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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黎倬 黄伊婷

“家门口有摄像头‘盯’着，咱就不怕有小偷和坏

人了！”12月 21日，说起村里安装的高清摄像头，新邵

县潭溪镇玄本村的村民们开心地告诉记者。

随着今年乡村“雪亮工程”项目建设完成，视频

探头基本覆盖了全省乡镇、村的公共区域。全省乡

村 11.5 万个 24 小时执勤的“电子警察”，时刻守护着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在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湖南

省直政法系统积极推进“我为基层解难题”活动，始

终把服务基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 93 项“我

为基层解难题”事项，切实解决了一批困扰基层的

难点堵点问题。

为加快推进以“雪亮工程”为代表的城乡末端

智能感知系统布局，省委政法委机关结合到基层联

点调研、督导检查等工作，多次深入一线实地指导

推动建设。目前，全省各类公共部位视频监控摄像

头累计建设超过 193 万个，基本实现对重点公共区

域和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要部位的覆盖。同时，突

出视频监控资源联网共享，初步形成了跨级跨部门

视频图像共享应用能力。

为强化实战应用，省委政法委还将“雪亮工程”

与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实

现“雪亮工程+N”,有效发挥其在决策指挥、侦查破

案、治安防控、应急处置、城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优

势和作用。

实践中，省直政法单位把“当下改”和“长久立”

结合起来，加快构建常治长效制度机制，持续推进

“我为基层解难题”活动深入开展。

营商环境，各界关注。资不抵债或无资可“破”

的企业，如果没有依法进行清算，将损害社会经济

秩序和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支持

下，省高院推动深化府院协调机制，不断完善破产

审判外部环境，健全完善内部审判机制，有力推动

资不抵债且无力生还的“僵尸企业”依法退出市场，

助力尚存优质资产的企业破茧重生。同时，部署开

展全省法院破产案件积案清理行动，缩短审理周

期，降低破产成本。

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底，全省法院审结各类破

产案件 723 件，通过破产审判促使 237 家企业依法

有序退出市场，8 家企业获得新生；裁定进入破产程

序的企业比去年增加 50%，审结案件比去年翻一番，

均创历史之最。

为基层解难题，还体现在服务基层上。

去年，湖南有 4 个基层检察院被最高检确定为

相对薄弱基层院。在今年的“我为基层解难题”活动

中，全省检察系统在“先进”与“薄弱”对照中，通过

搭建“面对面”“案对案”“圈对圈”三个帮扶平台，有

力推进 4 个相对薄弱基层检察院“脱薄争先”，实现

全省基层检察院全面进步。如今，4 个薄弱基层检察

院办案质效进步明显。

为加大关爱扶助因公牺牲伤残政法干警家庭

的力度，今年来，在省委政法委牵头推动下，全省建

立“因公牺牲伤残政法干警家庭及抚恤优待档案”

3681 份，积极为这些家庭排忧解难。省司法厅通过

持续推进建立覆盖全省的紧急医疗救治网络、落实

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人民警察子女教育优待政策、

打造基金会优抚平台，落实各项关爱举措，有力助

推了警心的凝聚。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熊远帆

12 月 19 日至 20 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

息传播局指导，湖南省委网信办、新华网主办，长沙

市委网信办承办的“共舞长江经济带·探源千年文

脉”主题活动走进长沙，由 30 余家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省内重点新闻网站人员组成的媒体采访团踏访

浏阳市、岳麓区、天心区等地，看湖湘千年文脉如何

传承、如何在发展中彰显现代价值。

非遗：在市场中活态传承与创新

“腰劲和腕力要恰到好处，重则纸张厚度难控

制，轻则纸浆分布不均匀。”在浏阳张坊镇上洪村道

官冲，村民黄建洪在水槽里实施古法造纸中最重要

的一步——荡帘抄纸。

随着来回几摆，米黄色的纸浆在纸帘上均匀分

布。起纸轻揭，纸就伴随着淅淅沥沥的水声平铺了

出来。

保留着《天工开物》中造纸古法工艺的道官冲

造纸术，从斩竹漂塘、煮楻足火，到荡料入帘、覆帘

压纸，再到透火焙干，历时半年之久。造出的纸飘着

竹香，纯天然呈碱性，纸张寿命长，可用于书画、古

籍修复等。

只有 57 户人家的道官冲，巅峰时期有 70%的家

庭做手工纸。不过，到 2011 年，仅剩一户人家还在坚

持，濒临失传。

2018 年，在浏阳市委、市政府支持下，一些非遗

保护志愿者与专业公司共同启动建设“纸上春秋——

道官冲古法造纸研学馆”，并于 2020 年建成。

“非遗保护不应脱离其原本存在的环境。”道官

冲古法造纸研学馆馆长刘兰认为，只有打通非遗与

现代生活的联系，让它活在当下，走进民间，“在地

性”保护传承，才能长久。

研学馆通过开发“非遗+研学”“非遗+民宿”等

项目，让游客在此了解造纸历史、参观造纸流程，延

伸了非遗文化产业链。“现在已有 5 户人家传承古法

造纸术，每户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我们希望更

多村民加入保护传统工艺。”刘兰说。

不能只靠政策性保护，应在市场中找到永续发

展的动力，这成为湖南非遗保护传承的经验。

浏阳夏布由手工苎麻纤维纺织而成，轻薄细

软、凉爽透气、经久耐用，曾出现“年出口达 485 万

担，价值近百万”的盛况。不过，也一度因为生产工

序复杂、脱离时代而无人问津。

为了让夏布重现荣光，浏阳市主导建设了浏阳

夏布文创中心，以“中心+企业+农户”的产业链条，

成为创意产业拯救非遗的范本。

“心之夏”品牌总经理鲁松元介绍，以夏布为原

料，融合非遗传承、手工体验、创意生产、文创营销，

其团队开发出浏阳夏布服饰、包具、家饰、茶道用具

等 8 大系列 160 多款创意夏布产品，畅销国内外。

而浏阳名气最大的非遗项目花炮，更是市场创

新的典范。

作为全球最大花炮生产地，浏阳主动求变，推

动花炮产业与科技、创意设计、媒体艺术深度融合。

“我们由传统烟花制造向文旅产业转型，在许

多音乐会和大型活动中，我们由当初的烟花提供者

变成了合作创意参与者。”湖南花火剧团负责人黄

成介绍，近年来，花火剧团先后承接国内外 1000 多

场焰火，包括北京 APEC、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台北 101 跨年晚会等大型焰火表

演的策划、设计和执行。

平台：塑造文化据点，与城市共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有影响力的平台与据

点，他们为城市聚拢文化的生态并持续影响市民的

文化生活。

在长沙，一个个平台型的文化据点正成为城市

文化的标记。

阳光从蓝天投射至清水中，又倒映着混凝土墙

壁，光影之间，构建起一座建筑的影像艺术，位于洋湖

湿地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早已成为长沙网红打卡点。

这座艺术馆建筑面积 10600平方米，为目前国内

最大公益影像艺术馆。“我们的核心馆藏是晚清以来

最重要的中国摄影历史图像和中国影像历史发展的

相关文本资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副馆长石玮介绍，

这些馆藏让观众了解中国历史影像的发展历程。

“当我们共同的记忆在图像中呈现时，民族的

脉搏在此跃动不息。”这是镌刻在艺术馆墙上的话。

开馆 4 年来，艺术馆以“收藏中国影像历史、弘扬影

像艺术文化”为宗旨，集影像收藏、学术研究、展览

展示和公共教育 4 大板块于一体，构建中国最丰富

的历史摄影博物馆馆藏系统。

“我们以‘艺术+科技’‘艺术+产业’的创新运

营模式，搭建影像艺术公共服务平台。”石玮介绍，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已举办 700 多场公共教育活动、

56 场专业影像艺术展览、10 余场国际交流活动。

而在不远处岳麓山下，绿地、各式各样带有艺

术气质的房子、一湖碧波荡漾……这个叫“后湖”的

地方曾是湘江以西最大的“城中村”。

2016 年以来，岳麓区累计投入 30 亿元实施后湖

综合整治工程，打造生态、民生、产业、艺术 4 个“后

湖”，成为一个集原创艺术创作交易、湖湘文化展

示、艺术休闲娱乐、传统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国际艺

术园区。吸引朱训德、何人可、段江华等百位艺术家

入驻，形成艺术家群落。

“青山绿水和文化脉络间的这片土地，充满活

力，适合创作、艺术家成长、孵化新的文化业态，已成

为长沙人的文化花园。”湖南省美协主席朱训德说。

同样在岳麓山脚下，岳麓书社则绵延着岳麓山

的书香。

1982 年成立的岳麓书社，是整理出版湖南地方

古籍、古典名著普及读物和研究古籍的学术著作平

台，相继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船山全书》《曾国

藩全集》等一大批声震全国又富有地方特色的名人

著作集。

如何让经典古籍为当代读者所接受？“要充分

考虑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要，在不断创新

中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守正出新。”岳麓书社总编辑

马美著说。

其历时 5年精心打造，推出的“四大名著”名家演

播版，将演播音频和讲解视频以二维码形式在书中呈

现出来，不到一年，销售近 30万套。《“名著导读”（名家

讲解版）》系列图书，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

建筑：保留传统风貌，赓续文脉传承

表现一座城市文化最直观的方式，无疑是其建筑。

怎么利用古建筑传承城市文化谱系，是一座城

市对于其历史的态度。

雄踞于长沙城南古城墙上的天心阁，始建于明

万历年间。最初用来观测星象，祈求风调雨顺。至乾

隆十年(1745)，城南书院迁址于天心阁下，天心阁成

了书院供奉孔孟及文昌魁星的重要场所，成为长沙

城市文运昌盛的见证。

“古建筑不是城市冰冷的摆设，我们深挖传统

文化，通过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唤醒历史的记忆，

让它们与天心阁这座建筑融为一体。”天心阁景区

管理处文旅科科长周惠介绍，以传统文化非遗展和

传统节日游园活动等多元活动为载体，让更多的人

来到天心阁感受历史。同时，以城市历史为主题的

展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为建筑本身加载丰富内

涵与丰饶触感。

天心阁还以文旅融合为舞台，新修定湘门，与

周边县正街、都正街等历史老街串联起来，形成系

统的文旅路线。

城市历史还展现在古街老巷中。

天心阁不远处的西文庙坪，是长沙老城区中城

市肌理最完整、历史底蕴最浓厚的地块之一。因是

长沙府学宫旧址所在，西文庙坪也被认为是“湖湘

文脉”重要传承地。

2018 年，西文庙坪启动老城区有机更新。

在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有机更新对

现有文物古迹、老旧公馆、街巷肌理、一草一木进行

保 护 。天 心 城 投 集 团 业 务 发 展 部 部 长 汪 雪 梅 说 ：

“‘突出宜居性，留住老长沙’的有机更新，赋予西文

庙坪片区新的生机和活力。整个项目利用空间改

造、业态更新、人群更新，准确把握符合生活方式转

换、产业方式更新以及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规律，

最大限度提升了城市更新项目的综合价值。”

75 岁的雷碧霞在西文庙坪已居住 54 年，过去

3 户人家的院子连上个厕所都极不方便。“现在，厕

所、排水，破损的房子与路面都修好了，居住环境变

好 了 ，但 还 是 老 长 沙 的 味 道 ，我 越 来 越 喜 欢 这 里

了。”雷碧霞说。

“未来，我们会把西文庙坪打造成类似于成都

宽窄巷子和锦里古城那样的历史文化和商业相结

合的街区，将老长沙的历史风味展示给世界。”汪雪

梅表示，将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载体，以商业为引

擎，形成文、商、旅共生共荣的湖湘文化商旅街区。

“共舞长江经济带·探源千年文脉”主题活动走进长沙——

看湖湘千年文脉如何传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徐佩滢 曾翔

省党代表、永兴县黄泥镇乡村医生

曾宪国，这些天穿梭在学校、企业、乡村

中，积极宣讲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12 月 18 日晚上，黄泥镇东泽村永兴

冰糖橙合作社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曾

宪国结合当地实际与自己的感受、心得，

向村民宣讲省党代会精神，与大家互动

交流。当前正值永兴冰糖橙上市季节，考

虑到白天大家都很忙，曾宪国特意把宣

讲活动放在晚上。

“这次参加省党代会，最大收获是领

会了许多跟乡亲们密切相关的好政策。

省党代会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对我们特

别重要……”曾宪国回顾了过去 5 年全省

取得的辉煌成就，号召大家深刻领会省

党代会精神，团结一心，脚踏实地，持续

有力推进乡村振兴。

永兴冰糖橙合作社负责人曹煜聚精

会神地聆听曾宪国的宣讲。他说：“听了

曾医生的宣讲，让我对省党代会精神有

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也让我对以后发

展产业信心十足。合作社将继续推进冰

糖橙产业发展，让广大果农和群众有稳

定的收入。”

“一回到村里，曾宪国就忙着走村入

户，不分昼夜，向企业员工、学校师生、村

里干部群众宣讲省党代会精神，分享自

己参会的收获与感悟。”东泽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罗付光告诉记者，曾宪国

还以走访的形式到村民家里、田间地头，

面对面传达省党代会精神。

罗付光说，省党代会报告大篇幅提

到乡村振兴，明确产业是“主干”，并要求

壮大集体经济。村里利用邻近县城的区

位优势和 240 国道穿村而过的交通优势，

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

发展农家乐、民宿、农副产品加工业等。

村里已成立乡村振兴促进会，自发筹集

乡村振兴启动资金 10 万元，加快开展相

关工作。

这 些 天 来 ，曾 宪 国 已 深 入 乡 村 、企

业、学校，进行了 10 余场宣讲。曾宪国表

示，作为一名基层省党代表，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一定要学习领会好省党代

会精神，并把省党代会精神带到基层一

线，传入千家万户。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董昉 刘素凤

12 月 16 日，娄底市中心医院党建阅

览室里热气腾腾。当天，是该院普外科党

支部成立以来举行第一次党日活动，20

余名党员聚精会神，聆听来自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的好声音。

“对于我们医疗行业从业人员来讲，

必须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

服务。”省党代表、娄底市中心医院肿瘤

外科主治医师金娜分 9 个部分对省党代

会报告进行解读，分享参会收获。

翻开厚厚的笔记本，金娜着重标注

了许多处，她说：“省党代会报告里反复

提到数字化建设，提出‘互联网+医疗健

康’，利用 5G 信息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院

前急救、远程手术指导，实现区域医疗信

息共享。”

“我们医院正在推进‘互联网+’建

设，我深有感触。”娄底市中心医院造口

专科护士刘丽华兴奋地说，身为处理大

小便和伤口的专业护士，她可以通过互

联网系统直观地看到出行不便的病人的

伤口，远程提出有针对性的护理建议，减

少病人来回折腾。

今年，娄底市中心医院组织党员专

家团队“送医下乡”，开展义诊活动 20 余

场次，并将病人的情况录入医院系统，以

便进行远程会诊，让农村群众“看病不出

镇、看病一身轻”。

“作为一名青年医生，我更清楚地认

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娄底市中心医院专

攻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黄俊彪加入了讨

论。前一天凌晨，他接到急诊电话，为一

位 下 肢 动 脉 闭 塞 的 病 人 成 功 完 成 了 手

术。像这样的病人，以前大多会选择去省

城大医院，而不是留在本地治疗。“随着

我们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不仅愿意

到家门口的医院看病，而且很信任我们。

我们要把这份信任，凝聚成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把激情化为实干。”黄俊彪

说。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明确93项具体事项，切实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为基层解难题，
湖南省直政法系统齐发力

省党代会精神在基层

把保障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位置

——娄底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金娜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持续有力推进乡村振兴
——永兴县乡村医生曾宪国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柳冰冰

当飞扬的青春与宏伟的“一带一路”倡议激情

碰撞，会绽放怎样的精彩？

近 年 来 ，我 省 大 批 青 年 人 才 奋 战 在“ 一 带 一

路”，在医疗（抗疫）、基建、外贸、科研等领域作出突

出贡献。今年 7 月，团省委、省委外事办等 11 家单位

联合启动第二届“寻找湖湘最美丝路青年”活动。12

月 21 日下午，湖南省第二届“寻找湖湘最美丝路青

年”故事分享会在长沙举行，现场为 23 位个人、20

个集体颁奖，9 名青年代表登上舞台，分享他们在

“一带一路”上的青春故事和心路历程。

“飞行近 30 万公里，飞行时间超过 443 个小时，

这就是我的青春，完完全全在‘一带一路’上的青

春。”用两个数字浓缩了十载青春，中国水利水电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一线工程师李季开场的第一句

话，让不少人发出惊叹。

“我们在塞拉利昂，真是尝尽了酸甜苦辣，但我

们从未后悔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医学科

副护士长仇彩良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郑从军联合讲述了在塞拉利昂进行医疗

援助的故事，给孩子们开展义诊、建立健康档案、免

费提供常用药品，在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之际坚

守中塞友好医院，现场观众的情绪一次次被牵动。

“如果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走这条道

路，因为，这里记录了我们青年一代激情燃烧的岁

月！”二人话音甫落，掌声雷动。

“中方营地地处荒漠，像是沙漠中的孤岛，大家

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和乏味。”巴基斯坦默蒂亚里-

拉合尔±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是“中巴经济走廊”

唯一的电网建设项目，也是巴基斯坦首条超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来自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的杨世奇是该工程的线路总监，他讲述了“湘电铁军”

的奋斗故事，并告诉大家，经过 1000多个日夜的艰辛

付出，该工程已于今年 6月 25日正式启动送电。

湖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国际联合实验室成员

李斌讲述了一段跨越千里的奇缘。2013 年，实验室

负责人王炜教授在第三届汉达国际尤纳尼医学大

会上发表了关于民族药物研究的报告，时任巴基斯

坦科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的阿塔-拉曼教授被深

深吸引，随后来到湖南开展学术交流，并先后输送

了 10 多名青年来湘学习。“他们彻底地爱上了中医

药，保温杯里泡枸杞成了生活日常，药浴泡脚成了

保健妙招。”在李斌等人的带领下，巴基斯坦留学生

们上张家界、壶瓶山采药，感受针灸、推拿、药浴的

神奇，也深深被中医药的魅力所折服。真实的小趣

事，让现场年轻的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教师周骁带来关于“一带一

路给基础教育国际交流带来的变化”的分享，中国

工商银行长沙分行国际业务中心彭潇讲述了团队

助推“湘企出海”的经典事例，湖南建工中湘海外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代表周露菡分享了“一带一路”上

的建工故事，来自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王广武则畅谈心路历程，分享前进动

力……新时代的湖湘青年走出国门、挥洒汗水、奋

力拼搏，他们的青春，在丝路上闪闪发光。

第二届“寻找湖湘最美丝路青年”故事分享会在长沙举行

青春在丝路上闪光

直播带货 青年先行
12月 22日，麻阳苗族自治县隆家堡乡步云坪村霞飞云果园，带货主播正热情推销麻

阳冰糖橙。当天，共青团湖南省委在当地举办以“青春兴湘 何必远方”为主题的湖南省青

年电商直播带货（怀化专场）活动，10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和电商

集聚一起，通过直播展示麻阳特色农产品，拓宽农产品的销路，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贡献

青春力量。 滕树明 摄

湖南日报 12 月 22 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袁东伟）记者今天从省交

通运输厅获悉，截至 11 月底，湖南完成交通

固定资产投资 922.9 亿元，达到年度目标的

114.2%，同比增长 46.8%，交通投资总额和

完成比例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来，省交通运输厅充分发挥交通

项目投资大、辐射广、带动强的优势，高质

量 推 进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全 省 26 条 近

2000 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全面推进，年

内 确 保 4 条 高 速 公 路 共 134 公 里 建 成 通

车，同时新开工 3 条高速公路约 362 公里；

另有在建干线公路 3339 公里加快推进；开

工建设南岳汽车站等 32 个公路站场项目；

澧水石门至澧县、湘江永州至衡阳、沅水

常 德 至 鲇 鱼 口 3 个 高 等 级 航 道 建 设 工 程

集中开工。

据了解，为当好“六稳”“六保”主力军，

省交通运输厅对一批符合规划方向和投资

政策的重大项目，提前启动、挂图作战。还

创新投融资渠道，通过“打捆招商”“肥瘦搭

配”破解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去年 15 个高速

公路项目共筹集社会资金 1722 亿元。

2022 年，我省计划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亿元，“十四五”期间将完成投资 5000

亿元。

交通投资总额和完成比例双创新高
前 11月，全省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922.9亿元，

同比增长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