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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难过，你们看，这世界上的好人是
那么多。日子总会好起来。”3 月 29 日下
午，躺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病床
上的李海军，轻声安慰着照顾自己的家
人。此时，距离他重伤已经过去了 8 天。在
这短短 8 天里，他经历了大痛，也经历了
大爱。

李海军经历的大爱，得从10年前说起。

义务援川，足迹踏遍理县

李海军是邵阳县岩口铺镇花桥村人，
生于1969年。援川前曾走过人生弯路，不得

不四处漂泊谋生。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

震。当时正在家中的李海军听闻灾区情况
后，二话不说，收拾行李便奔赴灾区。抵达
北川县后，李海军立刻以志愿者的身份，参
与到抢险之中。

当年 6 月份，我省对口援建四川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李海军听说后，离
开北川县，步行走到理县与湖南省援建工
作队汇合。

抢险过后，就是帮助当地居民恢复生
产生活。李海军的足迹，遍布理县大大小小

的村落。哪家要建房、装水管、犁地、修猪
圈，甚至是做家务，一个电话，他随叫随到。

“那时候，我在每个乡镇、每个村里都留了
自己的电话。只要能帮助乡亲们做点事情，
我就感到很有价值。”“我身体健壮，吃得
苦。相比刚到四川的湖南老乡，我更熟悉当
地情况，所以事事冲在前面，他们也因此送
我‘铁人’的称号。”

援建之余，每隔半年，李海军就去献一
次血。这是他多年来保持的习惯，至今已经
存了20余本献血证。

李海军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理县。理
县编写《汶川特大地震——理县抗震救灾
志》，将他的事迹收录了进去。2016年，相关
部门特意将这本书寄到了他手中。李海军
将写有自己的那 2 页折了起来，不时拿出
来，来来回回地看。

那短短数百个字，记录的，是他在理县
的850多个日日夜夜，是他和当地老百姓的
不解之缘。 (下转二版)

十年前援川 重伤时获援

援川“铁人”收获千里之外的感动
记者 黄可乐

本报讯 “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高，
发放的17万株茶叶种苗在最近一周内已栽种
完。”3月21日，绥宁县司法局驻省级贫困村金
屋塘镇双飞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钢介绍，今
年该村依托县产业扶贫政策，确定了茶叶、光
伏发电、养猪三大扶贫产业，推行“专业合作
社+产业带头人+贫困户”发展模式，形成了人
有业、户有社、村有品的产业扶贫格局。

绥宁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重点县，现有贫困村85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16032 户、贫困人口57964 人。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绥宁县委、县政府全面推行“三有三定
三结合”产业扶贫模式，实现“人有业、户有
社、村有品”的目标，贯彻“定品种、定带头人、
定利益联结机制”的要求，走“上下结合、长短
结合、大小结合”的路子，确定南竹、油茶、青
钱柳、光伏发电、养猪、绞股蓝、蔬菜、杂交水
稻制种和油菜等九大重点扶贫产业；设立了
每年1亿元左右的产业扶贫专项资金，分别
出台了发展青钱柳、油茶、黔邵花猪、步步高
扶贫产业基地、杂交水稻制种、南竹等6个产
业促进脱贫致富的指导政策；坚持生产布局
到村、产品规划到村、资金安排到村，确保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找到一个以上产业致富门
路，动员贫困户加入扶贫产业合作社，每个贫
困村实现一个重点扶贫产业、一个扶贫产业
专业合作社、一批产业致富带头人、一批产业
基地，每个产业做到一个规划引、一套班子
抓、一套政策扶、一个龙头企业带、一套支持
体系帮。

目前，绥宁县已培育省市农业龙头企
业 16 家、家庭农场 22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940 家。全县新发展青钱柳 1.86 万亩、油茶
1.1万亩、蔬菜3.5万亩、油菜3.98万亩、黔邵
花猪 1.6 万头，建立步步高扶贫产业基地
5000 亩，完成南竹低改 3 万亩；杂交水稻制
种面积突破9.7 万亩，直接让4140 户贫困户
受益。去年，该县通过产业能人和合作社带
动 贫 困 人 口 42492 人 ，9169 户
34771人实现脱贫。

（张 伟 向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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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5日，隆回县三阁司镇沙坪油
菜花基地鲜花盛开，吸引了近千名踏春赏花的游
客。近年来，隆回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
业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去年，该县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91.5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16.6亿元。

作为湖南省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隆回立足
县情，设立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财
政资金5000万元，挖掘特色资源，做优农业产业，
初步形成了金银花、优质稻、烤烟、生猪四大主导
产业和油茶、三辣、百合、特色果蔬四大特色产业，
打造出“一片区一产业、一产业一中心，一村庄一
精品”的产业格局。全县共建成农产品生产基地
120余万亩，种植金银花21万亩、优质稻60万亩、
辣椒3.5万亩、百合1万亩、蔬菜20余万亩。有“隆
回金银花”“隆回龙牙百合”2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1个国家驰名商标、10个省著名商标，获得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12个，绿色食品认证14个，有机
食品认证4个。

隆回县既在土里刨“金”，也在二、三产业里
摘“银”。该县充分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以农促
工，以工哺农，工农融合，先后引进了军杰食品、
花瑶米业、宝庆农产品进出口公司等 20 余家辐
射面广、带动力强的农业企业，培育发展省级龙
头企业 3 家，市级龙头企业 32 家。同时，该县以
龙头企业为纽带，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模式，利用龙头企业的技术、加工、销售优
势，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将农产品变成高
附加值商品，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该县还
按照“建点、借景、连线、成片”的思路，依托城乡
干道路网体系，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将辣椒基
地、油菜花基地、金银花基地打造成农业风光
带，发展休闲农业。形成六金公路风光带、美丽
乡村旅游环线，建成鸿利药业、军杰食品、许丰
现代农业等 10 余个生态旅游观光园。金银花主
产区内的虎形山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区，金银花
农事景观入选“中国美丽田园”。该县举办的“千
亩花海·大美沙坪”“踏春赏花品美食·稻田公园

逛农展”等观赏农业活动，吸引游
客30多万人次。

（罗佳成 曹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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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竖起一块大大的
“河长”牌，负责人就是当
地领导，桥下河道排污口
却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新
华社记者近日在某地调研
时了解到，就是这条河流，
去年曾被中央环保督察组
点名通报，并对整改作出
明确要求。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党
中央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做
出的重要部署，是完善水
治理体系、保障国家水安
全的制度创新。贯彻落实
好河长制，把河流管好、治
好，是各级领导干部义不
容辞的职责，容不得一丝
打折扣、走过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再好的制度若得不到认真
落实只能成为没有牙齿的

“纸老虎”。口号喊得响亮，
事情干得稀松，以为挂上河
长头衔，开开会议、发发文
件、看看现场，就可以顺利
过关了，并没有真正将责任
放在心里、扛在肩上。这种
做法既违背了中央精神，又

不可能真正改善生态环境，
更辜负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信任。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一
些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重
要性认识不到位，一些领导
干部懒政不担当的问题。

坚决贯彻落实好河
长制，一方面需要有关领
导干部真正认识到生态
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大事情，必
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
政绩观，真正俯下身子参
与到污染防治攻坚战中
来。另一方面，也需要有
关部门和地方做实做细
河长制考核监督工作，采
取飞行检查、群众举报等
方式保障河长制利剑高
悬，确保监督刚性约束。
对失职、渎职行为采取零
容忍态度，使得河长们积
极履行职责，从而确保河
长制真正落实到位，进而
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

河长制关键在责任落实
张 建

本报讯 3 月 29 日，市
纪委监委和市委办牵头组成
11个督查整改小组，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办公用房清理专
项督查整改行动，剑指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业务用房建
设和使用情况。

本轮督查严格按照党的
十八大以来制定的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建设和使用新标
准，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关于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新标
准的红线一律不得突破，所
有整改任务一律在4月5日
之前完成，凡出现严重违纪
的一律查处，凡整改不到位
的一律问责，凡被查处、追责
的一律从严等“五个一律”要
求，打造廉洁型、节约型、亲
民型党政机关，层层压实责
任，切实纠正“四风”，不断巩
固和拓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取得的成果。
据了解，市委办公室3月

28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市开
展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业务
用房建设和使用情况专项督
查整改的通知》，要求各地各
单位对照督查整改内容，全
面开展自查自纠，提出整改
方案和措施，立行整改。11个
督查整改小组分赴各（县）市
区党政机关、市直和部省属
驻邵各单位开展地毯式督查
整改，重点针对办公用房的
建设情况和使用情况“双向
发力”。督查整改小组安排专
人利用精密仪器实地测量，
并当场向被督查单位做好交
办反馈，特别是对弄虚作假
和瞒报、漏报、虚报的行为，依
规依纪从严处理，一律严肃
问责到底，形成震慑效应。
（马剑敏 陈湘林 李彰林）

我市全面开展办公用房清理专项督查整改

“五个一律”剑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3 月 28 日，邵阳县下花
桥镇科技示范村——周家村
兴隆科技示范园里，来自安
徽的租地农民在采莲藕种
苗。当天，该园6位租地安徽
农民共采种藕3000公斤。这
些种藕将运往邵阳市各地
家庭农场种植。去年春季，
邵阳县下花桥镇既注重本
地800余名种植高手的资金
和技术扶持，还实施一系列
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了
安徽、贵州等外省及本县河
伯、白仓等乡镇的种植能
手，在周家村、五里村等农
开区流转土地种植烤烟、莲
藕、高粱等作物，有力地促
进了农业农村发展。
黎建成 钱沸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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