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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县长谈文化

双峰地处湘中，文化底蕴和

文化资源丰厚，有“名人故里”“女

杰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

的 美 誉 。 2008 年 ，我 们 提 出 了

“文化兴县”战略口号，设立了百

万文化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相继

成立和健全了曾国藩研究会、王

憨山艺术研究会、溪砚研究会和

10 个 文 艺 家 协 会，成 功 举 办 了

2011 湖南双峰·海峡两岸首届曾

国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第三届曾

国藩文化旅游节，曾国藩故居被

评定为国家 4A 旅游景区，全县文

化旅游产业综合收入突破 6 亿元

大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

十届二次全会召开后，面对新的

机遇和挑战，我们把“在人文资源

密集区率先建成文化强县”的战

略部署列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五个率先”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文化育民、文化惠民、文

化富民三个方面加快建设，采取

步步为营的战略，2012 年将具

体实施“六个一”工程，即“一句

话”：就是提炼一句双峰精神口

号；“一首歌”：就是推出一首反映

双峰县情，由名人演唱的有广泛

影响力的歌曲；“一条街”，就是投

资 1 亿元在双峰县城完成文化艺

术一条街建设；“一部电影”：就是

拍摄一部向十八大献礼的电影

《蔡和森》；“一个区”：就是加快曾

国藩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建设，全

县 入 境 旅 游 人 数 突 破 100 万 人

次；“一块匾”：就是要争创省级文

明县城。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把

我县建设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红色基地、湖湘文化

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和湘中区域性

文化高地。

立足红色文化，搭建教育
平台，推进文化育民工程

我县是革命老区，毛泽东、叶

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我县留下过光辉的革命足迹，是

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蔡和森同志

的故乡，解放战争衡宝战役青树

坪战斗的主战场，新中国成立前

中共湖南省工委曾两驻我县工

作。我县现建成有全省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蔡和森同志纪念

馆、中共大村地下党支部陈列室、

双峰县革命老区陈列室、衡宝战

役青树坪战斗烈士陵园。

从去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全

县 26 处革命烈士纪念碑（墓）维

修保护工程，今年将启动中共湖

南省工委旧址和蔡畅故居复原陈

列工作，拍摄电影《蔡和森》；提炼

双峰精神口号，启动女杰博物馆

和千金水库展列馆筹建工作，成

立双峰县红色文旅集团，统筹全

县红色文化旅游基地建设、管理

和利用工作，组建红色文旅青年

志愿者宣讲队，在主题宣传教育

和旅游服务中开展宣讲活动，广

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争创省级文明县城，努力把我

县打造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红色基地。

立足基础基层，搭建服务
平台，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将

全县文化发展专项引导资金提高

到 300 万元，文化事业经费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到 1%以

上，建设以县级公益性文化设施

为龙头，县直部门单位、社区和乡

镇村级基层文化阵地为主干的文

化设施网络。今年将完成文化艺

术一条街建设，启动曾国藩文化

广场、王憨山艺术馆、永丰文塔等

重点文化工程；打破单位、学校、

社区文化活动设施封闭式管理模

式，建立以社区为单元的群众文

化设施共享机制；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补贴无固定收入的艺术工

作者进入高等院校深造，补贴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力推进

文化生产，形成以县文联、县文化

馆为龙头，各乡镇文化站、各艺术

社团为基础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

供给体系，让广大群众共享文化

发展成果。

下移文化工作重心，继续开

展文化下乡“双百工程”，即百名

群文干部下基层和百场演出下基

层活动，特别注重发挥“老”字号

各协会和文艺家各协会会员下基

层文化辅导作用，统筹部门力量

加大农民文化辅导培训力度，将

农民文化素质和文化技能培训有

机融合到“阳光工程”“科普惠农

兴村计划”和农村党员教育培训

等项目中，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文

化技能和文化欣赏水平。

立足资源优势，搭建发展
平台，推进文化富民工程

努力做好三篇文章，把文化

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

2012 年全县文化产业增加值超

过 30%，占 GDP 的增加值达到 5%

左右，培育过亿元、千万元骨干文

化企业 1 至 2 家，文化产业成为全

县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一是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支持华剑

集团投资 5 亿元创建曾国藩故里

5A 级景区，以此为龙头，推动晚

清茶商文化大观园、雷峰山宗教

旅游、溪砚开发、“花之缘”乡村旅

游的开发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建

成湖湘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和

长株潭城市群短距离文化休闲旅

游目的地，争创省级旅游强县。

二是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做大做

强书画文化产业。我县现有县级

以上美协、书协会员达 300 多名，

既有享誉海内外的大师，也有一

批后起新秀，书画交易活跃，形

成了书画文化产业独特的“双峰

现象”。为做大做强我县书画产

业，我们将聘请专业公司调查编

制 发 展 规 划 ；积 极 拓 展 规 范 市

场，成立行业自律协会，设立投

诉举报渠道；支持举办各种宣传

展览拍卖活动，创办双峰书画交

易网站，积极探索将书画产业与

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新路子，争取

中国国家画院将我县列为中国

当代花鸟画研究创作基地，发展

“观光书画”。三是文化与科技

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在文化产

业领域的应用，推动我县文化产

业的提质升级。重点扶持高科

技影视设备制造企业湘源皇视

集团整体上市，支持亿星公司书

画数据库和书画鉴定识别系统

研发项目尽早上马。

总之，人文资源密集的双峰

县，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借助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强劲东

风，率先推进文化强县战略，就像

100 多年前曾国藩为湖湘文化作

出了突出贡献，94万双峰人民也将

为湖南文化强省作出应有的贡献。

借助人文资源优势 率先建设文化强县
中共双峰县委书记、双峰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德华

在湖湘文学史上，唐诗宋

词中的名篇佳构，首先出自流

寓湖南的那些领一代风骚的大

家之手，内中不乏千古传诵的

珍品。同时，湖南本土的一些

著名作家，也留下不少光辉的

篇章。

湖南有着壮丽秀美的山川

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名胜

古迹遍布三湘。浩淼的洞庭，

滔滔的湘水，得江湖之胜的巴

陵（岳阳）和楚汉名城长沙，成

为诗人们吟咏最多的地方。

盛 唐 时 代 的 大 诗 人 李 白

（701 年—762 年），在乾元二年

（759 年）秋 到 上 元 元 年（760

年）春，于流放夜郎途中遇大赦

放还后，曾从江夏（今武汉）到

湘中游，经岳阳赴零陵后又折

返岳阳去江夏，历时约半年，写

下 31 首诗。其中一部分就是

描写洞庭湖、岳阳楼等风光景

物的，另一部分关心时事、忧国

忧民的诗也大多在岳阳写成。

诗人对洞庭景色、巴陵胜状的

描绘，表达了他对祖国大好河

山的热爱，丰富、奇特的想象，

奔放、豪迈的感情，浓烈的浪漫

主义色彩和清新隽永的语言风

格熔铸一炉，谱就了湖湘写景

诗中最早又最夺目的华章。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

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

不知何处吊湘君。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

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

将船买酒白云边。

帝字潇湘去不还，空余秋

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

丹青画出是君山。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

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其一、二、三）

划 却 君 山 好 ，平 铺 湘 水

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

后三首》（其三）

前三首，洞庭清秋，波光月

影，山岚水色，澄澈如画，使“谪

仙”李白浮想联翩，既怀有临江

凭 吊 湘 君、帝 子 而 引 发 的 惆

怅 ，又 萌 生 羽 化 遗 世 的 遐

想。但这些都不足以消减陪

亲友泛舟湖上饮酒赏月之乐

趣，因为湖光月色实在太美，

不 如 权 且 留 下 来 尽 情 玩 赏 。

遣词用字尤妙在第二首第三

句 的 那 个“ 赊 ”字 。 乍 看 ，此

字 用 得 似 乎 毫 无 道 理 ，月 色

岂能“赊”？又岂用“赊”？然

而 著 此 一 字 ，就 将 大 自 然 人

格化了。八百里洞庭俨然一

位富甲楚天而又慷慨好客的

主人，湖光、山景、月色、清风

等 等 无 价 之 宝 ，皆 不 吝 借 与

乘兴而至的游人。著一“赊”

字 ，人 与 造 化 似 乎 在 娓 娓 对

话 ，显 得 分 外 亲 切 。 委 实 高

人一筹！

后 一 首 诗 破 题 便 突 发 奇

想 ，诗 人 要 铲 去 兀 立 洞 庭 湖

中 的 君 山 ，好 让 浩 浩 荡 荡 的

湘 江 毫 无 阻 拦 地 向 前 奔 流。

表面看来是写景，实际上这是

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之

气。李白遇大赦放还后原希望

朝 廷 再 用 自 己 ，但 幻 想 落 空

了。来湘中游，在岳州又遇见

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

晔，两人结伴游洞庭，其心情是

可想而知的。他多么希望铲平

世间的不平，让一切怀才之士

有一条平坦的大道可走啊！但

君山是铲不平的，世路依然崎

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还

是尽情饮酒吧！诗人醉眼朦胧

中又发奇想，好像洞庭湖的万

顷碧波都变成了酒，连君山上

的 枫 叶 也 醉 了 ，那 绯 红 的 叶

子 不 就 是 洞 庭 之 秋 的 醉 颜

吗？这既是自然景色的绝妙

写照，又寄寓着诗人深沉的感

情 ：他 多 么 希 望 像 洞 庭 湖 的

秋天一样，借那满湖浓烈的酒，

来浇洗净郁积心头的块垒！

◀ 3 月 29 日下午，长沙市雨花区系列沙龙之谜语沙龙活动在雨

花区文化中心举办。吸引了不少机关干部、周边群众和在校学生热情

参与。活动特邀中华灯谜学术委员会专家、雨花区谜语传承人敖耀寰

主持，采取现场教课、主题交流、展示互动的形式一起探讨谜语，为谜

语爱好者搭建更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图为猜谜现场。

张 玲 摄

油画《芷江机场》落户飞虎队纪念馆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李洁 通

讯员龚卫国 江洪 刘瑛）3月27日，

旅美著名油画家钱德湘创作的油

画《芷江机场》被湖南芷江飞虎队

纪念馆收藏。这幅油画长 7.7 米、

高 2.5 米，是画家继 2010 年捐赠给

受降纪念馆长 7 米高 3 米的《历史

时刻·芷江受降》油画之后创作的

又一幅佳作。

新创作的《芷江机场》表现的

是抗日战争中，留守在家的妇孺

老幼在美国飞虎队员及陈纳德将

军的指挥下修复损坏的机场场

景。画面中人物众多，看图研究

的军人、挑担填坑敲打石头的百

姓、独轮车、石碾子空中地上的飞

机等都跃然画布栩栩如生，更引

人注目的还是百余名男女弯腰拉

石碾子，真实的再现了当年修建

机场的历史场景。

钱德湘籍贯芷江，现定居美

国，是旅美著名油画家、美国原创

美术家协会会长。这幅油画每一

笔都饱含着画家的心血和激情，

不仅凝聚他对家乡深深的情，也

是画家送给家乡的一份礼物，将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

念馆永久收藏。

益阳南县地花鼓艺术研究会成立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李洁

通讯员易畅）近日，由南县地花鼓

艺术研究者自发组织的学术性文

艺团体“南县地花鼓艺术研究会”

经过半年筹备，正式成立。

南县地花鼓是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已进入国务院公布的保

护名录。南县地花鼓艺术研究

会，旨在搜集、整理、发扬、传承已

有 200 多年湖乡文化历史的南县

地花鼓艺术。该团将全面挖掘南

县地花鼓资料，加大地花鼓的研

究力度，扩大地花鼓的创作队伍，

并出版《南县地花鼓研究》会刊。

湖南省文联副主席许红英、国家

一级演员李小嘉、国家一级演员

叶俊武、国家一级演员邢险锋担

任顾问。

汝城举办首届温泉油菜花节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黎鑫

通讯员华军平）近日，汝城县在热

水福泉山庄举办了主题为“游魅

力热水·赏金色花海”的首届温

泉油菜花节。上千亩油菜花吸

引 了 湘 、粤 、赣 、闽 等 地 数 万 名

“驴友”及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

采风。

本 届 温 泉 油 菜 花 节 分 民 族

风情表演、油菜花海人体彩绘、

自 行 车 游 园 观 赏 等 活 动 进 行 。

活动对扩大汝城县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拓

展文化旅游资源，近年来，汝城

县先后投入了近百万元进行油

菜花海的培植，投入了上千万元

对热水福泉山庄的温泉景区进

行提质改造。

吴德华在双峰县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上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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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民收藏的石头里蕴藏着可观的财富。 钟友援 摄

三湘动态

湖湘文化人

湖湘文化名篇共析赏

三湘掠影

穿过喧嚣的闹市，停伫于长

沙马王堆旁的一座楼房。缓缓打

开一楼的车库，阳春三月傍晚的

斜阳便穿门而入，将一块块形态

迥 异 的 石 头 淡 淡 地 涂 上 一 圈 金

边。木架上，柜子里，墙角边，成

千上万的鹅卵石千姿百态，仿佛

在 欢 迎 我 们 的 造 访 。 这 石 头

“ 馆”的主人便是湖南省军区干

休 所 的 石 头 收 藏 爱 好 者 王 利

民。面对好奇的记者，老王说：

“ 别小看这些普通的鹅卵石，它

们每块都有自己的来历，每块都

有 独 特 的 寓 意 。 它 们 是 天 然 的

艺术精品。”

军人出身的王利民迷上石头

收藏，源于十年前的一次偶然。

湘西一农民捡了一车石头运至长

沙贩卖，王利民一眼就看中了一

块方形石头。“ 当时也没看出它

到底像什么，就是种眼缘。”花 20

元买回家后，老王一番摩挲，一

顿琢磨，忽灵犀至心：锤子镰刀

交错，这不正是党徽么？在干休

所 休 养 的 老 红 军 张 步 兴 看 到 这

枚奇石后，也激动地说：“过去战

斗时，冲锋号一响，党旗总是冲

在最前面。这块石头上的“党徽”

不 光 是 形 状 像 ，更 有 种 精 神 气

质。”王利民将该石头命名为“天

意民心”，这也是他收藏的第一枚

奇石。

从此，深山老林里、小溪河旁

边 ，到 处 都 能 看 到 王 利 民 的 身

影。万余枚奇石先后从大自然来

到 了 他 的 石 头 馆 里“ 安 营 扎

寨 ”。在王利民收藏的石头中，

有质地细腻似玉通透的，有素雅

清致温润人心的，有纹理鲜明色

彩斑斓的，还有灵动逸致如泼墨

山水的。王利民专门为它们“量

身定做”了精致的木底座，并为每

一块石头都取了贴切的名字。这

些石头分为“红色经典”“人生百

态”“山水情怀”“动物世界”等六

大类。

在 王 利 民 收 藏 的 众 多 石 头

中，有枚奇石，特别像邓小平的上

半 身 ，被 他 命 名 为“ 春 天 的 故

事”。远远望去，这枚石头温润、

细腻、纹理清晰，仿佛是邓小平微

微侧着身，目光凝视着远方。这

是王利民在广西出差时花 500 元

买回的，据说，后来一位广东老板

欲 出 价 88 万 元 买 下 ，被 他 谢 绝

了。“出再高的价格我也不卖，这

么有意义的东西，不能用金钱来

衡量”。

还 有 块 石 头 让 记 者 印 象 深

刻。它的石体呈浅白色，光滑圆

润，无甚瑕疵，却凌空一笔，镌深

红色“人”字于其上，笔画撇处多

出一点。记者疑惑，倘若没这一

点，“人”不就更完美了吗？王利

民解释道：“ 正是由于多了这一

点，才真正丰富多彩。做人多一

点好。多一点智慧，成功就多一

点；多一点付出，快乐就多一点；

多一点善心，幸福就多一点……

“人”字多一点，是天意；人生多一

点，是人意。”

被 称 作“ 相 逢 是 首 歌 ”的 石

头，是王利民在湘西里耶的深山

老林里捡到的，石面纹理清晰，层

次分明，线条卷曲色彩浓淡如同

江涛澎湃。右下角一点深红，恍

若残日入江，又若明月出海。一

男一女立于水畔，风曳衣袂，私语

窃窃，亲厚之情致凸显于石上。

人生难觅一知己，这是何等惬意

和浪漫啊！

王利民笑称自己是“知石分

子”。他说，山河藏于石，人意蕴

石中，通过人赋予奇石以内涵和

情感，石头就具有了人性和灵性、

具有了哲理和悟性、具有了文化

和艺术。只要有心、有情、有意和

勤奋，就能有缘享受近在咫尺的

快乐和幸福。只有对大自然、对

生命、对美的热爱和虔诚，对平

凡的敬重，才能进入神奇美妙的

石里乾坤。“ 奇石是大自然的精

灵，每拣一块石头我会向大自然

鞠一躬，表达对大自然、对生命、

对生活、对美、对文化艺术的敬

重。”他说。

“知石分子”的石里乾坤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卫

灵性的石头有生命，灵性的石头会唱歌。 钟友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