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的邵阳，阳光洒满大
地，沿着新邵县塘白旅游公路
走进花亭子村，茶马古道景点
进入视野，景点旁翠绿的早稻
长势喜人，而两个月前这里还
是长满杂草的苗圃基地。

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与人
民福祉的重要保障，非粮化则
是威胁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新邵县花亭子村作为市政协乡
村振兴帮扶村，工作队驻村以
来，高度重视村内耕地撂荒和
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

题，今年春季，及时清退 5.33
公顷占用粮田的苗圃基地，以
实际行动扛起保障粮食安全责
任，有效夯实乡村振兴“耕”基。

清退过程中，有些村民担
心清退后土地无法流转，导致
自身利益受损，针对村民的不
理解，工作队走街串户宣讲耕
地和粮食安全相关政策；针对
清退后可能出现土地撂荒问
题，工作队联系村内种粮大户，
签订长期承包协议，保证土地
租金不变，村民收益不减。

针对该处农田地势低洼、
暴雨后水流较大冲毁农田的隐
患，工作队积极向市、县职能部
门争取项目和资金，一方面扩建
并加固水渠，另一方面积极争取
纳入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

“一年春为首，百业农为先，
通过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
力，我们及时清退了苗圃，遏制耕
地‘非粮化’，不误春耕生产。今
后，我们将持续改善村内农业生
产条件，不断夯实乡村振兴‘耕’
基。”工作队队长唐立新说道。

荒 废 苗 圃 成 了 稻 田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通讯员 颜德科

开 栏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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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
获得哪些竞争优势？”“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培养和引
进相关人才？”5月30日，市政
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段雪梅
一行来到邵阳维克液压股份
有限公司，现场调研企业转型
升级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进
行了深入交流。

此次调研是市政协对十
三届三次会议第 005 号提案

《关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建议》
的督办行动。该提案由黄费
秋等 7 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
交，提出了优化政策环境、加
快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人
才引进和培养三个方面10条
建议举措。提案立案后，市
科学技术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市委组
织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等

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推
动提案办理。

对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实地考察，让大家对
当前数字赋能助力企业转型
升级有了直观感受。随后召
开的协商督办会上，提办双
方又进行了深入交流。

“接到提案后，主办分办
单位高度重视提案办理，组
织力量开展专题调研，在与
提案者沟通的基础上，结合
工作职责提出了办理意见。”

“深入推进‘智赋万企’行动，
到 2025 年 ，力 争 推 动 全 市
40000 家企业上云，3000 家企
业上平台，全市75%规模以上
制造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
络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在规
模工业企业中的普及率达
50%。”“今后将继续围绕‘3×
3’现代化产业体系，以设立

‘邵阳市人才日’为契机，精

心谋划系列人才活动，用好
用活平台，推动人才链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计划到今年底累计建设 5G
基站1万个以上。”

在市科学技术局会议室
召开的提案督办座谈会上，
各承办单位从不同角度介绍
了我市探索推动以数字经济
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
设情况。

段雪梅对提案承办单位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提案工作质量，
拓宽委员知情明政渠道，帮助
委员知晓政策、了解政情，并
以提案办理为契机，聚焦提案
内容、存在不足和改进提升对
策开展调查研究，倾听各方意
见，科学谋划专项政策措施，
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增势赋能。

数实融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调研督办重点提案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石雯静

长沙文化书社，筹备于1920年6、7月间，
是早期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重要推动力量。
由易礼容担任经理，毛泽东担任特别交涉员，
书社在当年9月9日正式开业，其成立时间比
中国共产党还要早9个多月。书社的成立，不
仅标志着新文化在湖南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更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
会员对新文化的积极推广。

长沙文化书社的 17 位发起人包括教育
界、新闻界等多方精英，其中新民学会会员如
毛泽东、匡互生等是核心力量。他们筹集资
金，广泛吸纳社员，使得书社的影响力迅速扩
大。这些发起人中，有5位是新民学会会员，
他们在教育界有着重要地位。此外，新闻界人
士也占据了发起人的一部分，显示出书社在
文化传播方面的专业性和影响力。

毛泽东等人在《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中明确
提出，他们所追求的新文化，源于十月革命后的
苏俄，即马列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被视为
能够引领中国和世界走向进步的力量。因此，书
社所销售的书刊，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具有新思
想、新价值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不仅传播了新
文化，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广新文化，书社积极在湖
南各地设立分社。分社的设立不仅使得新文
化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到湖南的每一个角落，
更为当地人民提供了一个接触和学习新文化

的机会。书社还提出了在七十五县都设立分
社的计划，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如提供折
扣、允许退货等，来支持分社的发展壮大。这
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的普及。

长沙文化书社不仅是一个文化机构，更是
一个革命联络点。在毛泽东等革命知识分子的
主持下，书社迅速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
重要阵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同
时，书社也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个联络机
关，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中，宝庆分社是长沙文化书社的一个重
要分支机构。它由匡互生、黄麟、贺民范等人创
办，秉承了书社的宗旨和理念。黄麟作为分社
的实际负责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推广新文
化。他利用寒暑假时间，奔波于各县推销书刊，
为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宝庆文化书社是长沙文化书社的一个重要
分社，由匡互生、黄麟、贺民范三人创办。书社的
书刊全部来源于长沙文化书社，种类丰富，涵盖
了哲学社会科学、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情况的
书籍、研究社会和国际问题的书籍，还有一批哲
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名著。此外，书社还销售各
类杂志，如《新青年》《改造》等。这些书刊极大地
推动了新思想和新文化在宝庆地区的传播。

宝庆文化书社的主要购买对象是市民和
学生，而在大革命高潮期间，农民也成为重要
的购买群体。书社的营业额在七个分社中名
列第一，这得益于黄麟等人的辛勤付出和与
长沙文化书社的紧密关系。黄麟接受了马列
主义思想后，与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等
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确保了宝庆文化书社
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书刊。

书社大量发行革命进步书刊，对宝庆地区
的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
将马列主义传播到了整个地区，提高了人民的
觉悟，为大革命的高潮在宝庆的形成起到了一
定的宣传作用。此外，宝庆文化书社还与其他进
步团体和书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如武冈的“思
思工学社”和商务印书馆武冈分店等，这些合作
进一步扩大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范围。

然而，1927年的“马日事变”给书社带来
了巨大的打击。陈光中匪军对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宝庆文化书社也被
捣毁，书籍被焚烧，设备被破坏，损失惨重，
黄麟等人万分悲痛，只得东躲西藏，才免遭
杀身之祸。经营六年多的宝庆文化书社从此
结束。

革命火种是不能扑灭的，党所领导的“战
时书报供应所”在长沙大火后迁来邵阳，又肩
负起了大革命时期“文化书社”所承担的宣传
工作责任。 （杨吉 整理）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长沙文化书社宝庆分社创设始末

苏缙如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吉
通讯员 范伟楠） 近日，邵
阳县政协召开改善生态环境
专 项 民 主 监 督 联 席 会 ，对
2024 年 度 专 项 民 主 监 督 重
点任务和重点内容进行安排
部署。

会议以“委员环保公开
课”的形式传达学习了《求
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文章《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
关系》，解读了《政协邵阳县
委员会关于2024年开展改善

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的实施方案》。有关部门就进
一步推动邵阳县改善生态环
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进行了
协商交流，并就具体工作对
各乡镇场进行了业务指导。
与会人员围绕委派政协委员
到相关单位开展“驻点监督”
进行了交流探讨，并提出具
体意见和建议。

会议强调，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高度重视改善
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工

作，严格落实工作责任，积极
配合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和调
研视察工作，积极承办相关
领域的委员提案、社情民意
信息和微建议。各相关部门
要做到思想认识再深化、政
治站位再提高，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抓好生态环境改善
各项工作，努力在专项民主
监督的联动意识、联动氛围、
联动合力下功夫，及时落实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交办问题的整改，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关切。

邵阳县政协联席会议部署专项监督工作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吉
通讯员 梁漾）“少年智、则
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
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

5 月 26 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政协课堂在湖南九味中
医药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举行，双清区昭陵中学、
海谊学校、通达职业技术学
校学生模拟政协协会的共 30
余名社团成员参加此次培训
学习。

邵阳市初心委员工作室
驻室委员、双清区学生模拟
政协协会校外指导老师王晓
娟进行政协基本知识教学，
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地
为同学们讲解：人民政协是

什么、要怎么干，学生模拟政
协协会是什么、要怎么做。让
学生们初步了解了人民政协
的性质、职能、使命和优势，
引导学生们走进政协、感知
协商民主，增强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

双清区政协提案和委员
学习联络委员会主任、学生
模拟政协协会校外指导老师
唐艳群就如何撰写模拟政协
提案进行专题教学，她结合
实情、实例向同学们展示了
提案的重要意义——这是政
协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形
式，也是青少年表达观点、参
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并
通过互动教学引导学生主动

思考如何发现提案、如何撰
写模拟提案。

“社团成员们要争当先
锋、作表率，把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学习好、宣传好、发扬好。”
会上，双清区政协副主席黄
一萍寄语同学们，要充分利
用好学生模拟政协协会平
台，推动自身综合素质和文
化素养相互融合、相互提升，
让自己的青春更闪亮、人生
更精彩。

据介绍，今后，双清区政
协将指导模拟政协社团所在
学校聚焦青少年成长，开展更
多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青
少年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
供更多的机会。

双清区政协开展学生模拟政协协会知识培训

读文史 观邵阳

政协文史工作是周恩来总理1959年
亲自提议和推动的，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
要、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发挥了存史、资
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邵阳市政协1982年创办了《邵阳文
史资料选辑》，1992年更名为《邵阳文史》，
四十余年接续奋进，编撰和出版了大量有
价值、有影响的文史资料，成为邵阳珍贵
的地方文化史料。为进一步讲好邵阳政协
文史故事，传承和弘扬邵阳历史文化，市
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即日起开设

“读文史 观邵阳”专栏，通过文史资料这
一独特的视角，带领大家走进邵阳的历史
长河，领略邵阳的历史风貌与人文魅力，
重温中国共产党指引的百年奋斗历程，深
刻感受新中国成立后邵阳经济、文化和社
会等方面波澜壮阔的发展变化，从中汲取
前行力量，为邵阳的历史文化书写新书
卷，谱写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