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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强农村吸引力为核心，邵东县
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通过“三大行
动”等措施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农业生产效益，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吸引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汇聚农村。

深化农村改革，农村经济活起来。
该县推进土地流转，积极探索出新的流
转方式，出台了促进土地流转的优惠政
策，加强指导和服务，规范管理，推动农
业、农村成为工商资本投资新洼地；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
经营：大力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水
平；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探索成
立由政府主导的农业担保公司，鼓励建
立村镇银行，为“三农”提供方便、快捷、
持续的金融服务。同时，统筹推动土地向
新型经营主体流转，贷款向新型经营主
体投放，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
民，让种地更有效益，让农民更加体面，

让农村更有魅力。强有力的改革举措，给
该县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带来明
显成效：以“特色、高效、生态”为原则，以
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农业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推进重点工程，农村生活美起来。
该县推进“四边五年”绿色行动，突出资
源保护、森林防火两个工作重点，继续
实施封山禁伐，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保障森林生态安全，全县“十二五”
期间完成绿化造林2.1万亩，森林资源
蓄积量达 332.8 万立方米，增长量为
12.9243万立方米，名列湖南省前列。实
施“点亮村庄”行动，并坚持强化服务、
建管并重，加大可再生能源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力度，构建农
村清洁能源体系，推动农村循环经济发
展。此外，该县抓住我省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的机遇，开展“镇村同治”行动，鼓
励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好的示范村
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点，配套建设生活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连片推进村容村貌
整治工程。

实施专项整治，农村环境靓起来。
近年来，该县通过完善农村环境卫生考
评机制，实行以奖代投制度，奖励资金
与“月检查、季考评、年总评”结果挂钩，
有效调动了各单位争先创优的积极性。
全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人居环境
大为改善，涌现出了周官桥乡、牛马司
镇、大禾塘办事处子龙村、魏家桥镇长
冲口村等一批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典
型。“绿色村庄”创建步伐加快，完成了
省级“秀美村庄”堡面前大羊村的小区
绿化，灵官殿镇的公田、长兴街、同乐三
个村的河道绿化及仙槎桥镇青山村、两
市塘办事处云山村村道绿化，绿化里程
20余公里。

经过“十二五”的提速发展和“十三
五”开局年的科学布局，邵东农民收入
稳定增长，特色农业集聚发展，农村环
境稳定宜居。展望未来，该县正进一步
解放思想、抢抓机遇、锐意进取、务实创
新，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
风，奋力谱写农业农村工作新篇章。

“三大行动”扮靓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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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一个“稳”字，突出
了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必须强，农民必
须富，农村必须美，既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宏伟蓝图，更是一
个现实标杆。

近年来，邵东县把“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作为“三
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做优做强龙头
企业，在稳固“全国产粮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省油料产
出大县”等传统荣誉的同时，确保农村经济发展提速、绿色三农
初见成效、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
之年，邵东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致力推
进绿色三农、农业产业和惠民
实事工程，农业生产迎来开门
红。截至 12 月，全县粮油作物
播种面积 170 多万亩，比上年增
加 0.66 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 144.41 万亩，比上年增
加 0.36 万亩，总产 57.3 万吨，比
上年增加 0.75 万吨；油料作物播
种面积26.2万亩，比上年增加0.3
万亩，总产3.974万吨，比上年增
加465吨。

绿色三农美丽前行。配合全
市“四边五年”计划，该县于2015
年 9 月出台《邵东县四边五年绿
色行动计划编制工作方案》，确定
了“十三五”期间全县的“绿化行
动计划”，绿化行动从单纯的数量
追求转而向“美丽城乡环境、为百
姓集聚世代财富”转变。按此目
标，邵东将致力建设“农业绿色通
道、绿色水道、绿色城镇和秀美村
庄”：过境铁路、高速路、国道、省
道和邵水两侧留足10-20米宽的
地带，用于退耕还林、大苗造林；
规划建设 4 个特色产业园（每个
面积 500 亩以上），5 个星级生态
农庄（每个面积 200 亩以上），打
造绿色通道；全县规划建设 1 个
农林综合产业园（面积1000亩以
上）、2个森林公园（每个面积200
亩以上）、3个专业花卉（植物）园
（每个面积 100 亩以上）。在扮绿
邵东的同时，该县还将大力推广
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农业，加速建
设大型沼气发电工程及户用小型
沼气工程；推广太阳能光热利用、
光伏发电和节能灯具进村入户；
建成以昭陵茶业、鸿源牧业、黄草
坪油茶为带动的生态农业发展示
范片，在公田、祖华、楠木、大羊、
苏江等村建成以沼气能源为代表
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示范点；为
规模生态农业产业护航，组织申
报绿色食品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为建设“创新、富裕、宜居”
邵东创造生态保障。

农业产业规模发展。该县积
极帮助企业开展银企对接，促进
企业快速发展，全县农业产业化
规模企业总数达131家，省、市龙
头企业达 48 家，从业人员 24982
人，年销售额接近 85 亿元。全县
特色基地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形
成“一乡一品、以品联片”发展战
略，发展了水东江、灵官殿、石株
桥、野鸡坪、牛马司、黑田铺、魏家
桥等双季稻高产示范区和万亩示
范区；集中打造杨桥、火厂坪、水
东江、佘田桥、周官桥、黄陂桥等
双季稻高产示范带；稻田抛荒、压

单扩双、统防统治工作长足进展，
通过粮食补贴奖励政策，发展种
粮大户，巩固了全县水稻主产区。
同时，该县优化规划布局，扩大油
菜、油茶、大豆等作物种植面积，
挖掘现有潜力，发展精深加工，扶
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建成简家
陇、九龙岭、黄草坪等乡镇场办等
重点油茶基地，以茶油生产加工
为特色的粮油产业链条初步形
成。此外，该县认真落实养殖业政
策，大力扶持昌盛宏源、东宏、雄
华等万头规模养殖场建设，发展
了一批养殖大户；建立了双凤高
山玫瑰、黑田铺铁皮石斛等特色
产业基地。到“十二五”末，全县粮
食作物总面积达 144 万亩，总产
量56.5万吨，其中水稻种植面积
达到99万亩，产量43万吨；油料
作物面积25.9万亩，产量3.93 万
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45 万亩，
产量52.5万吨。

实事工程扎实推进。该县以
“百姓得实惠”为目标，大力推进
惠民实事工程和农业重点项目。
到“十三五”开局之年，农村经营
管理机制得到不断完善，减负惠
农政策全面落实：全县共落实各
类惠农资金10多亿元，发展省级
为民办实事示范合作社 1 个，带
动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一步
发展，全年新登记116家；通过推
行电算化管理和加强清理审计，
进一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土地
确权颁证全面推进，目前已与中
标公司签订合同，有望在2017年
7 月全面完成颁证；土地流转明
显加快，全县土地流转面积27万
多亩，占耕地面积的30.4%；全县
新农村建设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奖
补试点工作全面完成，硕果累累。
全县水利建设成效显著：今冬明
春，大力实施“432111”工程，计划
完成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建设1万
处，其中山平塘清淤扩容 4000
口、河坝改造 30 座、沟渠清淤防
渗 200 公里、病险小型水库治理
11座、机电泵站改造100处、小河
道疏浚100公里。此外，该县扶贫
开发全面推进：重点扶持品牌农
业介入脱贫，着力打造双凤“高山
玫瑰之乡”，以刘家、马安、莲花为
核心新扩玫瑰种植2000亩，帮助
300 多名库区移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增收；建立了稳定的农产
品生产基地27万亩，通过特色产
业的发展，将贫困户和产业主体
进行“捆绑”，依托多个主体合作
实现利益共赢，带动贫困户致富。
至“十二五”末，该县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200 元，同
比增幅达 12.6%，大部分贫困人
口越过温饱线，实现了脱贫。

“三大举措”助推农民增收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条件，科技是兴

农的动力保障。“十二五”以来，邵东县
以维护农村稳定为目标，重点开展了三
项工作，确保农业发展后劲十足。

农村社会管理加强。该县加强村
级财务管理和审计工作，健全财务公开
制度，完善强农惠农资金备案制度、涉农
收费和惠农补贴公示制度，加大检查督
促和涉农案件查处力度，保证惠农政策、
资金实实在在服务“三农”；健全了“村支
部领导、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民委员会
执行、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的四位一体
模式，完善村级治理机制；落实三务公
开、惠农补贴公示等制度，提升平台建设
水平，扩大“阳光三农网”用户覆盖面，实
现村级全覆盖。同时，该县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
问题，健全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做到应
保尽保；逐步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合力帮扶”的扶贫机制，突出基础扶贫和
产业扶贫，加快贫困村产业开发进程。

风险防范能力提升。该县通过加
强农村水、田、路、电、气等基础设施建
设，抓好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和产业化项
目，加强农村科技信息服务，提高了农
业防灾抗灾能力；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发
展的有效途径，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出
台森林保险政策，减小农业风险；建立
健全动物防疫、森林防火、水利防洪等
情报网络和预警机制，牢牢守住防疫、
防火、防汛“三条底线”；提高气象信息
服务能力，做好各种异常天气和自然灾
害的预警和预报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
业发展服务。为帮助广大农民提升抗
风险能力，“十三五”开局之年，该县共
申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 51 万多
亩，双季稻补贴 13.86 万亩，发放资金
7200多万元；农业保险承保油菜14.3万
亩、水稻67.8万亩、玉米14万亩、玉竹3
万亩、黄花菜5万亩、葡萄1万亩、柑桔
1.9万亩。

农业科技普及加快。“十二五”期
间，邵东县先后推广了水稻集中育机插
秧抛秧、油菜免耕直播、设施蔬菜优质

安全高效栽培、土壤有机质提升、测土
配方施肥等实用技术，组织实施了水
稻、玉米高产创建、蔬菜标准化生产园
创建等农业项目，进一步推进优质稻生
产基地、双低油菜基地、设施蔬菜基地
等现代农业基地建设，提升了农业科技
水平。“十二五”期间，全县举办农民科
技培训班352期，田间指导12000多次，
培训指导农民60000余人；举办农村劳
动力“阳光工程”培训班133期，培训农
民 9780 人；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培训班16期，培育骨干农民800人，
培养农村实用人才5000人，其中“农民
绿色证书”培训1000人。过去五年，共
投入资金650万元，实施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建设项目，完成 18 个乡镇农技站
站房建设，完成 25 个乡镇农技站的办
公、培训、化验检测设备设施的配置。

“十二五”期间，全县农作物重大病虫防
灾减灾成效显著，农作物病虫害中、长
期预报准确率达到80%以上，短期预报
准确率达到90%以上；示范推广应用水
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72.9万
亩，大规模减少农药用量，农民亩平增
收节支338元。

“三项工作”护航农业发展

农技干部到大棚传授种植技术

邵东县昭陵生态茶园邵东县昭陵生态茶园

新建的农田水利设施

邵东县农业局局长廖健明（中）深入基层走访农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