。

同时，由省委组织部、省残联和其
他单位推荐，省纪委监委派驻隆回县
三阁司镇中洲村扶贫工作队长刘献
文、省司法厅派驻新部县潭溪镇玄本
村扶贫工作队长罗绍青、南航股份公
司湖南分公司派驻新宁县安山乡大塘
村扶贫工作队长熊劲松、隆回县残疾
人联合会理事长丁守校、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派驻新邵县坪上镇小河
村扶贫工作队长谢历冰等5人也荣获
全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称号。

全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评选揭晓

12位出自我市脱贫攻坚主战场

擘 画新蓝图 开 启新征程
——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详见7版）

10月23日，双清区邵阳大道沿
线，园林工人忙着更换花箱隔离带
内的鲜花；佘湖桥上，市政工人对桥
面立柱、横向跨梁等设施进行油漆

美化处理，让整座桥梁焕然一新；西
湖路上，工作人员逐一拆除违规设
置的户外广告，营造清爽整洁的城
市环境……

当前，我市迎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已进入关键时刻。市城管局
组织城管系统个单位按照各自工
作职责、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以最果断的措施、最有力的行动查
漏补缺，突出对重点部位、重点环
节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成果，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
水平，改善城市面貌，升级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 (下转7版)

全面查漏补缺 做好精细管理
——市城管系统高质量推进迎“国卫”复审工作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刘伦署 陈 凯

扶 贫 路 上 步 铿 锵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详见4版）

清晨，当机扫车开始上路作业，
早餐店里的炊具发出美妙的声响，
出行的人流在街头汇聚。邵阳的深
秋，在热闹的烟火味中拉开序幕。

夜晚，当摊贩们有序地进出市
场、执法岗亭灯火通明、闪烁的红绿
灯如阀门开闭，国家卫生城市——
邵阳，因这份秩序感更添魅力。

自2017年被命名为国家卫生
城市以来，邵阳将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融入精细化的管理之中，用
一连串增长的数据勾勒出一条人居
环境提升的“微笑曲线”，让烟火味
与秩序感完美相融。

以创建的姿态巩固“国卫”成
果、以创业的热情提升宜居环境、
以创新的精神拓展发展空间。三年
来，广大干部群众孜孜以求、在对
城市环境的精雕细琢中，激发出千
年古城新的生命活力。

不负美誉 乘势而上

时间的指针拨回三年前。
2017 年 7 月 27 日，邵阳市领

回了国家卫生城市的荣誉牌。消息
在“邵阳日报”官微上发出后，全城

欢腾！网络热度迅速突破10万+。
国家卫生城市，一时间成为城区
70万市民追捧的热词。

荣誉带来机遇，更带来挑战。邵
阳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一锤
子买卖，更不能走过场。必须久久为
功、持之以恒，才能发挥这块“金字
招牌”的正向激励作用。

“要再接再厉、乘势而上，进一
步巩固‘创卫’成果。”2017年12月
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龚文密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我市迅速
制定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办法、明确
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工作牵头单位，
成立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今年又成立了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任顾问，市
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任组长，市、
区领导联点社区帮扶整改，各级各
部门广泛参与。各级爱国卫生运动
机构不撤、队伍不松、人员不散，架
构起全民共护“国卫”成果的强大
网络。 (下转2版)

与 城 共 进
——我市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系列报道之一

邵阳日报记者 马 娟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好生活来
自于对生存环境的不断改善。从全民
共同努力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到
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守护创建成果，在
奔向“更舒适、更高效、更健康”城市
生活的道路上，邵阳从未停歇。

城市硬件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管
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基层公共卫生
服务实现全域覆盖，爱护环境卫生成
为全民自觉……三年来，从高处起航
的邵阳，始终以创业的激情，在城市
综合环境提升上精耕细作，久久为
功，不断优化百姓居住环境，拓展国
家卫生城市新的内涵。

创“国卫”振奋人心，守“国卫”
验证初心。这场巩固提升创“国卫”
成果的接力，虽少有激情澎湃的

“高光”时刻，却于无声处推动城市
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迭代前行。
借首次“国卫”复审之机，本报推出

“邵阳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成果”系列报道，共同梳理这段平
凡岁月中的城市新变。

编 者 按

“创卫”攻坚不停步，提质升级
再出发。

深秋时节，漫步我市大街小巷，
街道干净整洁，小区环境优美，公园

绿草如茵，两江风景如画，城市品位
显著提升、市民面貌昂扬向上、生活
环境优美宜居……这一切，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全市上下努力巩固提升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的辛勤付出。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自 2017

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以来，我
市巩固创建成果、全面提升城市品
位的步伐从未停歇。“以最高的认
识、最大的决心、最实的行动、最硬
的措施，建设更加富饶美丽幸福新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多次强调守
护好国家卫生城市这一“金字招牌”
的重要性。 (下转5版②)

缔造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 一评我市努力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邵阳日报评论员

盛开着马鞭草的邵水河畔，美不胜收。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