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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颂军 郭莹

时下虽是隆冬季节，但在新邵县陈
家坊镇农村，却进行着一场空前活跃的评
议活动。42个村的近万名村民对全镇
180余名农村村支两委干部评头论足，指
点功过；对身边的党员是否先进评分定
格；对村里要决策的大事各抒己见……
群众高兴地说，“村民评村官”活动让老百
姓找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

农民心中的“小人大”

1月12日上午，陈家坊镇马埠村的“村
民评村官”活动正在村部大院举行。参加
当天评议的有该村30名党员和15个村民
代表。镇驻村干部宣布大会议程后，该村
党支部书记石分粮向党员和村民代表做了
述职报告，随后又谈了今年工作的新打算。

石分粮的话音一落，村民代表就纷纷
提出自己的看法：“石主任，村民自己筹钱
装路灯已快一年了，今年过年大家能不能
照上路灯？”“别人村里既有文艺宣传队，又
有体育健身活动场和文化活动室，我们村
一项都没有，你们村干部总要想点办法！”

面对村民代表的质询，石分粮逐一
作出解释和承诺。

“村民评村官”正在陈家坊镇如火如荼
地展开。年过七旬的黄山村村民代表朱林
民说，以前村里的钱用到什么地方了，村干
部承诺的事何时兑现，正在为大伙办什么
事，村民并不完全清楚，“如今大家当面锣

对面鼓地问个清楚，心里就有数了！”
该镇党委书记汤先梧介绍，自2014

年底起，陈家坊镇探索推行了“村民评村
官”和“千家万户评党员”活动，在党群、干
群间搭起一座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群众亲
切地称之为“农民自己的小人大”。

干部头上的“紧箍咒”

1月13日，在陈家坊镇政府会议室
里，全镇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正在有序
进行。轮到陈家坊村党支部书记陈三林
登台述职时，场面一下变得“火辣”起来。

“我们村是镇中心地带，垃圾整治了这
么长时间还到处可见，村委会为什么不管？”

“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到底有多少，
为何不向村民公开？”

面对村民代表们不留情面的“狂轰滥
炸”，陈三林面露愧色，立即向村民表示，散
会后就召集村委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上街
清理垃圾，认真落实卫生管理制度，让群众
过个“干净年”；至于村里集体收入和其他
村务，马上召开党员组长会议进行公布。

第一次接受村民评议后，塘隆村党
支部书记周辉耀感叹道：“过去村里要做
什么事情，年终各项工作做得如何，到镇
里汇报一下就基本完事了。现在‘太平
官’当不成了，村里干部干没干事、有没有
能力，群众通过评议一下便知！”

陈家坊镇人大主席朱先训介绍，“村
民评村官”的评议内容就是村“两委”班子
的任期承诺和年度承诺事项的完成情况，

核心就是评议村“两委”干部的德、能、勤、
绩、廉，并将评议结果与村干部补贴工资
挂钩，与干部任免挂钩。对此，许多村党
支部书记都说：“‘村民评村官’活动给村
干部戴上了‘紧箍咒’，不努力不行啊！”

基层党建的“风向标”

在这次年终评议活动中，陈家坊镇村
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对存在违反党中央“八
项规定”和政策的村“两委”干部投了“不称
职”票。据此，该镇党委下发了2017年第
一期《陈家坊镇村级组织建设预警信息》，
对村“两委”班子因不团结、社会不稳定、账
目不清楚等问题，被评为“不称职”的3个村
党组织和6名村官，分别给予红色、橙色、黄
色、蓝色预警信号，并会同纪检、民政、审
计、计生等职能部门迅速介入，查清了一些
村官的违纪违法事实，依法依纪对“问题村
官”给予严重警告、免除职务等处分。

安家坳村“两委”干部以前因为班子
不团结，村里的各项工作滞后。在去年的
评议中，该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双双被
评为“不称职”，被镇党委亮“黄牌”。经过
镇党委的帮助和教育，该村“两委”转变观
念，拧成一股绳，跑项目、引资金，发展养
泥鳅、甲鱼等特色养殖业，各项工作都取
得了较快的进步。在这次年终评议中，他
们被群众评议为“优秀”。谈及此番变化，
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利民深有体会：“如果
不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好事，村民随时
可以把我们拉下马。”

新邵县陈家坊镇深入开展“村民评村官”活动

当面锣对面鼓，村民心里有数

本报讯 1 月 15 日，邵阳县
委督查室透露：近期该县组织验
收组对全县 21 个乡镇场农村危
房改造进行全面考核验收。截至
目前，工程竣工率为 100%，5956
户达入住条件，入住率达85%。

为确保群众住上安全放心
房，该县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由县委督查室牵头，从县住
建局、县民政局和县扶贫办抽调
专门力量组织联合验收组，逐户
检查验收。验收实行五级签字负
责制，即户主、施工方、村支“两
委”、乡镇驻村干部、乡镇联片领

导和现场验收人员在验收表上签
字认可，并对验收结果终身负责。

据了解，该县在验收过程中
严格遵守市里规定的“六统一”标
准，逐户核查，历时12天，对全县
7009 户建房户无一疏漏地进行
面积、进度、质量和农户资料等各
项指标勘验。对房屋的质量检查
是验收工作的重点。验收人员随
身携带卷尺、塞尺、电钻和榔头等
工具，随机检测房屋 1732 栋，保
质保量完成了全县农村危房改造
验收任务。

（陈平常 杨建华 罗雯艳）

邵阳县

农村危改验收“五级把关”

本报讯 1月14日，隆回县发
改局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对县汽车
总站和东站春运价格进行检查，当
天检查各类车辆100余台次，对2
辆乱涨价车辆进行查处，标志该县

“春运价格大检查月”拉开序幕。
据该县发改局长刘维湘介绍，

作为劳务输出大县，隆回县务工人
口达50余万人，春运期间全县每
天客流量达1.8万人，高峰期日客
流量达4.2万人。为防止春运期间
乱涨价，维护乘客正当利益，在全
县范围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春运
价格大检查活动。

为加大春运价格监管力度，该
县在车站和车辆上公布了监督举
报电话，加大了对春运乱涨价查处
力度，加大对客运车辆管理力度，
并对客运车辆进行信誉等级考核。

据统计，自1月13日春运以
来，该县发改局共受理各类价格
咨询、价格举报 12 件，其中进行
政策咨询 5 件，价格违法行为举
报案件 2 件，检查各类营运车辆
160台次，查处违价车辆15台次，
清退多收价款 3000 余元，处理、
回复、满意率均达100%。

（杨贵新）

隆回拉开春运价格大检查月序幕

为春运保“价”护航

本报讯 1月13日，邵东县禁
毒办透露，2016年度该县禁毒宣传
农村公益数字电影放映活动已圆
满收官。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县
禁毒委、禁毒协会联合县广播电视
台共同发起，乘农村公益数字电影
下乡之东风，由40个放映服务队
分批次将禁毒宣传公益电影带到
村民身边。截至目前，在不同的村
组共放映11612场，受惠观众高达
50万人次以上。该县毒品预防宣
传教育知晓率排名全省第三。

日前，禁毒宣传农村公益数字
电影最后一场在大禾塘街道七眼
井村上映。当天傍晚6时许，300
余名村民赶到村里禁毒戒毒联系
点的大院子里等待电影开映。放
映队首先播放了禁毒宣传公益片，

通过发人深省的访谈和惊心动魄
的案件回放，揭示了毒品对个人、
家庭、社会的严重危害。随后播放
的禁毒电影《湄公河行动》，深刻反
映了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高危
性、艰巨性，观众们从中了解到缉
毒民警背后的酸甜苦辣，并被缉毒
英雄的精神深深感动。

据邵东县禁毒协会会长郑长
清介绍，利用农村数字公益电影
放映工程这一宣传载体，全县在
乡镇（街道、场）、行政村播放
11612场禁毒公益电影，生动、形
象地把禁毒防艾相关知识传递到
每个行政村组，深入千家万户，实
现了禁毒宣传教育在全县基层无
缝渗透。

（魏小青 赵娟）

邵东县

禁毒公益电影进千村万户

本报讯 “感谢唐市长，感谢老书
记！养铜鹅，让我家看到了脱贫奔小康
的希望……”1 月 10 日上午，武冈市邓
元泰镇潘家所村潘跃武对着老支书潘
显龙连声道谢。

潘跃武和妻子这几年相继患病，其
妻在湘雅附二医院住院治疗即花费 6
万多元。“好汉也怕病来磨。”几经折腾，

潘跃武家徒四壁，一家人吃饭、孩子读
书都成了大问题。

去年，市长唐克俭闻讯后亲自上
门，根据潘跃武夫妇大病初愈无法从
事重体力劳动但放养铜鹅尚可等实
情，为他家量身定制“每季养铜鹅 100
羽，年养4批，年创收6万元”的精准脱
贫之路。

多年承担铜鹅产业开发扶贫重担
的武冈市资江铜鹅专业合作社法人代
表、理事长潘显龙，不顾自己已是八十
高龄，不分昼夜精心指导潘跃武养殖
铜鹅。如今，铜鹅长势喜人，潘跃武发
自心底充满感激，并对脱贫奔小康充
满信心。

（邓力侃）

养铜鹅，让贫困户看到希望

西岩镇“春风行动”再起航

1月13日，收到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党委、政府送来的慰问金
和大米、食用油等物品，该镇石虎村的刘诗礼老人脸上笑开了花。在
当天的“春风行动”中，该镇还慰问了12名特困党员、19名特困残疾
人、15名特困移民和104户特困户。

为确保慰问对象信息真实准确，西岩镇党委、政府要求各村（居）
对特困对象摸底、综合平衡初定后，必须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
得少于2天，以确保“春风行动”惠及最需要的人。 （黄智华）

岩口铺“惠民年货”送上门

“感谢你们送来的过年物资，我又能过个暖和的冬天、欢乐的
年。”1月11日，邵阳县岩口铺镇麦兰村村民李小海领到镇政府、镇民
政办送来的春节慰问物资时，连连道谢。

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岩口铺镇在全镇开展扶贫济困大排查活
动。据该镇民政办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共为402名特困群众、贫困
党员、贫困优抚对象、低保户等发放困难救助资金91780元，发放棉
被64床、棉衣64件，并送去大米、食用油、
煤球等“惠民年货”，让困难群众及时得到
帮助。 （高春奇）

本报讯 “自从加入合作社，饲料
成本降低，技术有了长进，生猪销路不
愁，年终还可分红，效益明显增加。”1
月15日，湖南省辰河养猪专业合作社
社员杨三查手持股金证高兴地说。当
天，他和47名入股社员一起共分红利
19万元。

为打造生猪品牌，2012年9月，隆
回县荷香桥镇养猪大户向云成组织全
县 48 户农民成立了湖南辰河养猪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集生态养殖、饲料
加工、病疫防治、电商销售于一体，社
员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抱团”抵挡市
场风险。

四年多来，该合作社催生出一大
批养猪能手，社员发展到239户，年出
栏生猪达70万头，占全县生猪出栏量
的60%。2016年，该合作社生猪产值
超过5 亿元，生猪产业引领广大社员
走上了致富路。

（罗理力）

临近春节，洞口县高沙镇组织各文化团体紧锣密鼓地排练节目，
为“文化活节、文化兴节、文化娱节”做准备。图为1月16日，该镇“蓼
湄之声”合唱团的文化志愿者们在排练《保卫黄河》《等你在夕阳下》
等歌曲。 艾哲 米桂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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