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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谢定局 米桂美） 文学
艺术与特色产业，如何擦出新“火
花”？10月25日，洞口县启动的一
系列大型活动，让“文化兴”与“产
业旺”持续实现同频共振。

近年来，洞口县形成了实力
较强的文学创作队伍，洞口散文
创作群更是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
较大影响。深厚的文学土壤孕育
了谢璞、姜贻斌、罗先明、谢乐军
等一批本土优秀作家。

10 月 25 日，中国作家“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
点在洞口县设立，并启动“雪峰山
文学季”系列采风活动。同时启动
的，还有洞口县雪峰蜜橘产业链
品牌文化推介活动。

走出启动仪式的会场，中国
作协作家、省市领导、专家学者、企
业代表和境外客商来到洞口县雪
峰街道红卫村良东家庭农场的橘
园。这里，一株株柑橘树错落有序，

金黄的蜜橘像灯笼般挂满枝头，
簇拥在一起，色泽鲜艳、圆润饱满，
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橘香。

“It's very delicious！雪峰蜜
橘好吃！”一名境外客商剪下一个
蜜橘，剥开橘皮品尝了几瓣橘肉，
竖起大拇指点赞。“诗意田园如
画，雪峰蜜橘飘香！”一名作家沉
浸在橘园的美景和蜜橘的美味
中，即兴感叹道。宾客们来了兴
致，采摘品尝间，纷纷为满园的蜜
橘当起“评委”。“这个橘子好吃，
可以打 96 分！”“你尝尝我这个，
也特别甜，我打 98 分……”宾客
甜了，橘农笑了。

欢笑间，洞口县委、县政府负
责人和橘农为宾客们讲述了雪峰
蜜橘的故事。当得知雪峰蜜橘已
由特色产业升级为致富产业时，
境外宾客啧啧称奇。现在，洞口雪
峰蜜橘种植面积已达1.4万余公
顷，年产量稳定在 15 万吨以上，
年产值超过10亿元，成为名副其

实的富民强县产业。
参与活动的作家们，对近年

来雪峰蜜橘的新发展特别感兴
趣：从优质商品果基地建设，到高
端品牌“感恩1973”的推出；从橘
片爽系列产品热销全国，到主题
休闲观光园的规划建设，洞口县
正逐步构建起一条集种植、加工、
销售、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

在活动现场，宾客们见证了
湖南省七灵果业有限公司、洞口
县众望柑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 14 家雪峰蜜橘种植企业及
合作社获得“洞口县雪峰蜜橘出
境果园”授牌认证，并签订雪峰
蜜橘市场推广、出口合作协议。
作家们看到，来自俄罗斯、非洲、
马来西亚等境外客商纷纷签订
雪峰蜜橘出口意向协议，焦急等
待发货。作为近水楼台的香港客
商，早已将20吨雪峰蜜橘订单纳
入“囊中”，首批 10 吨雪峰蜜橘
已于当日启程。

中国作协在洞口设立中国作家新时代文学实践点，

推介雪峰蜜橘产业链品牌文化

“文化兴”激活“产业旺”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的《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
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中国

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
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成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
系，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我国人民健康水平
显著提高。习近平同志围绕健
康中国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
想深刻，对于推动新时代我国

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健
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
共计 292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
同志 2012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致
辞、书信、指示、批示等 140 多
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
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
论 述 摘 编》出 版 发 行

▲10 月 26 日，隆回县

高平镇茶山村，金灿灿的晚稻

犹如大地披金，与青山、河流、

村庄交相辉映，“丰”景如画。

曾勇 摄

◀10月23日，收割机在

新宁县崀山镇窑市村收割晚

稻。连日来，该村千亩双季稻

示范田里，村民抢抓晴好天气

收割晚稻。 石国兴 摄

▲10月24日，农机手在洞口县高沙镇石榴村收割晚稻。霜降过后，当地农民抢抓晴好天气，

利用农机作业加速收割稻谷，确保颗粒归仓。 滕治中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杨微） 沥青路面摊
铺、绿化栽植等工序紧张有序
进行……10月25日，永州至新
宁清江桥高速公路（简称“永新
高速”）建设现场呈现出一片如
火如荼的忙碌场景。据了解，永
新高速项目已按下决胜通车

“快进键”，全力冲刺今年年底
高质量建成通车的目标。

进入10月，永新高速项目
科学制定和落实各项工作措
施，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建设一
线喜讯频传。目前，项目全线路
基、桥梁、通涵、防排水工程已
完成设计总量的100%，路面下
面层、中面层完成 100%，上面
层完成 45.3%，房建主体工程
完成100%，内部装饰装修完成
98%，机电工程设备基础、杆件

基础安装、收费土建、光缆敷设
完 成 100% ，设 备 安 装 完 成
62%；交安工程完成70%。

湖南省永新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永新高速项目将继续紧盯年底
通车目标，狠抓质量控制，全力
打造“品质工程”，以决战决胜之
势奋力攻坚，全力以赴实现今年
年底高质量建成通车的目标。

永新高速按下通车“快进键”
全力冲刺今年年底建成通车目标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姚婷 甘菁晶）“太感
谢了，这些适老化改造让我的
生活变得轻松多了！”10 月 21
日，邵东市杨桥镇井泉村六旬
老人贺宽珍满心欢喜地对前来
回访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贺宽珍一家是低保户，家
里使用的依旧是烧柴火的灶
台。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腿脚

越来越不给力，每天捡柴火成
了她的“超级难题”，更别提她
膝盖里的积液，每年都要抽水，
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今年，邵东市启动困难老
年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贺宽珍
家的旧灶台被拆除，换上了适合
老年人的新灶台，还给她配备了
拐杖，装上了智能感应灯。

“本以为日子过不下去

了，谁知现在越过越好！”贺宽
珍感慨。

据悉，截至今年9月底，邵
东市已为398户困难老人家庭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投入资金
120万元，包括安装扶手、改造
防滑地面、配备适老椅、配置淋
浴椅、配置拐杖等。同时，该市
组织了6场适老化知识讲座和
培训活动，惠及老人500余人。

邵东市启动困难老年家庭适老化改造

“微”改造带来幸福“大”提升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杨洪涛 曾月娥）
10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在新
宁县举行《邵阳市崀山脐橙产业
促进条例》公布施行新闻发布
会。《邵阳市崀山脐橙产业促进
条例》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邵阳市崀山脐橙产业促
进条例》是我市第15部地方性

法规，也是第一部专门围绕地
理标志产品制定的地方性法
规，已经2024年8月28日邵阳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4 年 9 月 26 日湖南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批准，自2025年
1月1日起施行。

法规共十条，不分章节，主
要包括规划管理、种质资源管
理、标准化生产、病虫害防治、品
牌建设、服务保障等内容。法规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市崀山脐
橙产业发展走上法制化、规范
化，将有效解决崀山脐橙产业发
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
推动崀山脐橙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第一部专门围绕地理标志产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邵阳市崀山脐橙产业促进条例》
于明年 1月 1日施行

深秋时节的天子湖畔，云
淡风轻，阳光洒在湖面上，如碎
银闪闪发亮。天空很蓝，白云很
白，将蓝天白云随便裁一片，就
是令人惊艳的极具想象力的邵
阳蓝印花布。

“我对蓝印花布有着深厚
的感情和期盼，一直坚守蓝印
花布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
在非遗文创及文旅行业中不断
创新，希望中国蓝在国际舞台
上闪闪发光！”10 月3 日，蓝印
花布传承人罗沙沙说。她目光
所及，蓝印花布与天子湖畔的
蓝天白云正相互辉映开来。

邵阳蓝印花布，在保护中
发展，又在发展中传承。经过岁
月的浸染，散发着越来越有魅
力的“蓝”光。

深情守护

邵阳蓝印花布原产地为邵
阳县，又称“豆浆布”，是一种用
石灰豆浆防染花靛蓝色的双色
布。据《邵阳县志》记载：唐贞观

时期，邵阳境内棉纺织业兴起，
邵阳人在苗瑶蜡染的基础上，
首创以豆浆石灰代蜡防染的印
染法。至明清两朝，邵阳成为华
南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蓝印花
布生产、印染、销售中心，被誉
为“蓝印花布之乡”。

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演变，
邵阳蓝印花布风格别致，东方
文化韵味十足。2008 年，邵阳
蓝印花布印染技术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岁月洗礼的邵阳蓝印
花布走向大众视野，得益于杨彩
虹和女儿罗沙沙的接续奋斗。

打小在资江河边长大的杨
彩虹，19岁就到浙江义乌闯荡，
成就了一番事业。出于对蓝印花
布的朴素情感，杨彩虹回乡挑起
了非遗传统文化保护的重担。

蓝印花布用的植物染料蓝
靛需从蓼蓝中提取，但本地已
没有了。了解到贵州有野生菘
蓝可制蓝靛，杨彩虹母女先后
20多次前往贵州山区寻找。有

一次，杨彩虹爬山时，不小心摔
倒，腿部骨折，至今走路时还一
跛一跛的。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最
终，杨彩虹和女儿罗沙沙在贵
州找到纯正的野生菘蓝种苗。
到 2017 年 ，试 种 获 得 成 功 。
2018年，又成功将菘蓝提取液
发酵成蓝靛，并取得国家专利。
蓝靛染布掉色，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罗沙沙和团队通过研究
和试验，采用艾草和辣椒来固
色，效果十分明显。

为了搜集蓝印花布图案，
杨彩虹和罗沙沙下到乡镇，遍
寻蓝印花布老物件，遍访健在
的老匠人。罗沙沙还在电脑上
建立蓝印花布图案数据库。经
过多年搜集整理，目前数据库
里的图案元素已达 1 万多种，
极大地保护了蓝印花布的文化
记忆。 (下转2版)

保护与传承并重 挖掘与整理并举 展示与展演并驱

蓝印花布，千年魅力“蓝”不住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刘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