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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全国童诗教育教学年全国童诗教育教学
研讨会将在汨罗举行研讨会将在汨罗举行

本报讯（胥 扬）11月8日，全国童诗教育
教学研讨会第一次筹备会在汨召开。笔者
获悉，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国几千年的“诗教”
传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诗歌委员会决定
在诗歌原乡——汨罗举办 2020 年全国童诗
教育教学研讨会。

中国文学的核心是诗，诗不但是中国文
学最为闪亮的部分，它在经史哲学中也起到
极为重要的作用。诗教在具备文学的审美
性艺术性之外，更兼具了化育民众心灵、提
升民众精神力量的功能。

筹备会上，与会人员就研讨会活动方案
进行了细致讨论协商。会议指出，将童诗引
入小学语文教学对于打开孩子的心智，培养
孩子对自身与生活的思考，提高孩子的想象
力与学习兴趣具有重要作用。汨罗是诗歌
原乡和素质教育的起源地，选择在汨罗举办
2020 年全国童诗教育教学研讨会具有深远
的现实意义。

本报讯（任 可 谢 建 周 敏 翁正娇）
11月3日到5日，在汨罗举办的中国屈原学
会第十八届年会上，来自海内外的280余名
屈学专家、学者怀着向往，踏上汨罗这块屈
学热土，追寻端午源头的屈子足迹，感受龙
舟故里的乡土风情。

中国屈原学会因屈原而存在，汨罗与
屈原又如此不可分割。早在1988年，中国
屈原学会就在汨罗举办了第三届年会，彼
时距离学会成立不过三年之久。31 年过
去，这场汨罗江畔的屈学盛典，如同一场必
然却又充满惊喜的相遇。现任中国屈原学

会会长方铭早在1986年就已来过汨罗，他
称汨罗“是屈原生命的终点，也是屈原精神
传承的起点”。谈起这三十余年间汨罗的
变化，方铭说，近几年汨罗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
越高，对弘扬屈原精神重要性的认识也越
来越高。所以在对屈原文化的重视上，能
够明显感受到汨罗市委、市政府和人民群
众是上下一心的。

作为国家一级学会，学术研究成果分
享自然是屈原学会年会的重头戏。成立34
年来，中国屈原学会汇聚了近千名专家学

者，今年涌现出的学术成果更是亮点频
出。在年会开幕式、高峰论坛、分组讨论
中，专家学者们分享了涉及考古、民俗、音
韵等方方面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内容
涉猎广泛，年轻学者、海外学者的频繁亮相
也给此次大会带来了许多惊喜。此外，本
届年会将各地专家学者的屈学研究成果编
纂成了上、中、下三大本会议论文集，每本
近700页。

伴随着本届年会在汨罗召开，中国屈
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也挂牌于屈子
书院。汨罗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平波称这

块牌匾的价值“将有力推动屈原文化的挖
掘传承，展示其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将有
力激发端午龙舟文化产业的源头活力，加
速文旅文创发展壮大。”

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未
来如何建设？汨罗市政协主席彭千红表示，
汨罗将全力做好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
化研究院的场地、人员和经费保障，进一步
提升工作水平，建立好专家共建的长效机
制，并计划在研究院周边建设图书数字中
心、教学服务基地、生活服务基地，将研究
院打造成为屈原文化的研究传播高地。

聚焦聚焦““五个振兴五个振兴””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彭 晓）11 月 7 日，笔者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上获悉，汨罗将
聚焦振兴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对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三农”领域必须
完成的任务，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汨罗落
地生根。

会议明确，要聚焦产业振兴，培养汨罗
高档优质稻、汨罗粽子、长乐甜酒等主导产
业，发展蓝莓、杨梅、茶叶等特色产业，继续
推动闵家新村、西长花海等“农业+”融合发
展。要聚焦生态振兴，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确保“四房”动态清零，建设健康田园生
态，加快美丽乡村建设。要聚焦文化振兴，
推进文明家庭、好家风好家训、最美媳妇评
选，推进道德建设；持续开展“刹人情歪风、
治风尚陋习、树文明新风”行动，弘扬文明新
风；传承好“龙舟竞渡”“长乐抬阁故事会”等
传统民俗。要聚焦人才振兴，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吸引乡贤、大学生回乡创业，壮大农村
人才队伍。要聚焦组织振兴，配优选强基
层党组织班子成员，发挥带头人引领作用；
发挥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推进村级发展
共建共治。

““互联网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服务””
无差别受理平台建设启动无差别受理平台建设启动

本报讯（任 可）11月1日，汨罗市“互联
网+政务服务”无差别受理平台建设工作部
署会在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召开。汨罗由此正
式启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无差别受理平台
建设工作。

据市介绍，“互联网+政务服务”无差别
受理平台是以“前台无差别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综合窗口出件”为模式的一体化网上
政务服务平台，具体表现为政务服务中心任
一窗口都能代表政府受理办理全部事项。
其核心思想即受办分离，将办事事项的受理
环节与审批环节进行分离，统一由前台综合
受理，各业务部门后台审批，最终集中出
证。该平台预计于11月底试运行。

本报讯（欧阳林 李俭梅）11 月 2 日，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专家组来到
汨罗，对水稻“早加晚优”模式粮油绿色高质
高效行动暨做优做强湘米工程示范片进行
了现场测产验收。

专家组采取实地测量面积、现场收割、
测水分、称重量的方式，对弼时镇李家塅村
核心晚稻示范区进行测产验收，现场实测产
量 597.6 公斤/亩，农药减量 8%，化肥减量
5%，水稻品质大幅提升，增质增效明显，达到
了预期创建目标。

据了解，汨罗市2019年粮油绿色高质高
效行动暨做优做强湘米工程创建项目，以水
稻“早加晚优”模式粮油绿色高质高效技术为
主要内容，依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营和服务主体，重点推广高产
优质水稻品种、水稻工厂化育秧及机插秧、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及水稻减肥控药、绿色防控
等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推进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发展。

2019年，汨罗重点在大荆镇等建立高档

优质稻万亩示范片10个，面积11.5万亩；在
其余10个镇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30个，面
积14.2万亩；依托大户等建设100亩示范片
450个，面积5.4万亩。开展主要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34.9万亩，发展冬季绿肥种植6
万亩，双季稻全程机械化生产面积增加10%
以上，扶持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增
加8%以上。

@@摄影人摄影人
《《大美汨罗行大美汨罗行》》画册征稿画册征稿

本报讯（周 敏）11 月 8 日，笔者从汨
罗市人居环境整治办公室获悉，为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展示全市人居环境整治
成果，现向广大摄影爱好者征集乡村风
光、乡村产业、乡村清洁行动、乡村文化
事业、集中攻坚、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
摄影作品，出版《大美汨罗行》画册，全面
展示推介汨罗，征稿自即日起，至 11 月
24日止。

征稿要求，作品必须取材于汨罗市境
内。彩色、黑白不限，单幅或组图（4-8幅）
均 可 。 作 品 投 至 邮 箱 1623972135@qq.
com，注明《大美汨罗行》画册征稿，参赛作
品文件名为“作品标题+作者姓名+电话+
拍摄时间、地点及简要说明”。

据悉，此次征集作品数量100幅，每幅
稿费300元，入选作品在有关网站公示。具
体事宜可咨询《大美汨罗行》画册征稿办公
室，联系人易先生，电话：13574755166。

汨罗书画家何山作品展汨罗书画家何山作品展
在省博物馆开幕在省博物馆开幕

本报讯（周 敏）11月8日，在湖南省博物
馆，“中华魂”何山书画作品展正式开幕。开
幕式上，在 100 余位领导、艺术家的见证下，
何山将《滚滚长江东逝水》等4幅书画作品赠
送给湖南省博物馆。

何山 1964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壁画专业（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受教于庞
薫琴、张仃、吴冠中、祝大年等先生。毕业后
去了敦煌。潜心于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与
创作12 年，临摹了数百幅敦煌壁画，发表了
数十万字的理论专著。

“这些年，我总有回家乡办展览的心愿，
总想着向家乡人民汇报。”何山介绍，自己出
生在汨罗市古培镇，自幼在汨罗江边长大，由
于自己对家乡的情怀，在展览中，他还增加了
屈原系列，包括《九歌》《离骚》等纪念屈原的
代表作品，来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以
及推广家乡的屈原精神。

100余名中外诗人与诗意汨罗浪漫相会
一次世界诗人的朝圣之旅，一场

诗歌源头的曲水流觞。11 月 2 日至
11月4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
主席吉狄马加和全国各地及来自俄
罗斯、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等近
20个国家的知名诗人、文化学者，以
及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花
城》《世界文学》杂志社的诗人、作家、
编辑、翻译家团队共 100 余人，相约
湖南省汨罗市，参加“中外诗人汨罗
行”文学采风活动，走屈子行吟地，溯
诗歌源头，赏特色民俗，体验“端午源
头、龙舟故里、诗歌原乡”独有的湘情
楚韵，感受“蓝墨水上游”迎面而来的
千古文风。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屈学热土上的重逢、欢聚与相约

汨罗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顺利通过测产验收

香草美人地与中外诗人的浪漫相会

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
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汨罗用《离骚》《九歌》

《天问》等不朽经典，开掘了中国浪漫主义
诗歌的长河，为汨罗江注入了亘古不变的
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铸就了华夏文明的
精神高地、文学高地、情感高地，超越时空，
跨越国界。屈原也因此成为举世公认的世
界文化名人。

11 月 3 日，中外诗人们终于来到了心
驰神往已久的传承屈子精神和文化的圣地
——4A 级景区屈子文化园。参加祭屈大
典，参观恢宏大气的屈子书院、诗歌国际交
流中心，体验划龙舟，参加“诗韵汨罗江”诗
歌晚会……

“朝圣之旅”意犹未尽，11月4日，一场
丰富多彩的特色民俗之旅又将中外诗人
带入了汨罗农村百姓的文化生活。汨罗
市委书记喻文也来到活动现场为大家热
情做起了“导游”。龙塘大屋包粽子、制
作香囊，观民俗；书画院里听吟诵，练书
画；走长乐古街，看抬阁故事，听山歌对
唱，品长乐甜酒；出席花鼓戏艺术节看经
典戏曲，听湘北民歌……

一处处景点，一次次体验，让中外诗人
叹为观止、沉醉流连。来自美国的汉学家
罗福林研究中国文化已有36年。他说，汨
罗的文化都是由活生生的文化遗产来承
载和体现的，不是特别抽象的。而且汨罗
的文化很开放，人们参与的热情很高，这
种可以让大家共同传承的文化，更能让人
看到不同文化中的通性。这对汨罗很有

意义，也很让人感动。

诗韵汨罗江同天下河流的文化相融

本次采风活动，不仅是汨罗文化向中
外诗人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关于文化文
学传承和发展的一场世界级探讨。

11 月 3 日下午，“中外诗人汨罗行”一
江一域联谊论坛上，来自汨罗江和屈原出
生、流寓地带县市区作协主席、诗人、专家
等齐聚一堂，为成立“一江一域”县市区文
学联盟，以达到厚植文化基因、传承屈原文
化、共创文学高地的多重目的展开讨论。

河流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随
后举行的“中外诗人汨罗行”高峰论坛同样
离不开关于河流的讨论。论坛上，中外诗
人们以“全球虚拟时代，河流之于诗人的意
义”为主题，探讨人类与河流、诗歌创作、现
代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
狄马加出席论坛并表达观点。他说，屈原
精神和屈原的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实
际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人类在创造伟大

文明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
伟大的文明都跟河流有关系。

“我们在向河流致敬，就是向伟大的人
类文明致敬。向河流致敬，也可以说是向
伟大的生命致敬。”吉狄马加说，诗人应该
把诗歌看成是人类生命的本体，或者是人
类对未来生命知性的探索，希望中外诗人
到了汨罗江畔，从这个地方找到中国诗歌
的精神河流，找到更多的共识，共同维护今
天的和平和人类的生存环境。

共同期待汨罗与世界的“三年之约”

拜谒诗宗、文学交流、民俗体验……三
天采风，中外诗人们行程满满，赞叹连连。
来自澳大利亚的诗人马克·卓狄尼说，回去
后，他将把在这里拍摄的照片、视频分享给
家人、朋友，向他们介绍汨罗的文化，推荐
他们过来旅游。

此次“中外诗人汨罗行”采风活动由中
国作家协会指导，湖南省作家协会、《花城》
杂志社、中共汨罗市委、汨罗市人民政府主
办，鲁迅文学院、《世界文学》杂志社协办。

为办好活动，汨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多次召开筹备会议、培训会议，组织安
排了来自汨罗各界的200名志愿者按照“分
块接待、分块负责”“一对一”“一对多”的工
作要求，为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中外诗人、
各级嘉宾团队提供热情、周到、细致的服
务，还特意邀请了湖南理工学院的翻译团
队做好各个环节的同声翻译，以便外国诗
人更好地读懂和理解汨罗文化。本次活动
及志愿者们热情周到的服务也获得了中外
诗人、各级嘉宾团队的一致好评。

2018 年起，汨罗与世界有个“三年之
约”。2020 年端午期间，汨罗将以诗歌为
名，举行首届“中国·汨罗江国际诗歌艺术
周”。本次文学采风活动是“三年之约”的
预热和预演。汨罗市委书记喻文向中外诗
人发出诚挚邀约。他说，我们特别设立了

“汨罗江文学奖”，面向全世界征集现代诗
歌、散文和古体诗词曲赋，热切期盼大家不
吝赐稿，衷心希望各位名家大咖广泛推介，
将声音传播海内外，为“汨罗江文学奖”凝
聚人气、增添美名。

（夏 凡 胥 扬 欧阳林）

中外诗人和小朋友同练书法。

专家组现场测产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