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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奔腾至湖湘大地，在
岳阳蜿蜒流淌163公里；千里洞庭，

“长江之肾”，碧波浩渺，湖光山色岳
阳揽胜。

屈子行吟汨罗江畔，问天求索；
范公写就《岳阳楼记》，忧乐天下；诗
仙诗圣骋怀洞庭，歌咏盛景……

202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考察时强调：“湖南要更好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中展现新作为。”大江大湖
在此交汇，揽尽“浩浩汤汤”气象，有
着 2500 余年历史的岳阳正将文化
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千年文脉
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书写当代壮
丽篇章。

忧乐为墨书风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

夏日清晨，岳阳城区文化底蕴
深厚的翰林街上，百余岁的岳阳市
第二中学飘出琅琅书声；古朴的大
门门楣上，校名金字闪耀。

千余米外，古城墙上，千古名楼
岳阳楼巍然屹立、气势恢宏：三层四
柱、飞檐盔顶，琉璃黄瓦灿然生辉，
如意斗拱气象万千……拾级而上，
向西，洞庭湖碧波万顷，遥见君山；
向北，长江奔流，滚滚不息。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千百年来，李白、杜甫、孟浩然等

无数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北宋范仲
淹为重修岳阳楼而作的《岳阳楼记》，
更是成为流传千古的不朽名篇。

岳阳，古称“巴陵”“岳州”，是
“湘北门户”。因贯通南北、控扼水
陆，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记
载，东吴谋士鲁肃曾“以万人屯巴
丘”以御关羽，在城西临湖修建阅军
楼操演水军。这座阅军楼便是岳阳
楼的前身。

“自唐代起，岳阳楼历经多次重
修，逐渐从军事要地演变为文化地
标，而生发于此的‘忧乐精神’是湖
湘文化的代表之一，彰显了古代士
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湖南理
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黄
去非说。

民族英雄左宗棠，以“身无半
亩，心忧天下”自勉，抬棺西征，收复
新疆；开国元勋任弼时践行“骆驼精
神”，抱病工作至生命最后一刻；彭
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岳阳平江发动起义，点燃湘
鄂赣边区革命烈火……

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坚定的责任
担当，塑造出“吃得苦、耐得烦”的性
格特质，时至今日，依然光芒闪耀。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水稻
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而岳
阳，是“洞庭粮仓”的重要基石。

“三夏”时节，岳阳屈原管理区，
“全国种粮大户”阳岳球穿行稻田
中，查看水稻长势。“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里！”这个土生土长的岳阳人，从
事农业事业 30 余年。他倾心研究
农业技术、推广规模化种植；聘请技
术顾问，汲取先进水稻种植经验，实
现双季稻亩产“吨粮”目标；打造惠
众生态农庄，最大化发挥土地效
益。“我正在酝酿一个智慧农业计
划。”年过五旬的他，仍然“在路上”。

“岳阳人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
中。”黄去非说，“近年来，岳阳大力保
护历史文化街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
《今上岳阳楼》、新巴陵戏《岳阳楼
记》……让这些浸染着烟火气的文化
实践，继续传播‘忧乐’火种。”

求索为楫破风浪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

穿越历史烟云，2300多年前，被
流放的“三闾大夫”屈原行吟汨罗江
畔。当时的楚国内忧外患交加，怀
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伟大诗
人写下执着追求真理的绝唱。

岳阳，因水而生，依水而兴——
拥长江，揽洞庭，湘江、汨罗江、新墙
河等大小河流组成水网。水赋予这
座城市灵动气质与便捷交通，也让这
里成为“鱼米之乡”和“化工重镇”。

因粗放发展，江湖一度遭到破
坏，水质恶化、湖面萎缩、湿地退化
等问题接踵而来。

事关长远，如何破解难题？唯
有不断求索。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长江，来到岳阳市。总书记勉励
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
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岳阳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坚
定不移的意志，功成必达！

“22家，一家一家沟通，我们把沿
江化工企业生产基地整体转型，搬迁
到了7公里外，同步进行土壤修复。”
在岳阳临湘市绿色化工产业园，临湘
市委书记刘琦指着远处复绿的江岸
说道，“再难办也得保住生命之源！”

破解“化工围江”、实施“十年禁

渔”，重塑长江岸线、治理农业面源
污染……如今，长江岳阳段连续7年
水 质 优 良 率 100% ；洞 庭 湖 区 域
2024 年监测到越冬候鸟 45.85 万
只，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国际观
鸟节”“芦苇艺术节”“最美长江岸线
马拉松”等特色活动持续火爆……

环境向好，前路如何走好走稳？
岳阳人坚持实事求是、敢为人

先，不断开拓——推进产业集群化
发展，重点打造石化“千亿产业集
群”；绿色化工高新区综合竞争力居
中部地区化工园区第一，炼化催化
材料产业集群获批国家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临港高新区建成国内
最大伺服电机生产基地，航空航天
产业集群初具雏形……

炎炎夏日，岳阳城陵矶港码头，
大型船舶进进出出、集装箱成山成
垛、运输车辆来来往往……1899年，
岳州（今岳阳）正式开埠，城陵矶开
关，是湖南最早的自开口岸。

“岳州开埠，是晚清中国自开商
埠的先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岳
阳文史专家李望生说。

岳阳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中部地

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
略机遇，持续加强口岸平台建设，全
力支持自贸片区创新发展，探索出
52项全国、全省“首提首创首批”内
陆港口发展制度创新成果……近年
来，岳阳努力将“经济通道”转化成

“通道经济”。
岳阳汨罗市屈原纪念馆原馆长

刘石林说：“屈原百折不挠的‘求
索’，是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的深刻
交织；今天的岳阳，正将这种精神转
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民为本基筑家园

穿越千年烟雨，“以民为本”的
精神根系，一直深植于岳阳的治理
逻辑。

“政府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全。
公交站、银行服务点、卫生所……都
在家附近，从家到村部办事，走路不
到 10分钟。”汨罗市弼时镇白鹤洞
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里，69岁的
村民周桃英满脸笑意，“能在这里养
老，心里踏实。”

在岳阳，人民情怀化为可感可知
的生活场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后焕
然一新、“10分钟文化服务圈”加速
构建、老年人就餐服务点建成……

“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宋

史》如此评价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期
间，滕子京修万年桥，筑偃虹堤，兴办
岳州文宫。今日的岳阳，于守正中创
新，让城市发展既遵循肌理脉络，更
盛满人间烟火。

岳阳楼区，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
区里，姜盐芝麻豆子茶的香气与巴陵
戏的唱腔交织萦绕。

华灯初上，游客在修旧如旧的百
年老宅前驻足拍照。不远处，“90后”
青年陈芳经营的茶酒铺座无虚席。“以
前到处打工，现在守着家乡的文化‘富
矿’创业，收入不错，还能照顾家人。”
说话间，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老城区洞庭南路，改造后集夜食、
夜游、夜娱于一体，成为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定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为“岳
阳楼日”，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前不久的
端午假期，迎来承办第四届湖南旅发大
会后的首波游客高峰，累计客流超180
万人次，省外游客量增幅超260%……

“创新文旅融合，既丰富了市民的生
活，又成为许多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新
引擎。”岳阳市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部副部长黄志猛说。

新时代，千年古郡岳阳不断续写
“政通人和”新篇章。

“多亏‘群英断是非’工作法，管道
已经修好了。我家再不怕下大雨
啦！”居民艾长安心悦诚服。

进入梅雨季节，在岳阳楼区古井
社区，遇到特大暴雨天气，排水箱涵
水满外溢，导致积水倒灌进艾长安家
中。不久前，他一气之下，准备堵上
排水箱涵。其他居民反对，引发矛
盾。在社区协调下，居民代表、社区
工作人员、街道办事处以及水利、住
建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围坐在一起，迅
速形成解决方案：由社区牵头申报项
目，部门联合优化排水管网，居民参
与监督施工。

萌发于岳阳楼区的“群英断是非”
工作法，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有效解决了
一大批基层治理“疑难杂症”，并在全
国多地“开花结果”，还入选全国新时
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民本岳阳’植根于深厚的历史
底蕴与丰富的文化积淀之中，又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长期研究基层治理
的湖南师范大学陈文胜教授评价说。

登上岳阳楼，俯瞰洞庭湖，一派生
机盎然。新时代新征程上，这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正在江湖澎湃的浪潮
中，高扬文化自信风帆，破浪前行。

（新华社长沙7月1日电）

8天时间，3次洪峰。
因“村超”出圈的贵州小城榕江县，近来因反复

出现的洪灾牵动人心。榕江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最新的情况如何？

三战洪峰

榕江县城四面都是大山，城区位于海拔低的坝
区，都柳江、寨蒿河、平永河三条水道在此汇聚。

6月 21日，榕江县遭遇强降雨，流经县城的都
柳江水位迅猛上涨，导致部分道路塌方，房屋进
水。洪水退去，当地干部群众积极清淤，逐步恢复
生产生活。

洪峰，一波未平一波又来，防汛警报一次次
拉响。

6月 23日夜，暴雨再次如注。次日早晨，居住
在高楼的人们打开窗，惊讶地看到一片“泽国”。

近80%的城区被淹，地下车库、商场积水深达
数米，泡水的汽车七零八落，一些老旧房屋如积木
般被彻底冲垮……

面对超大洪水，当地干部群众与外来的多支救
援队携手并肩，投入抢险救灾。

承载着中国乡村足球梦想的绿茵场被淹，近百
人的救援队伍开动铲车等大型设备，努力清理
淤泥。

6月 28日，洪水又一次杀了个“回马枪”，让前
几天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从凌晨5时到中午12
时30分，榕江防汛应急响应从Ⅳ级不断提升，直至
Ⅰ级。

当日17时许的航拍画面显示，距离河道仅几十
米的“村超”球场，在短短10分钟内便被洪水迅速

“占领”。
来自石灰厂水文站的预警显示，8360立方米/

秒的洪峰正在直逼城区，超保证水位2米。当地迅
速发布场坝社区、大十字社区等七大洪区人员撤离
路线。

“所有人员，洪水来了，请迅速撤离！”“快，快，
大家马上紧急撤出去！”身穿雨衣的党员干部手持喇叭，挨家挨户喊话。

不漏一户、一人，经过充分动员，最终上万户家庭、超4万人连同救援人员
一起安全转移。

又见彩虹

28日深夜，位于老城高处的榕江县民族中学里灯火通明，应急发电机嗡
嗡作响。被紧急征用为安置点后，操场上、教室里，容纳了400余名受灾群众。

货车运来一批新的救灾物资——300多床被子。顾不上疲惫，在微弱的灯
光下，志愿者们有序分发起来。

“一家人至少保证要有一床被子。”校长杨峰不时喊话。待到29日1时，原
本嘈杂的安置点慢慢安静下来，人们进入梦乡。

上午10时，传来好消息：洪水逐步消退。各方人员逐步重返城区。
踩着厚厚的淤泥，记者来到“村超”球场，只见各类救援车辆往来穿梭，挖

掘机、推土机不停清淤，头顶四台大型无人机正在进行防疫消杀作业。
“早就听过‘村超’。这里受灾了，我们也想尽一份力。”前一晚从四川宜宾

自发赶来的一支救援队的队长向辉说。
身着迷彩服的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干部赵福润说，尽管洪水猛烈，但他

看到，球场上“贵州村超”的牌子依然屹立不倒。
30日，多台高压水车对地面进行冲洗，历经风雨的“村超”球场上出现了

一道动人的彩虹。

重建家园

榕江最大商场排涝完成、大型清淤车顺利进入老城区受灾严重的场坝街
……小城正在一点点恢复。

供电方面，在前线指挥的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段荣华说，经过
夜以继日的抢修，受三次洪峰影响的榕江已经实现“城区户户点亮、行政村村
村通电”。

供水方面，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努力在
最短时间内实现受灾区域全面恢复供水。

灾难面前，有无数动人的温暖画面。
75岁的老人，肩扛自家大米，手提园中小瓜，步履蹒跚走向捐赠点；
半夜12点的榕江县忠诚镇上，“大食堂”灯火通明，“不能让救援人员饿肚

子”，村民们通宵达旦准备早餐；
全国道德模范阿里木江·哈力克从乌鲁木齐辗转来到榕江县，在忠诚镇

“大食堂”切肉帮厨……
榕江县已转入灾后重建阶段，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榕江县愉景湾小区，烈日下浑身湿透的电力抢修队员，收到居民自发送

来的西瓜。“师傅们辛苦了！快吃块儿解解渴！”点滴互助如微光汇聚，照亮风
雨后的重建之路。

在灾后重建的“加时赛”，每个人都是榕江的“守门员”。
（新华社贵阳7月1日电）

体育中考已有几十年历史，随
2020年系列文件出台，五年来中考
体育测试的内容、方式和计分方法
在不断优化。

关乎升学，兹事体大，因此体育
中考改革一直是平稳渐进过程。从
评价体系到考核形式，未来该如何
进一步体现公平科学，兼顾可操
作性？

评价体系：多少分？如
何给？

受访者普遍认同，未来体育的
“主科”地位会进一步夯实，最直观
的体现就是分数。

2020年底，云南省率先推出“中
考体育100分”，多地跟进上调中考
体育分值。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
王宗平认为，“体育 100分”值得推
广，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更需起表
率作用。

北京已明确，2029 年体育分值
将由目前的50分上调至70分。

体育分直逼语数外，但总体高分
率可观，对此业内意见多为“满分不
怕多”。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
长李华海说：“考体育是为了让孩子
们动起来，不是为了选拔运动员。”

也有不同意见。王宗平主张适
度拉开分差，否则考试就失去了意
义。国际关系学院学生陈沁回忆自
己在四川绵阳参加中考时，满分80
分的体育最多能拉开近 10分，“要
是人人拿满分，可能锻炼的动力就
会少一些”。

此外，由“一考定终身”到过程
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是趋势。以

北京为代表的部分地区，已将小学
体育成绩计入中考，而安徽、江西等
地采取初三终结性考核“一锤定音”
的方式。多地市表示，正考虑增加
过程性考核，既分散考试压力，也引
导学生持续运动。

平时分怎么给也是学问。北京
市教委表示，下一步将强化过程性
监管，研究通过日常体育课表现、阶
段性测试、运动竞赛等方式，进行动
态跟踪，量化与质性评价结合，科学
评定学生体育能力。

但在南昌，过程性考核政策还
没落地，已经有家长开始担心：“过
程性评价一定要客观，避免平时分
变‘人情分’。”

讨论在所难免。如安徽省蚌埠
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所言，“只要是
考试，就很难有完美方案”，改革本
质就是在公平性、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

考核内容：考什么？怎
么考？

运动项目五花八门，到底中考
该“考什么”？

项目选择不断丰富、考虑学生
个体差异是一大趋势。

某省会城市教育局透露，有可
能将选考项目拓展一倍，分技能、体
能和素质三类，每类必选一项。“每
个人擅长项目不同，尽可能提供更
多选择，尊重个性差异，也引导孩子
找到真正喜欢的运动。”

足篮排、乒羽、游泳等技能类项
目愈发受重视。北京市教委明确提
出下一步要“突出运动技能习得，鼓

励学生依据兴趣深入掌握至少2项
运动技能”。某市目前技能类项目
都是选考，该地教育局表示考虑将
其列为必考。

至于令很多学生和家长犯难的
长跑、引体向上是否可取消，王宗平
的回答具备一定代表性：“缺什么更
要补什么，而不是哪项差就取消哪
项。耐力和上肢力量是基础的身体
素质，应该多练，除非找到功能相似
的替换项目。”

“怎么考”也备受关注。
赋分标准需再斟酌。不少地方

反映，不同项目的标准难易有别。
某市教育局举例说，选跳绳和坐位
体前屈的考生较多，因为“好练，发
挥也稳定”；选篮球和足球的寥寥无
几，因为“篮球考的运球，有些体育
老师上场都拿不了满分”。

智能化手段应用将更广泛。“电
子考官”已在全国多地“上线”，从资
格审核、过程监测到分数评判，全程
近乎“零人工干预”。

考试时间可更灵活。合肥48中
滨湖校区校长张伟建议，终结性考
试可以不要都挤在初三，部分体育
项目可由学生申请提前考核，“比如
初一羽毛球考了满分，初三就不必
再考”。

免试标准或视情调整。有人建
议放宽政策，国家二级运动员、竞赛获
奖学生等免考；有的则建议从严审核，
杜绝“钻空子”，“既然体育有特长，那
考试压力并不大，更不该缺席”。

中考之后：高中怎么考？

体育中考政策近年来几经调

整。疫情期间，考试多以变通形式进
行。2024年起，各地政策逐渐回归正
轨，但取消体育中考的传言仍时有出
现，“考什么、练什么”的应试化现象
也招致批评。

对此受访者普遍认为，不能因噎
废食，体育中考整体导向作用明显，
不会也不能取消。李华海表示，如果
中考不考体育，学生体质状况或将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并非危言耸听。不少学校和老

师反映，由于体育中考的存在，初中
学生对锻炼不敢懈怠，初三达到体质

“巅峰”；进入高中后，没了考试“指挥
棒”，体质往往“断崖式下跌”。

多名业内人士因此认为，高中体
育也应予以重视。

“高中生确实学习压力大，但越如
此越需劳逸结合。运动能有效释放情
绪，有益于身心健康。”合肥46中校长
刘亮荣赞同探索合理的高中体育测试
形式。

2020年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
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范围，“积极推进高校在招生
测试中增设体育项目”。

在云南等地，体育已是高中学业
水平合格性考试的一部分。刘善训认
为“合格考”形式值得肯定。王宗平
则建议，是否可将体育列为高校某些
相关专业的选考科目，把考与不考的
选择权交给学生。

当然，任何探讨都需慎重并经历
检验。教育界人士均表示，政策的优
化将一直是渐进式。

归根结底，考试只是手段，保障下
一代的身心健康和全面成长才是目
的。江西省鹰潭市教育局副局长朱红
平说：“体育中考改革的深层价值，在
于推动教育理念从分数导向向人的全
面发展跃迁，让学生收获强健体魄、
健全人格与可持续的幸福能力，培养
终身运动者。”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未来怎么考？高中考不考？
——体育中考改革观察

新华社记者 丁文娴 李丽 黄浩然

潮涌洞庭千帆劲
——解码千年古郡岳阳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陈俊 周楠 余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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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高技术产业、机器人产业三个领域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
表。记者 7 月 1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5 月底结束的 2024 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上述三个领域共减免企业所得税 1.97 万亿元，总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2%，持续发展壮大。

（新华社发）

持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