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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绥宁县积极整合各方资源，聚焦

群众需求，围绕“阵地建起来、活动搞

起来、品牌树起来”工作目标，走出了

一条契合基层实际、迎合群众需求的

文明实践之路。今年，该县成功培育

“中国好人”1 名、“湖南好人”3 名、

“新时代邵阳好少年”1 名，实现了“中

国好人”零的突破。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深 化 农 村 群 众 性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活

动，提倡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 ，创 新 开 展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三 下

乡”活动，广泛开展“送戏曲进万村、

送书画进万家”以及“村晚”、广场舞

等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改

善乡风民风，起到“影响一片，带动

一方”的积极作用。

今年来，该县组织“戏曲进乡村”

活动 150 余场次；开展“爱在我家”线

上线下家长课堂 100 余场次、亲子阅

读 200 余场次、亲子户外活动 20 余

场，全县 3 万余个家庭受益。推行“法

律服务一村（社区）一站”新举措，在

全县 235 个村（社区）建立法律明白人

志愿服务站。734 名法律明白人志愿

者深入村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处理

问题，打通基层法律服务“最后一公

里”，为群众代写法律文书 300 余份、

解答法律咨询 1000 余次、化解矛盾纠

纷 400余起。

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当下的绥

宁，天空湛蓝，水流澄澈，大地葱茏。

她吸引着五湖四海的目光，召唤着越

来越多的脚步前来探寻。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绥宁，正一步一

个脚印地集聚各类资源，努力绘就出

更加绚丽的画卷。

文明领航 幸福万家

绥宁县委、县政府始终将民

生保障工作置于重要地位，积极

作为，在教育与医疗两大关键民

生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效。一件件贴近百姓生活的实事

项目稳稳落地，生根发芽，切实

有效地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

走进绥宁县第一中学，课堂内

教师精心讲解，学生认真聆听。课

堂外，学生们热烈讨论，巩固所学。

而在该县长铺第一小学内，只见校

园清朗整洁、绿树成荫。该校校长

杨长翠介绍：“我们学校是一所综

合性素质教育示范学校。我们的办

学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幸福成

长’。”每天清晨，在长铺第一小学

门口总是能看到老师迎接学生入

校的一幕。在教师塑造上，该校将

“心中有爱，为人亲和”设为塑造和

善教师的首要准则；在学生培养方

面，紧跟教育改革浪潮，结合实际，

以“五项管理”“课程建设”等为支

撑，全力打造“四声”校园，引领学

生向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迈进。该校还踊跃开展“阳

光大课间”、田径运动会、文艺汇

演、学雷锋等多元文体与实践活

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与综合素

养，助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用

心构建德育体系，创新方法，落实

思政课教学……全校师生携手共

进，斩获诸多荣誉。

“提高教师专业教学水平是打

造高效课堂的重要保证，是提高教

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县教育局局

长龙景星说。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绥宁县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努力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和综合

素养，除了组织新课程新教材培训

外，还相继举行了教师业务考试、

教师课堂教学比武、理化生教师实

验操作比赛、教师现场解题竞赛、

教师手写教案比赛、教师二笔字竞

赛等活动。

同时，绥宁县积极与湖南师

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及优质教育资

源深度合作，大力深化教育改革

举措，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严守教

育公平原则，全力推动城乡教育

均衡协调发展，致力于为全县学

子营造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服

务环境，以教育为全县青少年成

长成才赋能，为绥宁县长远发展

筑牢人才根基。

在医疗领域，绥宁县着力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拓展以及

区域间的均衡分布，促使医疗服

务逐步实现从基础到优质的跨越

性进阶。

“在家门口就能接受省医院

专家的诊疗，这对于我们普通百

姓而言，真是一件大好事啊！”在

绥宁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前

来就诊的患者秩序井然地排着

队，脸上带着对健康的期待与对

医疗服务改善的欣慰。

“今年 7 月，为打造县域肿瘤

防治中心，提升区域内肿瘤防治

能力，我们与湖南省肿瘤医院达

成深度合作，顺利签订技术指导

医院合作协议与对口帮扶协议，

并举行了授牌仪式。”绥宁县人民

医院院长易子德介绍。据了解，为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医疗服务，该县人民医院与邵阳

市中心医院、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搭建了消化内科专科联盟、

甲状腺专科联盟，与湖南省肿瘤

医院、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签

订紧密型医联体协议；该县中医

医院与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第一医院签订专科联盟合作

协议，成立了肥胖与代谢减重外

科，与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靖州

院区建立医联体专科联盟……

目前，全县 17 家建制乡卫生

院均已经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

识角，并已经建设完成 4 家旗舰中

医馆和 33 家村卫生室中医阁。此

外，绥宁还分别为全县 160 个行政

村配备了健康一体机，并在 17 个

乡镇卫生院、215 所行政村卫生室

推广实施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

术，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降低疾

病漏诊率和误诊率。

教 育 筑 基 医 疗 护 航

绥宁县以发展红色旅游

为主题，积极做好“红绿融合”

发展，巧妙地将红色文化化作

引领前行的鲜明旗帜，让绿色

资源成为开启百姓致富大门

的关键钥匙。

“寨市古镇是改革开放总

设计师邓小平战斗和生活过

的地方。在这里宣讲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能更好把握

改革方向，发扬‘闯’的精神、

‘ 创 ’的 劲 头 和‘ 干 ’的 作 风

……”在寨市古镇党史陈列

馆，宣讲员龙彦君正在给游客

进行讲解。

寨市古镇，作为南山国家

公园黄桑片区以及黄桑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重要门户小

镇，虽面积不大，却承载着长

达 1800 余年的厚重历史，处

处散发着浓郁的历史韵味。古

镇充分依托自身所拥有的“三

色”独特资源优势，创新性地

开辟了“革命红+生态绿+民

风醇”的文旅融合特色发展路

径。借助红色旅游这一强劲动

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成功地将美丽的自然

风光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美好

前景，使得古镇的“风景线”华

丽转身成为“旅游富民线”，每

年吸引着超过 4 万余名游客

前来观光游览。

寨市古镇西正街社区作

为知名的红色社区，通过建立

“积分制+红黑榜”的奖惩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起村民在善

治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主体积

极性，让村民们真正成为建设

美好家园的主角。并且以善治

乡村建设为核心重点工作，深

入挖掘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有

效激发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

成功实现了“组织强、产业兴、

环境美、村民富”的多项目标，

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引

领意义的善治乡村“红样板”

特色发展之路。

绥宁县紧扣时代脉搏，

锚定“三高四新”宏伟蓝图，

力促文化与经济协同共进。

以“红色文化+”与“+红色文

化”为引擎，驱动“三个高地”

建设，进而带动文旅细分领

域的多元发展；精准把握文

旅为民、富民、利民、乐民的

本质属性，匠心推出红色主

题的歌、舞、剧以及 VR 沉浸

式旅游产品，全方位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

在挖掘生态资源基础上，

绥宁县加大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力度，除了改造寨市苏式建

筑为党史陈列馆、打造鸡公坡

战斗场馆与红七军指挥所、挖

掘贺炳炎硬骨头精神和塑造

黄土矿镇红色品牌外，还精心

构建中国工农红军“四战绥

宁”的红色 IP 矩阵；深度萃取

绥宁独有的红色文化精神内

核，致力建成国家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及 4A 级以上精品旅

游景区，全力提升绥宁红色文

化在全市乃至全省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

红 旅 盛 景 村 美 民 富

“今年 11 月，邵阳市十中 700 余

名师生来到大园古苗寨。孩子们现

场体验了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传统

活动。游客多了，村民收入也增加

了。”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党支

部书记杨文淼欣慰地说道。

大 园 古 苗 寨 的 古 建 筑 群 时 空

跨 度 极 为 广 阔 ，建 筑 类 型 丰 富 多

样，现仍有明、清时期砖木结构民

居建筑 33 座，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

平方米。

近年来，该县委、县政府深刻

认识到大园村独特的文化与旅游

资源潜力，高度重视大园村研学教

育 基 地 的 建 设 与 发 展 。始 终 秉 持

“原貌为主”的核心原则，积极推进

文物古迹与村民住宅的维修保护

工作。全力支持并协助其整合村级

特 色 房 屋 资 源 ，积 极 协 调 各 方 资

源，全面推进村落建设工作，开辟

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文旅研学”

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这一创

新举措不仅持续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为苗乡经济培育了全新的增长

点，还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

与幸福感，让古老的苗寨在新时代

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年，绥宁县细

致勘查了 41 个村落 ，成功申报 18

个中国传统村落。

大园古苗寨、上堡侗寨以及大

团侗寨等古村落脱颖而出。它们凭

借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浓郁的

民族风情特色，逐渐演变为原生态

旅游的热门胜地。游客们纷至沓来，

在这里体验原汁原味的民俗活动，

并沉浸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之

中。今年前三季度，入绥旅游总人数

达 349.275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2.73%，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4.2453 亿

元，同比增长 32.91%。

这些古村落，成为展示当地传

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更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带动了周边地

区 经 济 、文 化 等 多 方 面 的 协 同 发

展，书写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崭新

篇章。

古 村 保 护 旅 盛 乡 荣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在产业振兴的大路上，绥宁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村产业兴

旺、农民增收有路。

12 月的寨市苗族侗族乡上堡村，显得格

外宁静。梯田层层叠叠，清冷绝美。而隐匿于

大山中的苗族风情民宿，与梯田相互映衬，共

同勾勒出如诗般的田园美景。

“游客们在这里能参与蜡染的制作过程，

学习刺绣工艺，全方位地领略苗族文化的独

特魅力。”寨市苗族侗族乡上堡村工作人员杨

园园热情地介绍说。上堡侗寨位于南山国家

公园的“黄桑自然保护区”之中，四周山高林

密，溪流潺潺。五百年前，苗侗先辈们就在这

里开垦梯田，建造吊脚楼，深厚的苗侗文化底

蕴与珍贵的历史遗迹在这里相互交织。也正

因如此，民宿产业顺势成为绥宁生态文旅深

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我们经营的民宿在节假日很受欢迎。为

了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我们借助网上预订

平台，并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及时与顾客进行

沟通互动。”上堡村坝哪部落艺术民宿老板廖

再喜说。

近年来，为推动民宿产业发展，绥宁县

委、县政府积极鼓励村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

民宿，为游客提供依山傍水、充满民族风情的

多样化住宿选择；加强对民宿业主的培训和

管理，规范服务标准。同时，加大民宿宣传推

广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将绥宁民宿品牌推向

更广阔市场。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农家

乐、民宿以及特色餐饮等各类服务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为当地居民开辟了崭新的就业

途径。

12 月 9 日，在该县关峡苗族乡梅口村红

心柚基地，种植户李永红正忙着采摘柚子，脸

上写满了幸福。“从 2022 年起，我的年收入就

提升到了七八万元呢。”李永红感慨。他是梅

口村土生土长的村民，过去仅依靠种地勉强

维持家庭生计。2022 年，他瞅准机遇，承包土

地种植红心柚。不仅如此，他还在果园里搞起

了养殖产业。

梅口村党支部委员李明健介绍道：“我们

村红心柚基地总面积约 1.33 公顷。之前，这里

尽是荒山与荒地。为了充分利用这些闲置土

地，我们采取了流转承包的形式，通过合同契

约将土地承包到户。”

关峡苗族乡梅口村因地制宜，有效盘活

闲置土地，积极引导村民流转土地，以土地入

股的形式参与生产经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着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帮助村民实现就近

务工，走出了一条土地增效、农户增收、村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的振兴路子。

产业兴村 振兴有路

巫水之滨，青山似黛。行舟水上，顺流而下，一幅幅山水油画让人应接不暇。

绥宁是一个“生态县”，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如诗如画；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海茫茫，“天然氧吧”“动植物基因库”“亚热带最

美森林”“神奇的绿洲”等光环璀璨夺目。

绥宁也是一个文化厚重之地，这里有8个少数民族乡，居住有29个少数民族。此地作为古楚文化向大西南退移的重要见证和巫

傩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现存18个中国传统村落，还有邓小平征战绥宁指挥所旧址等红色遗址，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该县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秉持新发展理念，全力擘画乡村振兴的壮美蓝图，将那无

尽的绿色生态巧妙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力。一首生态宜居、文旅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交响曲，正于这青山绿水之间激昂奏响。

▶上堡古

国篝火晚会。
▲四月八姑娘节掠影。

羊肚菌特色种植为村民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东山红提产业成为绥宁的一大靓丽名片。

别具特色的舞草龙表演。

◀花园阁湿

地公园。

唐明业 摄

上堡古国。  唐明业 摄

上堡鼓楼。  唐明业 摄

▲绥宁县城全景。  唐明业 摄

▼大园古苗寨。  唐明业 摄

寨市西河老街。  唐明业 摄

以
绿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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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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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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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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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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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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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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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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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蒋
易
薇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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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黄
开
龙

如诗如画的如诗如画的““神奇绿洲神奇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