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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洋） 9月
19日，武冈市网友“追求公平正义阳
光”在邵阳新闻在线宝庆论坛（bbs.
shaoyangnews.net）发帖反映：武冈市
头堂乡龙岩村有村民违规建房，不仅
未取得相关手续就开工，还在被停工
后又继续动工。

网友“追求公平正义阳光”介绍，
今年 3 月份，龙岩村十组有一户村
民，在未取得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擅
自动工修建房屋。“这户人家把龙岩
村十组、二组、三组用于抗旱保耕的
堤坝用挖掘机损毁，在周围建房。房
子靠近公路，建房挖开的土就直接堆
在公路上。”网友称，该户人家的房屋
墙脚离公路边缘不足1.5米，离公路

水沟不足1米，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
的安全。按照规定，公路两侧修建永
久性工程设施，其建筑物边缘与公路
边沟外缘的间距，县道不少于 10
米。网友称，村民自建的该建筑属于
典型的在县级公路红线范围内擅自
违法修建永久性建筑，理当依法依规
拆除。

据了解，今年 8 月份，该县国土
部门及农村公路管理部门实地查看
勘测，将该建筑定性为违法建筑，并
依法依规下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
法行为通知书》，并立案查处。“但是
职能部门的违法通知书和停工令，如
同一纸空文，户主依然继续施工。”网
友“追求公平正义阳光”称。

9月20日，记者就此事致电头堂
乡国土所吴所长。据其介绍，该村十
组一位姓罗的村民，在自家老房子旁
边修建一栋新房子，但只是向村里打
了报告，在没有取得相关手续之前，
就开始动工修建。8月份国土部门经
过现场查看后，认定为违规建筑，下
达了停工通知书，并立案调查。

针对网友反映的损毁水利设施
的情况，吴所长解释称，国土部门经过
调查和向当地村委了解，该水坝、水渠
在3年前就已经废弃使用，水利部门也
曾处理过此事。吴所长提醒，有些农
村建房的户主法律意识不强，以为打
了报告就能直接动工，其实需要完整
的手续办下来，才能动工建房。

停工通知书下达后未见效果
违规建筑依然在动工

本 报 讯 （ 记 者 张
洋） 9月12日，绥宁县瓦屋塘镇
的周先生致电邵阳新闻在线民
情热线（5322629）询问：自家的在
建房屋，能不能享受到新出的危
房改造政策？

周先生是瓦屋塘镇瓦屋村村
民，今年年初，因过年不在家，房屋
失火被烧，目前一直住在村里的小
学里面。“政府部门鼓励我家把房
子修好，当时还特意去问了建设
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他们的答
复都是修好就可以得到补偿。可
最近又听说危房改造有面积规定，
但当时修房子特意咨询过有关部
门，没有规定什么平方和楼层啊。”
周先生称，自己年事已高，妻子丧
失劳动能力，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为了修房子，还找亲戚朋友东拼西
凑地借了7万元外债。为此，周先
生想咨询，自家这种情况，还能不

能得到部分补贴。
随后，记者从瓦屋塘镇政府办

了解到，2016年危房改造政策出来
前，周先生的房子已修好两层，超
过危房改造规定面积，无法申报危
房改造。但是村里考虑周先生的
家庭实际困难，加之周先生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给其申报了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经镇扶贫办审核，符合
易地扶贫搬迁条件，将周先生纳入
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上报。

“按规定，易地扶贫搬迁占
地面积严格控制在 70 平方米以
内，人平建筑面积不得超过25平
方米。同时可按户均 25 平方米
增加生产性用房，经验收合格
后，按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补助标
准给予补助。”该镇政府办工作
人员解释，周先生家的房子修
好，经过验收合格后，可享受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补助。

绥宁瓦屋塘镇的周先生想知道：

建房补偿还有没有？

本报讯（记者 张 洋） 9
月14日，邵阳新闻在线民情热线
（6322629）接到邵阳县塘渡口镇
楠木村村民反映：近一个月来，楠
木村一直用水困难，夜间停水打
乱了村民的作息时间。

该村民介绍，从8月份开始，
宝峰街开始施工，虽然施工方在
动工10天后就搭建了临时水管，
但临时水管只能解决居民白天的
用水问题。“楠木村从晚上7时到
11时都没有水用，夜间的停水打
乱了我们的作息时间，给我们的
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该村民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夜间用
水问题，消除村民的困扰。

15日，邵阳县自来水公司答
复称，在宝峰街施工期间，自来水
公司在宝峰街安装临时管道供
水。“因施工不慎挖断管道，造成
几次停水，临时管道偏小，也影响
了居民用水。针对这种情况，自
来水公司将改大临时供水管道，
同时提醒改造施工方谨慎施工，
避免挖断管道。待改造完毕，安
装永久性供水管道，就会恢复正
常供水。”该公司工作人员称。

用水问题影响居民作息

本报讯（记者 罗 俊） 9
月14日，邵阳新闻在线宝庆论坛
（bbs.shaoyangnews.net）接到网友
“美丽”爆料称，他们组里的自来
水管道老旧，用水很不方便，希望
得到改造。

网友“美丽传说”介绍，他是
隆回县羊古坳镇龙家湾村民。
2005年，村里家家户户通了自来
水，但是由于财力、物力、技术水
平有限，自来水建设工程并不是
很完善。过了十多年，原来的自
来水管道已经陈旧老化，部分管
道出现堵塞、滴漏现象，造成供水
不正常。

“有时候管子里突然就不出

水了，还要去别人家里挑水。根
据村里这个状况，自来水管道需
要改造升级，不然村民用水很不
方便。”网友“美丽传说”称。

龙家湾村支部书记龙某介
绍，村民反映的这些问题确实存
在，此外由于用水的村民不断增
多，导致管道超负荷输送，部分地
方出现供水不及时。

“今年年初的时候，村里自筹
资金，已经对自来水管道进行了
改造升级，但是还不能彻底解决
用水问题。对于一些用水难的村
民，我们将会上门走访，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保证正常用水。”龙
某说。

村民反映十余年前的供水管道已不适应需要

村里用水很不方便

本报讯 （记者 张 洋）
9 月13 日，邵阳县塘渡口镇的朱
先生致电邵阳新闻在线民情热线
（5322629）反映称，邵阳县塘渡口
镇的公交车收费不合理，无论车
况好坏，都收的是空调车的价格。

“空调车收2块钱无可厚非，
但是邵阳县塘渡口的公交车都成
了空调车，连以前那种车况很差
的车也成了空调车。”朱先生称，
自己去其他县市坐过公交车，别
的地方收2元的公交车比邵阳县
塘渡口的车外观和舒适性都高很
多。塘渡口的公交车，无论好坏
都是空调车的收费，2元钱一次，
这让人无法接受。

20日，记者从该县发展和改
革局了解到，今年5月份，该局会
同县城管局专程到周边县（市），
对城市公交车价格情况进行了详
细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周边县空
调公交车收费为2元每人次，普通
车为1元每人次，因此塘渡口镇的
公交车收费也做了相应调整。

“邵阳县的空调公交车还在
试运行期间，我们会根据广大市民
反映的情况，会同县城市公汽管理
部门，规范公交公司的收费行为。”
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与此同
时，还将要求公交公司调整普通车
和空调车的比例，按1：1的比例运
营，方便乘客进行选择性乘坐。

不是空调车，也收2元钱
这让塘渡口的朱先生无法接受

本报讯 （记者 罗 俊） 9月2日，邵阳新闻在线
宝庆论坛（bbs.shaoyangnews.net）接到网友“西西拉里”爆
料称，新邵县寸石镇杨家村2组村民张某破坏水田建房
屋，还占用良田修建停车坪。

据网友“西西拉里”介绍，3年前张某在村里占用了
水田修建房屋，近期又在水田附近的水渠上建起了停车
坪，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不知道这些工程有没有审批手续，现在修建的这
个停车坪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万一造成水渠堵塞了我
们灌溉怎么办？村民很是担心啊。”网友说。

记者就此事联系到了新邵县寸石镇政府。该镇回
复称，张某于2013年开始建房，建房选址在杨家村2组组
道旁，紧靠居民集中居住点，其建房所占地类为水田，但
并不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寸石国土资源所根据
其家庭实际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为其办理了172
平方米的用地审批手续，可查县国土局批复单（［2013］新
政土字第耕补470号）。

回复还介绍，张某在住房建成后，于今年8月12日在
住房周边堆放黄土，未实施混凝土硬化。张某称，堆土
主要用于晒稻谷和方便出行，并不是建停车坪。根据调
查：堆放黄土的范围属于水田，但不属于基本农田保护
区范围。在堆放黄土的地方，有一条水渠从中而过，已
用水泥盖板盖好。目前水渠畅通，并未影响灌溉。

“镇政府和国土所派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处理，对
张某实行了批评教育，并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同时责令其对堆放黄土的耕地限期恢复耕种。”寸

石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9日，新邵县国土局再次组织工作人员赴杨家村现场

办公，该局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伍建新仔细查看了乱
占耕地情况，并做好工作记录，要求依法依规处理此事。

“由于当事人还未自行恢复耕地，下一步局里将召
开会议讨论具体执行方案。此外测绘工作人员还在高
速上开展测量工作，抽不出身，具体占用耕地的面积还
不知道。待测量之后，我们将立即采取行动。”伍副大队
长说。

雷霆出击打击乱占良田雷霆出击打击乱占良田

本报讯 （记者 罗 俊） 9月
5 日，邵阳新闻在线宝庆论坛（bbs.
shaoyangnews.net）接到网友郭女士反
映称：洞口县高沙镇中学强制要求学
生购买手机卡、水卡，食堂收费也没
有明码标价。

郭女士称，新学期开学，她带着两
个小孩去学校报名，老师说要先购买
40元的水卡和150元的电子校牌、手
机卡才能报名。虽然对于学校这个做
法有异议，但是为了不耽误报名，郭女
士还是给两个孩子交了380元。

“家里人都有手机卡，这个卡我
也不知道拿着做什么。虽然收费的
时候上面写着采取自愿的原则，但是

学校又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让家长购
买。”郭女士说。

郭女士还反映，如果孩子在学校
开餐，那么早中餐加起来需要交665
元的伙食费，自己孩子只在学校吃中
餐，也需要交两餐的钱。

8日，高沙镇中心学校回复称，电
子校牌是学校根据邵阳市联通公司
与市教育局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及6
月 12 日市教育局《关于推进教育信
息化建设的通知》而实行的，选择与
否完全尊重学生及家长的想法，采取
自愿的原则。学校对此只提倡但不
参与、不干预，不搞一刀切。学生购
买电子校牌的有1000余人，还有700

余人没有购买。
回复还称，学校引进外资建成管

道纯净水系统，水质达到国家饮用水
标准。水、电、设备日常管理等相关开
支均由凤皇山泉公司自负盈亏。学生
自愿刷卡饮用纯净水，也可不饮用纯
净水，学校食堂每天提供免费的开水。

对于伙食费，高沙镇中心学校表
示，严格按洞口县发展和改革局、财
政局、教科局、文广新局四家单位文
件收费，开学公告栏里进行了公示并
履行自愿原则。学校没有多收一分
钱，本期伙食费标准为早、中各 3.5
元，全期实际上课95天，合计665元。

收费项目多 家长不理解
高沙镇中心学校称收费均采取自愿原则

本报讯 （记者 张 洋） 9月
12日，洞口县的肖先生致电邵阳新闻
在线民情热线咨询：农民工回乡创业
能不能获得项目、政策支持？

肖先生介绍，自己多年前就南下
打工，打拼过程中，换了不少工厂企
业，也学习到了不少技术知识。随着

年龄的增大，肖先生想带着技术回乡
创业。因为对政策不了解，他想咨询
下有没有回乡创业方面的项目或者
政策支持。

12日，针对该问题，记者咨询了洞
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据了
解，由于回乡创业的个人知识储备、资

源、技术优势、销售渠道、资金状况都
不同，创业项目只能由个人自由选择，
风险自己承担，政府只提供创业优惠
政策。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府
部门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同时对返
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开办小微企业或从
事微利项目自筹资金不足的，可按规
定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并给予全额贷款贴息补助；另外，
两名以上回乡创业人员设立合伙企业
的，可给予人均不超过10万元最高不
超过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
限、贴息期均不超过2年。

在外打拼的肖先生想咨询：

回乡创业有没有政策支持？
部门：提供创业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