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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米扬） 2月12日，大
年初三，家住隆回县桃花坪街
道江湾社区的郭正湘一家自导
自演办起了家庭版春晚，在热
闹喜庆的氛围中演绎别样年
味，传承良好家风。

郭正湘是隆回县思源实验
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从教42年
的他，如今是隆回县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组织的隔代教育金
秋讲师团的一位讲师。

当天，郭正湘一大家欢聚
一堂，其乐融融。晚会在欢快
的舞蹈《向快乐出发》中拉开帷
幕，随后朗诵《少年中国说》《读
中国》、独唱《一句先苦后甜》、
黄梅戏《女驸马》、合唱《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等20个节目精彩
登场，合力将家庭欢乐气氛推
向高潮。

“虽然没有高大上的舞台，
但确实很热闹，让我们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我们每个人都上
台参与了节目表演，大家都很
用心也很开心。”舞台朴实却热
闹非常，大家庭里的年轻成员
纷纷上台，用歌曲、舞蹈、戏曲、
相声、魔术、朗诵、书画表演、器
乐演奏等丰富多彩的表演形
式，展示自己的才艺与绝活，向
长辈送上节日祝福和问候。

（下转4版③）

“家庭春晚”演绎别样年味

春节期间，在外务工或求
学的邵阳游子纷纷回到家乡，
在享受家庭幸福团聚的同时，
他们也切实感受到家乡发生的
可喜变化。近日，记者走上街
头，实地采访了多位返邵游子，
聆听返乡人的心声。

“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
大到我回去差点迷路了！”面
对记者，家住新宁县回龙寺镇

的陈先佑表示，在外打拼近20
年的他每年春节才能回一次
家。随着我市交通基础设施
逐步建设，陈先佑见证了家
乡的道路由狭窄崎岖的单车
小道变成现在宽阔平整的柏
油马路。

“现在修了好多路，基本都
是快车道，密密麻麻的，去哪都
很方便。我昨天从老家开车到市
区来玩，还体验了白新高速公路
带来的便利。” （下转 4 版④）

喜看家乡万象新
邵阳日报记者 封龙仪

“田书记，在您的‘神指导’下，我
家的羊肚菌和赤松茸都有救了。您
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啦！”2 月 5 日，
面对清晨来到珍稀蘑菇生产基地查
看新农人抗击低温雨雪天气情况的
双清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党工委书记
田泉，邵阳地丰农业负责人余菊伟

紧紧握着他的手，感激地说。
余菊伟在双清区渡头桥镇新渡

村建有专门出产羊肚菌和赤松茸的
珍稀蘑菇大棚，其中部分大棚珍稀蘑
菇开始冒头出芽。不料从2月2日起，
我市第二轮寒潮袭击邵阳，气温低至
零下2摄氏度，且伴有雨夹雪或冻雨。

“羊肚菌和赤松茸的最佳生长温
度为 10 摄氏度到 15 摄氏度，现在大
棚内的气温降至将近零摄氏度，好几
个出产比较早的大棚面临绝产。”余
菊伟的妻子心痛地说。

“赤松茸的亩产可以达到 6000
斤，每斤售价不低于8元；羊肚菌的亩
产在500斤至600斤左右，价格一般在
100元每斤。根据天气预报，要到2月
8日气温才能缓慢回升。看来我的头
茬珍稀蘑菇很难熬过这几天。”余菊
伟也沉不住气了。 （下转4版②）

田书记巧救珍稀蘑菇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2 月 13 日晚，
武冈市邓家铺镇石
龙兴村的村民在河
面上舞龙灯。当
晚，当地举行“滩里
水龙灯”闹新春活
动，村民在河面上
划竹排、舞龙灯闹
新春。该传统民俗
活动，沿袭至今已
有 1400 余年的历
史，是湖南省非遗
文化保护项目。

滕治中 摄

2 月 14 日，农历正月初五，天气
晴朗，父亲向我发出邀约：“走，带你
去看我种的油菜花！”“这个时候的油
菜，绿油油一片，有什么好看？”我心
里嘟囔着，但想着父亲是放心不下他
田地里的“宝贝”，便也一同前往。

来到邵东市野鸡坪镇仁风村，
父亲栽种的油菜花呈现在眼前，与
我想象中不同的是，这片油菜花竟
然已经进入花期，成片的油菜花呈
现出金黄花海，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煞是好看。“我以往赏油菜花都
是在 3 月上旬，这才立春不久，家里
的油菜花怎么就开了？”看着我疑惑
的神情，父亲笑着说，“我这里可是
湖南省农科院‘稻稻油’示范基地，
种植的是早熟油菜。”

父亲向我科普道，“稻稻油”是一
年内种植“双季稻和一季油菜”三季

作物的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油稻轮
作模式。2022 年，他利用 20 余公顷
农田自我尝试这一种植模式，不仅成
功实现了三季作物种植，水稻产量还
提高了。2023年，父亲在省农业农村
厅、省农科院“揭榜挂帅”专家指导
下，开展“稻稻油”示范基地建设，并
扩大了种植规模。

随后，父亲开启了“巡田”模式。
只见他在一道道田埂上穿梭，一会查
看田间排水情况，一会查看油菜的叶
片，检查是否存在病虫害。一番实地
观察后，父亲欣慰地说：“油菜长势很
好，大部分都扛过了前段时间的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预计今年产量较去年
可增加30%。”原来在1月中下旬，得
知寒潮天气即将来临，父亲提前采取
措施增强油菜的抗寒性，帮助油菜成
功越过寒冬。

父亲名叫宁平新，邵东市灵官殿
镇人，今年 59 岁，种植水稻已有 10
年，种植规模 300 余公顷。他坦言，
尽管在水稻种植方面有了较为成熟
的经验，但推广“稻稻油”种植模式仍
有不少挑战。“这种种植模式时间非
常紧迫，水稻育秧、油菜收割、水稻栽
插等工作都是环环相扣，必须准时准
点完成，否则就会延误水稻种植，后
果不堪设想。”为此，父亲在去年收割
晚稻前就做好了新一轮作物种植的
全年计划，再严格按照计划的时间节
点逐一推进。

（下转4版①）

希望在田野间绽放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