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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11月4日至5日，全市文旅产业暨文旅
融合发展现场会在新邵县召开，总结交
流全市文旅产业、文旅融合发展经验，
查找问题和差距，进一步落实下一阶段
工作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迎
春出席。

周迎春指出，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大
力推进文化体育事业和产业繁荣发展；
立足于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进
文化旅游体育等全方位、全链条深入融
合，努力打造湘中湘西南文化体育中心。
要注重统筹协调，加快推进文旅产业发
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全力推动西部生态
旅游区建设，培育生态和民族旅游品牌；
积极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开花结果，推动

邵阳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周迎春要求，各有关职能部门要

密切协作、齐抓共管，聚焦文旅产业发
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重点问题，
深入调研，找到问题症结和解决良策，
推动形成集文化体验、文创产品、购物
娱乐、康养休闲等为一体的全域旅游
业态，抓好景区提升，打造精品旅游线
路，擦亮文旅特色品牌。

周迎春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贯
彻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相关部署要
求，推进各类措施落实落细，努力激发
文旅产业市场主体活力；要切实提高
各层次从业人员的业务技能、管理能
力和服务水平；要出台激励保障政策，
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形成主导旅游
文化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商品设计
与营销的中坚力量。

全方位全链条推进文旅体融合
全市文旅产业暨文旅融合发展现场会召开

周迎春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胡忠国 阮少波） 11 月 5
日晚，“健康杯”邵阳市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知识抢答赛总决赛暨颁
奖典礼在湘窖酒业举行。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警务技术二级总监张超，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志雄，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谭学军，副市长仇珂静等
到场指导，并给获奖单位颁奖。

这次知识抢答赛由市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市道
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市委宣传部、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邵阳广播电视台新媒
体中心等多部门共同策划和主办，旨

在普及安全知识，增强法规意识，根治
顽瘴痼疾，提高文明水平。

主办方通过走访市民、征求意见，
制定出台了详细方案，从市、县、区到乡
镇、街道、村、社区，从领导干部到普通
群众，层层发动。市内各大媒体开设专
题专栏、滚动播放活动宣传片，各县市
区大型电子屏同步宣传，邵阳广播电视
台还利用抖音短视频、线上互动答题等
新媒体传播手段扩大宣传面，进一步提
升了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普及安全知识 根治顽瘴痼疾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知识抢答赛总决赛举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琢玲） 11月6日，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谭学军主持召开党委
（扩大）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训词
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坚持政治
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结合起
来，与谋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公安
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机遇和
优势，凝聚共识和力量，全力打好风险
防范化解攻坚战，强化政治担当、责任
担当，坚定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继续
深入践行新时代县域警务工作，全力
推进“一村一辅警”“邵阳快警”“宝庆
大叔”和内保保安联防联控工作提质
升级，确保邵阳政治大局稳定和治安
秩序平稳，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安全稳定的环境。

贯彻全会精神 抓好政治建警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朱思颖） 11月4日上午，市
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机关“狠抓
监督质效年”工作调度会，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戴华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戴华峰指出，今年开展“狠抓监督
质效年”活动以来，全市检察机关紧紧
围绕活动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了可行
措施，各项检察工作呈现出科学有序
运行的良好态势。他强调，全市检察机
关要进一步提高工作站位，突出重点

工作，狠抓监督质效：认真研究分析，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案件比”，提升办
案质效；扩大办案规模，做强正向指
标；找准自身差距，压紧反向指标；加
大工作力度，积极消灭空白指标，提升
优秀指标数量。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落
实工作责任，严格兑现奖罚措施，充分
发挥业务考评“硬指标”的导向作用，
运用好业务数据“晴雨表”，形成奖优
罚劣的制度安排，真正打破“干多干少
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局面。

狠抓监督质效 守护社会公平

家乡是通海的浪潮，他是有梦
想的鱼。自2014年回邵发展后，他在
家乡日益浓厚的书法艺术氛围中，
如鱼得水，崭露头角。先后担任市青
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双清区政协委
员，书法作品连续两次入国展。他就
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我市青年
书法家马孝来。

家乡沃土孕梦想

今年36岁的马孝来生于隆回县
岩口镇双石村，家中叔辈喜欢写字，
让他自幼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马
孝来说，最初他看叔叔们字写得漂
亮，就跟着学跟着练，得到父母和老
师的表扬后，就愈发喜欢上了写字。
从小学到大学，班上的黑板报基本上
被他“承包”了，一写就是十多年。

中学时期，因为英语拉了后腿，
他成了“偏科生”。有几个要好的同学
是美术专业生，受他们影响，马孝来
毅然跑到长沙学习绘画，后又跟随陈
西川老先生学习。学艺术是个既耗时
间又花金钱的活，家庭经济条件并不
优越的他，得到了父母全力支持。
2005年他考入邵阳学院艺术设计系。

课余时间，他重拾书法爱好，通
过网络视频、书法群交流、阅读理论
书籍等，系统地学书法。临碑习贴之
余，也常与其他书法同道交流探讨。
大三时，学校的翰墨缘书法协会邀请
他担任协会主席。期间，他的两幅书
法作品参加湖南省第二届大学生书
法大赛，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

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辗转
广州、深圳、东莞、衡阳等地“闯世界”，
从事室内设计工作。书法爱好因无暇
兼顾，一度被搁置。2014年回到邵阳，
与书法界的良师益友们一“碰撞”，他
对书法艺术的热情又重新点燃了。

2015 年，马孝来被选为邵阳市
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后又受聘担
任邵阳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书法教
师。在教学相长中，他不断成熟。

邵阳市宝庆艺术馆是我市书画
艺术的摇篮。2015年，省书协顾问、全
国书法展评委张锡良在该馆办书法

讲习所，马孝来参加了培训。通过此
次学习，他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
老师，开阔了眼界，很快他的书法作
品就得到同道的普遍认可和称赞。

2017 年，他的作品先后入选全
国第八届楹联书法作品展和全国第
二届行书作品展。今年，他成功加入
中国书法家协会，目前正准备冲刺
中国书法界最高奖“兰亭奖”。

文化公益显担当

马孝来曾打过工、创过业、上过
班，如今是一名自由书画艺术工作
者、室内设计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身书画艺术创作和各类文化公
益活动。

马孝来为人憨实、热忱，乐于担
当。作为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的负责
人，他主持协会工作，带领大家开展

“送春联”进社区、书法创作交流等系
列活动，前不久还组织举办了湖南省
青年书法家协会冲刺国展公益班（邵
阳班），邀请省内国展名手前来授课，
受到各地书法爱好者的欢迎。作为政
协委员，他积极参加各类履职活动和
社会服务，撰写了《关于丰富人民群
众业余生活》《关于整治夜间飙车乱
象》等民生提案。

市里举办各类书法艺术展览，开
展“送文化下乡”等活动，他都热情参
加。今年市文联组织的抗疫主题文艺
创作活动，他精心创作了两幅书法作
品参展并获奖。作为邵阳市资江潮文
化公益协会的一员，他在协会的成立
大会、君子书屋启动仪式、君子文化
大讲堂、诗联会、文化公益助力脱贫
攻坚等活动中，既以一名艺术家的身
份挥毫创作，又承担开车接人送人等
后勤服务。“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默
默奉献，无怨无悔”，这是他作为一名
文化志愿者的真实写照。

因为马孝来的书法作品受欢迎，
为人又大方实在，向他讨字的人络绎不
绝。加上参加公益活动捐赠的作品，近
年来他创作的书法作品在千幅以上。
他的作品不仅“高产”，而且高质，市博
物馆、市美术馆、长沙李自健美术馆等
机构和个人书法爱好者均有收藏。

书法于马孝来而言，是爱好是
寄托，也是追逐梦想、服务社会的桥
梁。他在书法艺术中找到了自己的
乐趣，以梦为马，不断向高处攀登。
深深感恩家乡沃土的培育，他表示，
将做一名孜孜不倦的传承者、弘扬
者，为邵阳的文化艺术繁荣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以 梦 为 马 不 负 韶 华
——记邵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马孝来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马孝来在绥宁县关峡乡插柳村参加资江潮文化公益协会组织的文化扶贫活动。

11月5日，隆回县

人民法院金石桥法庭庭

长邓苏勇（左）正在给法

庭志愿调解员赠送《民

法典》。为了提高法庭志

愿调解员的法律素养，

近日，该庭为志愿调解

员每人发放《民法典》，

并通过微信群组织他们

进行《民法典》学习。今

年以来，该庭组织志愿

调解员为当事人提供诉

讼指导、解答法律咨询，

参加委托调解、庭前调

解，送达法律文书等志

愿服务357人次。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贺上升 黄鹏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宋三龙 向海）“东山花猪”

“东山红提”是众所周知的“东山二
宝”，现如今，原来在绥宁县东山侗族
乡漫山遍野自然生长的山胡椒，也挤
进“东山宝贝”行列，与此前的“东山
二宝”并称“东山三宝”，成为当地侗
族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2013 年，在外打拼的东山侗族
乡阳溪村村民杨长义返乡创业，因
地制宜开建了一家山胡椒油加工
厂。从此，以前只被当地百姓当作

“醒酒药”的山胡椒值钱了，新鲜山

胡椒可以卖到5元/公斤。
“最近几年我平均每年都要从

村民手中收购 7.5 万公斤左右山胡
椒籽，大概可以给周围村民带来 37
万元上下的收入。”11 月 1 日，杨长
义介绍。

山胡椒，又名木姜子、山苍子，为
樟科木姜子属珍贵芳香油料小乔木，
是中式烹饪的重要调料。由于东山出
产的山胡椒油系野生天然植物油料，
气味浓郁，富含营养，在市场上备受欢
迎，杨长义决定明年扩大生产规模。

“我的厂子扩大之后，大概每年

可以消耗20万公斤左右的山胡椒原
料，父老乡亲们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到上百万元。”杨长义说，“我们村的
一名小伙子想做山胡椒油的销售总
代理，注册品牌，线上线下销售，有利
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山胡椒产业。”

“采摘和售卖野生山胡椒特别适
合身体较好的农村老人。野生山胡椒
有一个月左右的采摘期，按照平均每
天采摘25公斤计算，一个老年劳力
一年有三四千元收入，这对辅助山区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意义重大。”东山
侗族乡一名驻村干部表示。

山胡椒跻身绥宁侗乡“致富三宝”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吕曦东） 11月6日上午，大祥区政府
组织该区征收办、区自然资源局等部
门对百春园街道马蹄社区8-1号地进
行土地丈量和清表工作，标志着这块
闲置用地清理整改工作正式启动。

位于百春园街道马蹄社区四五六
组的 8-1 号地占地面积 59.5 亩，2011
年被省人民政府批准用于城市开发建
设用地，因该地没有完成征收工作，闲
置多年没有开发建设。为此，国家自然

资源督察武汉局对该地下发了闲置用
地清理整改督办通知。今年9月底，国
家自然资源督察武汉局督察组又来到
8-1号地进行现场督察，要求大祥区
政府在 11 月底前完成 8-1 号闲置用
地的清理整改工作。

当天，大祥区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
门完成了该地的土地丈量和清表工作，
近期该区将启动土石方工程，随后就可
以移交给业主单位开发建设，完成国家
督办的闲置用地清理整改任务。

大祥区迅速推进闲置用地清理整改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