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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近年来，为发展壮大非遗文化，
邵阳县委、县政府秉承保护与传承并
重、挖掘与整理并举、展示与展演并
驱举措，设立了 1000 万元文化事业
与产业专项基金，助力非遗文化传承
发展驶入快车道。

杨彩虹在“迎老乡 回故乡 建
家乡”政策感召下，回乡投资1.6亿元
建设蓝印花布制作传承基地。2017
年10月，集非遗文化制作传承、农耕
文明博览展示、民俗文化展示展演于
一体的蓝印花布文化产业园在邵阳
县城东新区落成。

蓝印花布生产工艺，花版制作是
一道必须闯过去的难关。以前的花版
由刷了桐油的牛皮纸制成，再手工刻
出镂空图案，费时要个把月，且图案
样式十分单一。她们潜心攻关，改用
机器在塑料硬板上雕刻花版，效率大
幅提高，且图案更精美、更标准。

“蓝印花布再怎么创新，也脱离
不了一个‘土’字！”怎么办？杨彩虹和
罗沙沙再次进行大胆地闯和试。

面料土，过去用的是粗糙的土
布、麻布，她们就将面料升级，用轻柔
上档次的棉布。去年，罗沙沙还创造
性将蓝印花布与牛仔结合，赢得了与
著名的美国CK公司的合作。

图案土，因为图纹传统、构图过
于饱满，罗沙沙就在图案上做减法，
只保留蓝印花布一些关键元素。同
时，变革创新花色样式。

产品上的创新，更是五花八门。
由传统的床上4 件套，扩展到衣帽、
绣扇、围巾、手包、窗帘、抱枕、鞋子、
花伞等上百种系列产品。

全新的产品，打开了市场。长沙、
张家界、韶山、凤凰、崀山、大理等21
个城市或景区，设有邵阳蓝印花布产
品展馆或销售点，年销售收入近
5000 万元。杨彩虹母女还把蓝印花
布系列产品卖到了日、韩和其他欧美
国家。2016 年，杨彩虹、罗沙沙带着
蓝印花布前往法国参展。钟爱蓝色的
法国人十分喜欢这“美丽的中国蓝”，
法国百货巨头老佛爷百货与杨彩虹
签订合同，每年订购 1000 万元的床
上4件套。

如今，走进基地，你会发现这里
的蓝印花布产品琳琅满目，从服装、
床上用品到布鞋、折扇，每一件都是
匠心独运的艺术品。

近年来，该基地采用“非遗+”行
动计划，通过“非遗+研学、非遗+景

区、非遗+文创”等方式，在传承非遗
的道路上，不断研发与创新，把邵阳
蓝印花布由原来的传统手工小作坊
发展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具有一定规
模及影响力的非遗产业化经营企业。
通过原材料种植、蓝印产品手工制
作、开展蓝印技艺培训等，带动了
2000名当地百姓共同创业、就业、增
收。其中原材料种植从业者人均每年
增收1.2万元，手工制作从业者人均
每年增收2万元。2021年，杨彩虹母
女又在自己老家黄亭市镇望江村投
资 2 亿元建设蓝印非遗文化特色小
镇，启动天子湖望江蓝印特色小镇文
旅融合项目，迈出邵阳县“非遗文化+
乡村旅游”第一步。

勠力传承

9月27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第五届邵阳市美术季系
列活动在全市各地同时举行，系列活
动之一——首届邵阳市民间工艺美
术精品大展现场，邵阳县 18 件蓝印
花布印染技艺方面的作品，惊艳了现
场。“我似乎在蓝天白云里，领略了蓝
印花布的魅力，真的很震撼！”在展览
现场，邵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曾小如
说出了参观展览者的心声。

2021 年，天子湖望江蓝印特色
小镇文旅融合项目启动后，望江村便
沸腾了。该村党支部副书记谢波每天
倒排着村里各项设施建设项目的工
期。据了解，从2022年4月开始至目
前，天子湖望江蓝印特色小镇文旅融
合项目已经完成了晴雨桥、公厕、内
湖旅游步道、游客走廊、美丽庭院、游
客码头等项目建设。2025年底，天子
湖望江蓝印特色小镇文旅融合项目
将全面竣工。蓝印花布，同样点燃了
村民们朴素的情怀，不少村民正在着
手打造融入蓝印花布元素的民宿。据
了解，截至目前，该村已有40余户村
民办理了民宿营业执照，其中 10 余
家民宿已经营业。孙望来开了一家民
宿，去年8月营业。“我正在将蓝印花
布的元素融进民宿里，将民宿外墙改
成蓝印花布一样的蓝色。我相信，生
意会越来越好。”他信心满满。

发展传承邵阳蓝印花布，邵阳县
县委、县政府一直上下齐发力，共同
谱写蓝色畅想曲。“承载着岁月的记
忆与厚重的文化，蓝印花布必将以其
独特的图案和质感，为现代服装设计
注入新的灵感。同时，设计制作的文
创产品也将作为珍贵的文化礼品，走
向世界。”邵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邓飞如是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杨海龙 王周钦 张泷浈）
10 月 27 日上午，第十四届（2024）全
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数字素
养大赛“久其女娲杯”低代码编程赛
道南部赛区区域赛在邵阳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开赛。开幕式上，副市长
晏丽君宣布大赛开幕，邵阳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欧阳学致辞，邵阳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李梦奇主持。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
与数字素养大赛“久其女娲杯”低

代码编程大赛作为“国赛”项目，已
成为推动大学生实践教育创新、加
强校企合作育人、培养富有扎实创
新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人才的综
合性平台。本年度赛事由全国高等
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等学
术团体和单位主办，南部赛区区域
赛由邵阳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自启动起来，共有来自全国近 50
所高校的 2000 余名学生报名参赛，
经过校内赛的比拼选拔，共有 11
所高校的 22 支队伍入围南部赛区
区域赛。

22支高校队伍在邵角逐“久其女娲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郭慧鹏
通讯员 唐红艳） 10 月 24 日，“学
党史·铭初心”党建悦读公益行走进
邵阳暨“绿书签”行动在我市举行。
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邵阳市委会主委
丰新妹致辞。

活动特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
导师李旭章，为大家上了一堂题为

“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 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课。邵阳市第二中
学作为“党建学习书屋先锋单位”
代表发言。

丰新妹向大家发出倡议，要认真

阅读党史书籍，深入学习、深刻领会
其中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要通过
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
人了解党史、学习党史；要将学习党
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
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近年来，我市把推动和服务全民
阅读作为重要使命，把引导党员干部
阅读作为带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抓手，
通过打造阅读品牌、构建阅读新场
景、推进“阅读+”跨界融合，形成了
党员带全员的全民阅读新路径。

聚焦党史学习 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邵阳榜样

陈远家（右一）与“邵阳快警”共救落水小伙。

陈远家2016年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失去右手拇指，右手小臂和手掌功能全部丧失，构成
三级伤残。

“大家都只知道陈

远家去年夏天曾经救过

一条人命，其实，在此之

前，他还曾三次救起四

条人命！”10 月 24 日，

在绥宁县联纸厂退休职

工 陈 远 家 正 式 获 评

2024 年三季度见义勇

为类“湖南好人”一个月

之际，他的好友、“邵阳

快警”绥宁大队队员向

志益在微信朋友圈这样

介绍陈远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

顿时，大家的目光再次

齐刷刷聚焦年逾六旬的

陈远家。

独 臂 托 起 五 条 生 命
——记2024年三季度见义勇为类“湖南好人”陈远家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何杰锋 黄开龙

陈远家四次救起五人并
获评“湖南好人”的事迹在绥
宁县城传开后，关于他的更
多故事浮出水面……

“很多钓鱼的人都会留
下大量钓鱼垃圾，只有他，每
次都将垃圾收拾得干干净
净。”在万家坪大桥一带负责
保洁的环卫工人陈大娘说。

“以前黄桑路没有硬化
的时候，有个土坡又长又陡，
我用板车拖煤球经常在这里
上不得、下不得。好几次，我

突然感到有人在帮我推车，
回头一看，总是看到陈远家
熟悉的脸。”长铺镇朱砂塘社
区居民袁仕民回忆道。

“陈远家喜欢钓鱼，但不
大喜欢吃鱼。每次他钓到大
鱼或好鱼，总要不顾路途遥

远，七拐八拐给我这个老太
婆送点过来。”长铺镇长征路
社区一名困难老人说。

“老陈慈眉善目，是我们
社区有名的‘热心肠’。群众
碰到困难或发生纠纷，经常
向他反映，他是我们社区干

部的好帮手！”陈远家住在长
铺镇大公坪社区，该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龙朗
平表示。

陈远家不光自己坚持行
善，他担任医生和护士的儿
子、儿媳，也是周边邻居共同
的家庭医生和家庭护士。哪
怕深更半夜群众有求，他们
也会登门为群众解除痛苦。

坚持行善的“热心肠”

在与陈远家聊天中，向志益了
解到，他此前还曾两次水中救人、一
次街头救人。

1986年夏季的一天，爱好钓鱼
的陈远家轮休，来到县城黄桑路河
边的联纸厂泵房水域钓鱼。一名女
子在不远处的一条小舢板上浣洗被
单，由于用力过猛，舢板倾覆，女子
坠落水中。

陈远家见此情形，立即一个猛
子扎入水中，迅速抓住女子后颈衣
领将其救上岸来。由于女子早已呛
水，处于昏迷状态，学过急救知识的
陈远家又指导女子家人对其进行抢
救，直至女子苏醒。

2011年暑假的一天，巫水支流
白岩水袁家团段，不少绥宁县城居
民在此野泳。当时正在洗头的陈远
家抬起头时，突然发现身边一对在
水中嬉戏的陌生母子双双没了踪
影，而前方深水凼中不断有水泡冒
出。陈远家顿觉不妙，马上一个猛子
扎入水中，发现那对母子已沉入水
底一动不动，处于上方的孩子双手
死死箍着母亲的颈部。陈远家浮出
水面换口气，然后一个深潜，将母子
俩用头部和手臂顶到岸边。在其他
群众的帮助下，大家将母子二人拖
上岸，并第一时间进行急救，母子二
人终于悠悠醒来。

第三次救人发生于2018年，在
绥宁县城一个农贸市场。退休的
关先生在农贸市场买菜时，突然晕
倒在足有 40 厘米深的市场水圳
中，面部朝着圳底，一时不知死活。
围观的群众都不知所措，此时恰好
路过的陈远家毅然上前，将老人上
半身扶出水圳，接着借来板车将其
送到医院急救。由于送医及时，关
先生很快康复出院。后来，关先生
的女儿女婿专程到陈远家家中致
谢。从此，关先生一家与陈远家一
直保持密切联系，直至 3 年前关先
生与世长辞。

此前还曾三次救人

“快来人啊，有人跳
河了！”2023年6月19日
入夜时分，一声急切的
呼救声打破绥宁县城的
宁静。

原来，当日 19 时 36
分许，正在巫水河边垂钓
的格林童话幼儿园女老
师梁瑞超发现一名青年
男子从万家坪大桥上坠
入水中，立即拨打110报
警电话，同时大声呼喊。

当时正值雨季，水
流湍急，稍一迟缓，落水
者很有可能被急流吞噬
……

说时迟，那时快，梁
瑞超的呼救声传出，立
即有一个手持竹竿的身
影跃入河中……

等“邵阳快警”绥宁大
队2号平台快警队员赶到
事发地段时，只见一位老
者已经利用竹竿将落水男

子缓缓“挑”到了河边。
“老陈，又是你！”快

警队员向志益一眼认出
救人的老者正是自己的
挚友陈远家。两人虽然
存在一定年龄差距，但
因为平时都热心社会公
益，时间一长，早已成了
忘年之交。

等到警民共同对奄
奄一息的落水男子展开
急救，并将逐渐苏醒的
男子送往医院，大家才
发现施救的陈远家早已
没了踪影……

据悉，轻生男子小
曾在邵阳某技校就读，
刚放暑假来绥宁探望父
亲，不想与父亲发生激
烈争执，冲动之际产生
轻生念头。但从桥上跳
下后，他瞬间后悔，于是
在河面拼命扑腾自救，
无奈不谙水性，时沉时

浮。危急时刻，他被在河
边钓鱼的梁瑞超发现，
并被陈远家及时救起。

在 向 志 益 的 引 领
下，获救小伙父子一同
前往陈远家的家中当面
致谢，媒体也前往采访。
大家这才得知，1964 年
出生的陈远家系绥宁县
联纸厂退休职工，2016
年在一次生产事故中失
去右手拇指，右手小臂
和手掌功能全部丧失，
构成三级伤残。

“也就是说，陈远家
是用一只手臂将落水男
子从急流中救回来的！”
向志益介绍。

当年，因独臂救人，
陈远家获评绥宁县“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今年
9 月 25 日，陈远家获评
2024年三季度见义勇为
类“湖南好人”。

独 臂 救 起 落 水 男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