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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
讯员 范朝阳） 7月6日，备受诗坛瞩
目的中国作协《诗刊》社第38届青春诗
会代表名单产生，邵东市青年诗人刘娜
入选，成为“青春诗会”1980年创办以来
邵东市首位入选的青年诗人。

刘娜，1985 年出生于邵东廉桥
镇，湖南省作协会员，现任职于邵东
市人大常委会。迄今为止，她已陆续
在《诗刊》《星星》《扬子江》《芙蓉》

《作品》《诗潮》《诗歌月刊》《湘江文
艺》《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大量诗
歌，入选多种选本。

“青春诗会”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诗歌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了37届，
入选诗人从全国选拔，每届15人。自
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推出舒婷、
顾城等著名诗人后，每届推出的诗人
和作品都成为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热
点，是青年诗人正式亮相的舞台与成
长的摇篮。

即将在湖南衡阳市举行的《诗
刊》社第 38 届青春诗会，经过几个月
的征稿，共收到参评稿件 792 份。经
过资格审查，有 643 份稿件符合条
件。经《诗刊》社编辑和中国诗歌网
编辑初评，产生 80 人候选名单；经专
家编辑二次筛选，产生第二轮名单。
最后，由终审评委经投票选出最终名
单，确定了参加《诗刊》社第38届青春
诗会的15位青年诗人。

邵东市青年诗人刘娜

入选《诗刊》社第38届青春诗会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简 兰）
将归还的书放入书架，引导
读者正确使用馆内设备，协
助维护阅览室秩序……这是
小志愿者的日常工作。7 月
10 日，为了锻炼小志愿者的
沟通能力，让孩子们过一个
充实有意义的暑假，市少儿
图书馆开展了小志愿者暑假
实践活动。

当天，志愿者老师分别
从图书馆的主要功能、阅览
室结构设施、图书整理、图
书分类、阅览室秩序及环境
的维护等方面，对 20 名小志
愿者进行了细致讲解。随
后 ，在 图 书 管 理 员 的 引 导
下，小志愿者们很快熟悉了
工作内容，认真有序地做好
书籍归类、上架等工作，同
时协助管理人员维护绘本室
和阅览室秩序，引导读者文
明借阅，成为市少儿图书馆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培训
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小志愿
者了解了少儿借阅室的布
局、藏书结构、借阅制度等基
本知识，知道了图书管理员
在工作岗位上进行相关服务
的注意事项，学会了合作、协
调和互助，为养成社会服务

的公益意识和良好的阅读习
惯打下了基础。

这一活动得到家长和
志愿者的认可和支持，家长
姚女士表示，这样的活动让
孩子既可以度过愉快的暑
假，又可以在志愿实践服务
中锻炼自我，同时提升了孩
子对阅读的爱好和语言表
达能力。

市 少 儿 图 书 馆
负责人介绍，每年暑
假，他们都会开展小
志愿者暑假实践活

动。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一
个学习和锻炼的平台，不仅
可以了解图书管理的专业知
识，还可以让他们在实践中
增强人际交往、语言表达和
动手等能力。同时，小志愿
者也用实际行动教育越来越
多的市民自觉维护文明行
为，倡导文明借阅，助力我市
文明城市创建。

小志愿者争做“图书管理员”

▲少儿图书馆一角。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7月6日，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官网发布了“关于公示湖南
省2021年度优秀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拟推荐
对象的公告”，拟向文化和旅游
部推荐19人为2021年度优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我市两位非遗传承人奉雪
妹、丁志凡成功入选。

在花瑶，挑花是每一位瑶家
姑娘的必备手艺。这一被沈从
文先生盛赞为“世界第一流的挑
花”，如今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奉雪妹1959
年4月出生，她自8岁起师从母
亲学习挑花技艺，被誉为瑶乡挑
花之王。奉雪妹经过反复试验，
改革花瑶的包头，摸索着做出了
第一顶花瑶大帽子。奉雪妹的
这一改革十分成功，不但彻底解
除了花瑶女性长期的烦恼、累
赘，又使花瑶民族更具民族特
色，使这个民族更靓丽。除了对
大包头进行改革外，奉雪妹对花

瑶的传统腰带也进行了改革。
奉雪妹与徒弟共同创作的

《狮啸山林》，曾在文化部举办的
“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中获得
铜奖，2003年又获“中国首届文物
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大展”金
奖。2007年6月，奉雪妹被认定为
首批国家级非遗花瑶挑花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她不仅是花瑶挑花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而且还被北
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
大国非遗工匠专项公益基金聘为
德艺双馨的“大国非遗工匠宣传
大使”，被隆回县委县政府授予“隆
回县能工巧匠”等荣誉称号。

城步苗乡吊龙是古老而又
智慧的舞龙方式，通过长短不一
的撑杆撑吊起彩龙的不同部位，
在运动中塑造巨龙不同的姿态
和动势，宛如飞龙在天，亦称飞
龙。1937年，丁志凡出生于城步
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下团村，因为
祖辈都是舞、扎吊龙的传人，所
以受到家庭的影响，十二岁开始
跟随父亲和兄长到处舞吊龙

玩。从此，他对吊龙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十七岁时，他正式和父
亲学习舞吊龙，很快就掌握了整
套舞龙技术，成为了当时村里年
轻一辈的舞龙能手。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扎制吊
龙的材料也有了很大的变革，丁
志凡在传统扎制技术基础上，不

断运用新型材料，使吊龙更加轻
巧漂亮。同时，也设计了许多难
度高、观赏性强的舞龙动作，得
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他
常年致力于吊龙的非遗传承，逢
年过节到处表演，使吊龙成为城
步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全省年度优秀国家级传承人拟推荐对象名单公布

邵阳两位非遗传承人上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7月6日，为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
总署筹办的“同乡文化名胜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开幕，宝庆烙画系列作品《邵阳风光》亮相，成为湖南
馆的特色展品之一。

宝庆烙画又称“烙花”“火笔画”，用油灯、烟灯炙
烤加热铁针、石条，主要在竹木材料表面进行烙绘，是
邵阳传统美术中独具特色的门类。宝庆烙画经常结
合雕刻手法，充分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层次感，采用
勾、皴、点、渲等表现手法，尽显中国传统国画的效果，
通过诗、书、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风格。2021年12月，宝庆烙画成功入选湖南
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宝庆烙画传承人唐文林介绍，本次选送参展的宝
庆烙画系列作品共有6幅，分别是《碧水古塔》《佘湖
雪霁》《耍龙灯》《灯会》《打豆腐》《贴春联》。这些作品
生动展现了打豆腐、贴春联、耍龙灯等民间传统文化
习俗和颇具邵阳特色的优美自然风光，可以让参观者
直观地了解传统年俗文化，从中感受节日的丰富内
涵，领略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此次展览以“祖籍连系·思祖寻源”为主
题，是特区政府第一次与多个主要同乡社团合作举办
的展览，也是香港特
区成立25周年的重
点庆祝活动之一。
展览展出约 300 件
国家级及省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品，
每项非遗或工艺品
都展现出当地的独
特 文 化 和 悠 久 历
史。通过展览让香
港市民认识各处家
乡的名胜古迹、风土
人情、历史文化等，
加深对中华文化的
了解。

宝庆烙画亮相香港“同乡文化名胜展”

▲宝庆烙画《碧水古塔》。

▲奉雪妹教花瑶后代编大花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黄红
华） 7月7日下午，国家非遗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祁剧

《借女冲喜》巡演在隆回县文化服务中心（隆回县影剧
院）举行。

祁剧《借女冲喜》是一部喜剧，由湖南省祁剧
保护传承中心创排演出，讲述了被迫在赵家做长
工抵债的卞福，与未婚妻姚菊英迟迟不能完婚。
卞福的雇主赵家与白家互贪对方家财早订婚约，
但赵、白两家各怀鬼胎，为遮怪掩丑，强逼卞福与
姚菊英假扮成新郎新娘，最终，赵、白两家图谋落
空，丑相毕露，而卞福和姚菊英却有情人终成眷属
的故事。演出现场，祁剧《借女冲喜》凭借感人的
剧情、丰满的人物、精美的艺术呈现，让观众近距
离感受到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获得了观众的阵
阵热烈掌声和喝彩。

演出结束，观众纷纷表示：“演出太精彩了”“演员
表演到位，基本功扎实”“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这样精彩
的演出”。

祁剧《借女冲喜》隆回巡演

（上接1版）

聚焦“供给侧”

如何让“背包式人民调解员”遍地开花？我
市出台《关于全面推行“背包式”人民调解工作
的实施意见》，重点培育“背包式人民调解员”。

“背包式人民调解员”优先从“五老人员”（老党
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
和村（社区）乡贤及驻村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
法学专业学生中选任、聘任，汇聚民间智慧，解
决群众矛盾。这不仅调动了公众参与人民调解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搭建了民主协商平
台，增强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意识。

组织开展初任培训和年度培训，通过以会
代训、集中授课、案例评析、现场观摩等方式，引
导“背包式人民调解员”掌握民法典和人民调解
法等法律法规知识、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和工作
技巧。据统计，2020年以来，各县市区通过集中
和点对点培训“背包式人民调解员”15589名，覆
盖全市202个乡镇和3636个村（社区）。

我市通过市社会治理创新开放共享总平台

中的网格化小程序，构建“动态监测”预警体
系：根据摸排的矛盾纠纷信息线索和群众在网
格小程序中上报的纠纷热点、社会关注焦点，
进行日汇总、周分析、月研判。对相关部门和
行业组织采取“一对一”提示、“点对点”预警，
推动矛盾纠纷排查从“灭火”向“防火”转变，形
成简单纠纷随手调、一般纠纷及时调、疑难纠
纷综合调的格局。

解纷“首选项”

“背包式人民调解”更加突出普惠导向，逐
步成为群众解纷“首选项”。

首先是随时能“找到”。“背包式人民调解”
的推行，构建起了以党委政府为纽带，以人民调
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
阵地，以人民调解员、五老乡贤等为排头兵的

“背包式”调解网络，将最优质的调解力量下沉
到社区、院落、楼栋，实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
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使群
众真切感受到“说话有人听、怨气有地撒、利益
诉求有人管”。自2020年以来，我市各级“背包

式人民调解员”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7427件，涉
及金额170245.75万元，基层群众调解满意度由
85%上升至95%。

其次是急时能“联通”。“背包式人民调解”
打通了人民调解系统与“邵阳市社会治理创新
开放共享总平台”等多个智慧治理平台对接渠
道，推动调解服务端口多元嵌入，实现调解服务

“线下一站式、线上一网通”，使群众“一次也不
跑”成为可能。特别是在今年春末疫情防控关
键时刻，我市线上成功调处涉疫情矛盾纠纷80
余件，有效满足了群众“零出行”“零距离”“零接
触”调解需求。

再次是用时能“作数”。“背包式人民调解”
促进调解“柔性”和司法“刚性”的紧密结合，对
被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
力，确保调解结果看得见、摸得着、能放心。

减负“最优解”

“背包式人民调解”更加突出问题导向，逐
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减负“最优解”。

疏通“人少案多”堵点，有效分流和分担法

院、公安、信访等部门办案压力，实现“调解在
前、诉讼断后”“前期接警、协同调解”“即时接
访、即时调解”。自2020年以来，全市经调解后
未进入诉讼程序案件3118件，派出所接警率下
降13%，一般纠纷处理时间总体降低50%。

攻破“事倍功半”难点，激发行业性专业性
“背包式人民调解员”在法学、心理学、医学、管
理学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参与处置医疗、交
通、物业、婚姻家庭等领域矛盾纠纷1255件，实
现纠纷化解率由83%快速提升至95%。

消除“小事变大”痛点，前置化解婚恋、家庭
邻里、坟山宅基地等容易引发极端事件的隐患
苗头，实现“矛盾预测走在预防前、预防走在调
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自2020年以来，累计
防止“民转刑”案件42件、“民转群”案件49件。

“‘背包式人民调解’以真实案例、身边案例
教育当事人及其他群众遵法纪、明事理，注重化
解当事人的心结、情结，从根源上化解矛盾，达
到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是一种节约社会管理、
司法、执法成本的有效手段。”市司法局党委书
记、局长黄红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