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处异乡 端午团聚在“云”上

农历五月初五，大洋彼岸，加拿大阿
尔伯塔省卡尔加里，汨罗妹子王珏特地买
了粽子回家。红豆粽、肉粽、蛋黄粽……
揭开蒸锅，满满是思念的味道。“在家的时
候，妈妈亲手包的粽子每次都放多了碱，
她说明年少放点，第二年照样放很多碱
……”

2020年是王珏在国外生活的第7个年
头。在她的家乡汨罗，端午便是最盛大的

“年”。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汨罗江因承
载屈原文化、求索精神而扬名海内外。在
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里，汨罗江畔的人们
用各种形式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门
插艾、佩香囊、涂雄黄，出嫁的女儿则会带
着丈夫、孩子在这一天赶回娘家，热热闹
闹吃个团圆饭。今年，因为疫情原因，王
珏无法赶回家乡，父母也无法去到加拿
大。于是，庚子年的端午团聚在“云”上，
一家人隔着手机屏幕互道“端午安康”。

吃着粽子，王珏打开手机，观看家乡
的“云上端午”直播。肃穆庄严的祭屈仪
式，激情澎湃的龙舟表演赛，国风端午游
园、文创快闪、非遗展演，再玩一把“王者
荣耀线上龙舟赛”……当传统节日融入时
代脉搏，与潮流碰撞，各种有趣的活动点
亮了异国游子的端午佳节。“以前每年会
轮流在舅舅家吃饭，一桌好吃的饭菜，一
大家子一起碰杯祝福和谈笑。现在我们
都各自成家，在外乡为更好的生活努力。
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挫折，汨罗人的龙
舟精神、求索精神总是帮助我抬头勇敢向
前，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家在汨罗，那里永
远是我坚强的后盾和庇护的港湾。”

跨越30年 圆一个“龙舟梦”

“嘿嚯！嘿嚯……”鼓声、呐喊声此起
彼伏，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开水面，
飞快冲向终点。五月初五，汨罗江畔楚声
浩荡，群“龙”聚首。

今年端午，来自省内多个县（市）区及
汨罗本土的32支民间参赛队伍在香草湖
上精彩角逐，其中一支便是郑泽夫和同学
组成的屈子祠中学88届校友龙舟队。“我
从小在屈子祠边上长大，那时就看村民们
偷神木、造龙舟、祭屈子、划龙舟。”郑泽夫
的家离屈子祠只有500米距离，自小就受
到龙舟精神的熏陶，然而长大后一直在外
打拼，未能亲身体验划龙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起组队划龙
舟吧！”今年端午节将近，郑泽夫和屈子祠
中学88届校友欧阳锋、黄桂秋共同在同学
群中发出倡议，大家纷纷响应。很快，一
支 18 人的龙舟队就组建完成，其中有老
师、农民、商人等，平均年龄45岁，是32支
参赛队伍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支。“同学
们原来大都没划过龙舟，好在里面有两个
是老牌划手，可以教我们。”于是，郑泽夫、
欧阳锋、黄桂秋3人自费4万元，买装备组
织大伙训练。“每天上午下午各训练2个小
时，虽然很热很累，但没有一个人放弃。”
郑泽夫说，从组队到训练到参赛只有6天
时间。

比赛当天，亲友、老师、同学、乡亲都
到现场为屈子祠中学 88 届校友龙舟队
加油。队员们劈波斩浪，划得越发起
劲，在汗水与湖水的交融中尽情体验划
龙舟的乐趣。尽管最后未能获得名次，
但他们更在乎参赛过程，“我们终于实
现了小时候想要划龙舟的梦想，体验了
龙舟精神。明年我们还要一起划龙舟，
拿第一！”

对话千年 厚植家国情怀

善鸟香草、灵修美人、龙舟竞渡、扶犁
农作、鸡啄豕游……这是汨罗江、洞庭湖
区生活场景；伴上脍炙人口的《楚辞》金
句，长与友兮、继之以日夜、路漫漫其修远
兮、沅有芷兮澧有兰……这是金石书画家
虢筱非在汨罗江畔铸就的浪漫王国。

生活在湘楚，喜读《楚辞》，虢筱非以
汨罗江乃至洞庭湖区今景时物入画，绘成

《楚辞》题句组画100幅。端午佳节，“文章
烂兮”虢筱非《楚辞》章句主题画展在屈子
文化园诗歌交流中心“开启”，为汨罗“云
上端午”活动扮上一抹烂漫色彩，勾起灵
魂与灵魂穿越千年的对话。“这些画，仅是
我以一己之见解读《楚辞》中的楚声楚
物。我深知，屈子的家国情怀，早已浸染
在汨罗一草一木之中，扎根在我们每一个
人心中。”虢筱非说。

时光回溯到 2300 年前，被流放的屈
原，曾在湖南诸多地方驻足停留，并将沿途
风物写进了自己的诗篇辞赋中。千古悠
悠，楚江渺渺，屈子百世流芳。端午与湖
湘，因屈原结下不解之缘。这位把“香草美
人”写进骨子的诗人，始终深爱着脚下的土
地，扎根故园的人民。于是，深藏在血脉里
的家国情怀成为端午文化的底色。它是一
面不朽的旗帜，铭刻于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今时今日，今人用屈子精神筑魂、塑
心、立行，更将这份家国情怀厚植在华夏
大地，生根、发芽、开花、落蒂。

（胥 扬 夏 凡）

在屈子精神的
感召下砥砺前行

汨罗市委书记 喻 文

又到一年端午，作为“端午源头、龙舟故
里、诗歌原乡”，端午是汨罗人民最重视的节
日，大家以朝屈庙、挂艾叶、包粽子、赛龙舟等
形式，特别是，今年打破时空限制，“云上办
节”，感召屈子精神，寄托无限情思。

屈子精神是端午节的醒目符号，不仅在
于屈子的不朽篇章，更在于蕴含其中的高尚人
格、美政思想、爱国情怀和不懈求索。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引用屈原的名句寄情言志，从“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亦余心
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总书记用知古鉴
今的眼界和思想阐明浓厚的爱国精神，彰显永
恒的时代价值。随着文化的日益多元，人们的
思想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不管怎样演变，
尊崇先贤和传承传统的情怀从未改变。我们
纪念屈原，就是旨在用屈子精神筑魂、塑心、立
行。它是一面不朽的旗帜, 是流淌在每一位
汨罗人血脉里的基因，一直响彻在汨罗江上
龙舟竞渡的隆隆鼓声中，铭刻于1562平方公
里的罗城大地上，更是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
征途中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建设更高品质的生态文化活力汨
罗，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是市委、市政
府的责任和担当。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大办民生实
事，屈子生态湿地公园、汽车客运总站、城乡
客运一体化、跨山塘路铁路桥、正则学校、老
年活动中心等一大批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民生项目得以建成投用，较大改善了民
生福祉，提振了民心士气，外部评价持续向
好，人民群众对市委、市政府的信任度显著提
升，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常
态化疫情防控，还是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广大人民的守
望相助和倾力支持是我们从容应对各类风险
和挑战的最大底气。作为血液中沸腾着屈子
精神、骨髓中生长着奋进力量的汨罗人，每一
个人都要发挥六十七万分之一的力量，汇聚
能量、凝成合力，建设好“小家”，发展好“大
家”。广大党员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肯干
事、能担当，争当新时代汨罗高质量发展的见
证者、开创者和建设者，把屈子精神化作奋进
实干的具体行动。

过去已成背影，梦想照亮前方。或许前
路多艰，但只要有 67 万汨罗人民的上下求
索、团结拼搏，我有信心、有决心和大家一道
担当作为、共克时艰，为建设更高品质的生态
文化活力汨罗砥砺前行！

““悦游汨罗江悦游汨罗江””
旅游线路启动旅游线路启动

本报讯（夏 凡）“屈子文化园大气、屈原
酒醇香、长乐古镇幽远……我们一定好好对
外推介！”6月24日，端午节前夕，“悦游汨罗
江”旅游线路正式启动。当天，长沙、岳阳地
区多家旅行社代表，长沙、岳阳、汨罗等地摄
影家协会会员齐聚“端午源头、龙舟故里、诗
歌原乡”汨罗，开展考察“踩线”活动。

据了解，“悦游汨罗江”旅游线路以屈子
文化园为龙头，屈子祠镇新茶村、新市古镇、
长乐景区等为节点，汨罗江为主轴，是汨罗

“精雕细琢”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多彩贵州
文化旅游研究院参与了线路的规划设计。该
院执行院长陈俊介绍，规划设计后，汨罗的旅
游线路形成“一江两线三全域”的布局。一
江，即是本次启动的“悦游汨罗江”旅游线
路。两线，即红色精神纵线和蓝色文化横线，
其一以弼时故里为核心，向北连接岳阳、向南
联动韶山，打造红色精神之旅；其二以屈子文
化园为核心，以汨罗江沿线为文化脉络，在市
域范围内点珠成线，打造汨罗蓝色文化之
旅。三全域，即打造屈子文化园核心小全域、
长乐古镇卫星小全域、弼时故里红色小全域
三个小全域旅游圈，三域之间互相独立又相
互依托，成为汨罗全域旅游基石。

发力攻坚发力攻坚，，加快推进加快推进
平益高速汨罗段征拆平益高速汨罗段征拆

本报讯（任 可）6月28日，平益高速公路
建设（汨罗段）征地拆迁工作推进会召开。会
议强调，要争分夺秒抢速度、千方百计解难
题、全力以赴抓落实，加快推进平益高速汨罗
段征拆工作。

平益高速汨罗段起于新市镇湄江河与平
江交界处，止于古培镇杨梅铺与湘阴交界处，
长17.156公里，设互通口2处，总投资约21亿
元，需征用土地1742亩、拆迁房屋107栋、迁
坟1829座。当前已完成红线内交地245亩，
拆迁房屋20栋、迁坟270座。

按照会议部署，7月份要全面完成房屋拆
迁安置、迁坟、杆线迁移等工作，8月份工程所
有征拆工作要全部清零。会议强调，项目各
方要切实担起责任、讲究方法、攻坚克难，工
程指挥部抓好统筹，各乡镇发力攻坚，职能部
门加强配合，督查部门严格督查，确保按时按
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本报讯（胡 清）“五月五是端阳，门插
艾，香满堂。呷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
洋洋。”这首汨罗江畔的童谣记录的是汨
罗端午习俗。近年来，有着“端午源头、龙
舟故里”美誉的汨罗，积极传承端午文化，
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以粽子为代表的端午
产业提质升级。

作为汨罗的特色产业，每年临近端午
的两个月，汨罗粽子生产企业便迎来生产
最忙碌的时候。与其他地方粽子不同的
是，汨罗粽子采用本地生产的糯米和粽叶
作为原材料，仿造祭奠屈原时三牲头角的
样子手工包制而成，形成了具有汨罗特色
的碱水牛角粽和羊角粽。

“预计今年年产值大约是3000多吨，
现在本地的原材料供应已经满足不了我
们的生产需要。”汨罗市粽子行业协会会
长高超说，为保障粽子原材料稳定供应，
今年来，汨罗积极鼓励合作社及种粮大户
扩大糯稻种植面积，在落实国家、省及岳
阳市的政策补贴外，还按照每亩100元的
标准进行奖补，通过增加糯稻补贴、支持
社会化服务和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等方
式，帮助大户带动散户，大大增加了农民
种植糯稻的积极性，屈子祠镇众惠农及种
养专业合作社的糯稻面积就从原来的300
亩直接增加到了今年的1000亩。

“糯稻的产量高，价格高，产量要比

常规稻高三四百斤，今年我们就发展到
1000亩，老百姓有积极性，今年的趋势来
看，要比去年还要丰收些。”汨罗屈子祠
镇众惠农及种养专业合作社社长郑建军
告诉笔者。

据了解，今年汨罗按照“一县一特色、
一村一农产品牌”的发展思路，合理调整
农业产业布局，新建和改扩建6万亩高标
准农田，腾出更多的高效土地资源鼓励当
地农民开展糯稻和粽叶种植。目前，汨罗
糯稻种植面积已整体增加到了 5.6 万亩，
较去年增加了60%，粽叶种植面积接近10
万亩。从明年开始，汨罗粽子的原材料供
应将全部实现本土化。

“我们大力实施‘一县一特’战略，狠
抓特色糯稻发展，从规划引领、文化植入、
产销推介、融合发展等方面着手，大力发
展粽子产业，打造‘汨罗粽子’这一最富地
方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汨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永红说。

精准施策精准施策
全力推进禁捕退捕工作全力推进禁捕退捕工作

本报讯（翁正娇）6月27 日下午，汨罗市
委副书记李冯波带队巡查汨罗江流域禁捕退
捕情况，并在白塘镇政府主持召开会议，专题
推进全市禁捕退捕工作。

会议通报了端午期间禁捕退捕督查情
况。6月25日——6月27日，全市各相关职能
部门和乡镇取消休假，加强日常巡查和重点
整治，形成联合巡查机制，从源头上有效遏制
非法捕捞行为；同时积极行动，通过张贴横幅
标语、发动宣传车、广播村村响、竖立警示标
牌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造浓工作氛围，
让禁捕退捕工作相关政策法规深入人心。

李冯波指出，要高度重视禁捕退捕工作，
全面整治水面、市面、街面，强化排查梳理，强
化拆除清理，强化打击处理，对发现的问题限
期整改到位；要加强宣传，及时发布收缴渔具
通告，再集中公开销毁；要压实责任，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乡镇主体责任，强力打击非法捕
捞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全市渔业资源生态环
境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监察向乡村延伸监察向乡村延伸
打通全覆盖打通全覆盖““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张 为）6月28日，汨罗市监察委
员会首个派出乡镇监察办公室在归义镇正式
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市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
延伸迈出了崭新的步伐，打通了监察全覆盖
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派出乡镇监察办公室成立后，将
与各镇纪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行使纪检、监察两项职能，接受市监委
领导和监督，主要对基层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和基层群众性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实
施监察。此外，派出乡镇监察人员要准确把
握职责权限、监察范围，做到依法依纪依规；
要迅速行动，抓实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着力
打造“能监督、敢监督、会监督”的专业化队
伍，推动基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6月28日，汨罗镇九雁村瓜蒌子种植基
地，成排的铁架上爬满郁郁葱葱的藤蔓，一个
个肥硕的瓜蒌挂满了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定是个丰收年。”望着枝头挂满沉
甸甸的果实，瓜农何秋华心里美滋滋。种一
亩瓜蒌，包括田间整理、棚架搭建、种苗引进
等，前期投入需要6000元左右，而每亩产值为
五六千元，头年投入可管接下来6年的产出。

“瓜蒌，是一种多年生草质藤本葫芦科
植物，其果实、果仁（籽）、根茎均为上好的中
药材。”何秋华说，瓜蒌籽被誉为“瓜子之
王”，可以加工为炒货瓜子；瓜蒌皮晾干制成
药瓜壳，作为中药材能润肺止咳，经济效益
高。仅今年，他经营的汨罗市绵羊山种养合
作社种植瓜蒌子面积超过200亩，预计能生
产瓜子40吨左右，产品直接销往长沙、安徽

等地的炒货市场或中药材市场，进一步提高
产品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随着瓜蒌种植面积的不断扩
展，合作社种植基地不断为村民增加就业岗
位，日均用工人数从20人到 30人不等。“平
时农闲的时候 50 元一天，农忙的时候可以
挣到100多元一天……”务工村民杨得求高
兴地说，能够就近打工，既照顾了家庭，又挣

了钱，他会继续做下去。
“以瓜蒌 6 年生产期均衡计算，每亩每

年收益比水稻、油菜、小麦等生产增收2000
元至3000元。”何秋华算了一笔账。对瓜蒌
种植他充满信心，下一步，将继续扩大瓜蒌
在汨罗镇境内种植面积的同时，广泛发展瓜
蒌特色产业，推广产品深加工，使小瓜蒌真
正成为更多农户增收致富的产业。（周 敏）

汨罗新闻 03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发布中心主编
Email：yyrbxy@163.com

责编 / 余 红 校对 / 常宝萍

新闻热线：0730-5228000 电子邮箱：21412580@qq.com

天涯共此时“云上”过端午
汨罗龙舟故里的浪漫

借力传统 端午源头做强端午产业

粽香四溢，百舟
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汨罗江

畔又响起隆隆鼓声。6月25日至
27 日，汨罗特别推出“我们的节日·

端午”屈子文化园游园活动暨龙舟表
演赛。

不同于往年，这次汨罗打破时空
的限制，通过“云传播”，带领大家感
悟千年盛楚的浪漫，溯寻中华文化

的源头。3个故事为您讲述庚
子年的端午记忆。

小瓜蒌结出脱贫小瓜蒌结出脱贫““致富果致富果””

汨罗江上龙舟表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