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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邵阳日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伍文博） 5 月 19 日，洞口县迎来
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的强降
水天气过程。据统计，19日9时到
12 时，全县降雨量在 30 毫米以上
的站点有 16 个，40 毫米以上的有
6 个，50 毫米以上的有 2 个，小时
雨强超过30毫米的站点有13个，
雨量最大的是洞口县城，达 65.1
毫米。

针对此次强降水过程，洞口县
气象局积极应对，及时服务，在17
日就制作发布了《气象专题服务》，
明确指出19日洞口县大部分范围
内将出现一次较明显的降雨天气

过程，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根据气象预报，该县
防汛办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加强
值班值守，迅速到岗到位，科学调
蓄水位，突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
害点、水库山塘、旅游景区、在建涉
水工程等重点区域监控及隐患排
查，确保安全度汛。

19日9时30分，暴雨降临。洞
口县气象台及时发布实况预警11
次、短信服务 5534 条，服务人数
595 人。由于气象部门及时、精准
的服务，县委、县政府及县防指科
学决策，措施得力，该县在此次强
降水过程中无重大人员伤亡。

洞口县气象局全力做好强降雨预报服务

观云测雨 为民“管天”

邵阳日报5月20日讯 （通讯员
石颂军 刘志坚 陈历国） “当前雨
水较多，早稻要注意排水管水，做到浅
水分蘖，及时晒田。同时要密切关注水
稻的病虫发生动态，及时做好病虫害防
治。”5月16日，在新邵县陈家坊镇黄家
桥村田间，镇农技站站长王小良正在指
导种粮大户做好早稻的田间管理工作。

连日来，陈家坊镇的田间地头，“土
专家”“田秀才”现场指导水稻生产的场
景随处可见。来自陈家坊、雀塘、潭府3
个乡镇的50多位种粮大户集聚到陈家
坊镇黄家桥村双季稻种植示范基地，认
真聆听县农技专家王小良、周高峰现场

讲解当前早稻田间管理与防治二化螟
等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我们农民就喜欢这样的‘田间课
堂’，既看得到、听得懂，又效果好，也为
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保障。”陈家坊镇
江村的种粮大户李正华高兴地说。

为了让农民朋友更直接地掌握农
村实用技术，切实提高现代农业技术
的应用率，近年来，新邵县农业农村局
以“田间课堂”为有效载体，转变农技
服务方式，变“坐诊”为“巡诊”，组织
农业技术专家、骨干走出机关，深入全
县各乡镇田间地头，通过现场示范、专
题讲座等方式，为农民讲解水稻田间

管理、病虫害防治、蔬菜无公害栽培等
农技知识，“手把手”地辅导农民具体
操作，现场解答疑难问题。此外，该县
还组织部分种植能手和种粮大户走上
讲台“现身说技”，介绍自己的致富经
验和掌握的农技知识，辐射、带动大家
学科技、用科技，帮助农民学用科技增
收致富。

“近些年，我家种粮面积都在 200
亩以上。去年通过‘田间课堂’培训学
习，稻田管理、病虫害防治全部按照专
家们讲的方法操作，每亩比往年至少增
产 60 公斤。”说起科学种田增收，雀塘
镇的一位陈姓种粮大户感慨道。

今年来，新邵县已举办各类农技
培训班 12 期，受训农民 1000 余人次，
帮助种植大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0多个。

“土专家”田间“巡诊”忙

哪个院子有了家庭纠纷，他去调
解；哪家有了红白喜事，他去帮忙；哪个
院子有了垃圾乱倒现象，他去管理……
在邵阳县诸甲亭乡，年近八旬的退休干
部粟时伟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自退休至
今19年来，粟时伟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精
力和心血，都无偿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
家乡——邵阳县诸甲亭乡三杰村。2018
年，粟时伟被评为邵阳市“最美乡贤”。

5 月 18 日，三杰村党支部书记艾
玉雄颇有感触地说：“粟时伟是一个退
而不休、老而不闲、奉献至上的新时代
乡贤。”

村乡干部的“助理员”

粟时伟系原诸甲亭乡文教党支部
书记兼诸甲亭中学校长，在职时治学严
谨、办事公道。

2000年，粟时伟光荣退休。乡党委
政府成立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他欣然受
命担任支部书记，热心开展老年党支部
工作。从此，粟时伟迈开了投身公益事
业的脚步。他先后担任乡老龄协会会
长、村老龄协会顾问及村计生工作协会
会长、村红白喜事理事会理事长等职，
成为村、乡干部的好帮手、“助理员”。

在三杰村，大到村“两委”的班子建
设、村扶贫攻坚工作、村级重大基础项
目建设，小到村民之间、干群之间和家
庭的大小纠纷，粟时伟总是积极参与，
支持拥护村“两委”执行和落实各项政
策，说服村民遵纪守法，关心留守儿童。

想致富，先修路。2018年，粟时伟主
动向乡、村两级领导请缨，义务督阵修
公路。三杰村鼎博冲院子到诸甲亭乡政

府所在地沿途需翻山越岭，交通不便，
修路势必占田过土，个别村民不太配合
修路计划，粟时伟挨个登门说服。修路
时正是三伏天，烈日炎炎，粟时伟不拿
分文报酬，日夜不离地现场监督施工50
多天，终于修通了康庄幸福路。

卫生保洁的“督导员”

从 2017 年起，三杰村连续两年被
评为诸甲亭乡和邵阳县、市卫生先进
村。这些耀眼的成绩背后，有着粟时伟
的汗水。

2017年6月的一天，酒厂组到三杰
湾组公路沿途垃圾清理任务较重，粟时
伟不顾年老体弱，深入现场和清洁工一
起动手清扫、转移垃圾。

桅子组村民朱某某家门口的禾场
里垃圾成堆，鸡、鸭、猪等畜禽粪便随处
可见。粟时伟多次登门，苦口婆心说服
动员。最后，朱某某感动地说：“老校长，
莫再费你的心了，我马上收拾，保证下
次一定看不到我家有垃圾！”

黄泥塘组村民付嫂子家的屋前屋
后粪便满地，几乎无立足之地，屋内无
落座之处。粟时伟检查到她家，付嫂子
不听，竟然锁门一走了之。粟时伟一不
做二不休，举着“不整洁”的标牌把付嫂
子找回家，连续3个小时守着她把家里
家外环境卫生彻底搞好，午饭都没有来
得及吃。后来，付嫂子家变得干净整洁
起来，脏乱差现象也不复存在了。

移风易俗的“宣讲员”

过去，村民有了红白喜事就大摆宴
席，几十桌到上百桌不等，动辄消费十

几万元，存在着恶性攀比和“违心送礼”
等现象。

三杰村“两委”决心移风易俗，推广
勤俭办事原则。粟时伟把这个工作视为
己任，着手订立村规民约。2015年3月，

《三杰村移风易俗条约》正式成文实施，
其中规定红白喜事消费原则上不能超
过4万元。

2018年5月9日，桅子组百岁老人
唐莲英去世，孙辈们为报亲恩，力挺热
闹操办丧事，计划至少花费20万元。按
照惯例，也安排了收礼环节。作为唐莲
英全家最为信赖的主丧人，栗时伟认
为，唐莲英全家常年在外，突然回来操
办丧事，全靠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一起
帮忙，建议实行丧事从简，且不收受礼
金才好。唐莲英全家采纳了粟时伟的建
议，只花了 4 万多元的丧葬费，而且还
开了三杰村操办丧事不收礼金之先河。

为了节约礼仪开支，也为了整治全
村卫生状况，粟时伟劝说村民尽量少燃
放鞭炮，并建议红白喜事鞭炮费用不得
超过1000元。为此，当地鞭炮店老板冲
着粟时伟发泄不满。粟时伟毫不畏惧、
坚持原则。经过数次交锋，鞭炮店老板
自知理亏，再也不敢对粟时伟有半句风
言风语。

据不完全统计，三杰村自开展移风
易俗工作以来，共为群众节省资金300
余万元，并带动了周边乡镇的移风易俗
工作。

老骥志千里 我心聚民心
——记邵阳市“最美乡贤”粟时伟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粟孟德 李光升 唐 锋

邵阳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肖 燕 袁进田） 商人罗忠理认
捐30万元，袁好、江晶夫妇认捐20
万元，退休干部杨理明认捐 1 万
元，在高平务工的广东人赖福和、
陈子和、黎吉标每人认捐 2000 元
……翻开隆回县高平镇“春苗工
程”认捐名单，一份份认捐背后，饱
含深情厚意。截至5月20日，该镇

“春苗工程”在短短20天内认捐善
款已突破300万元。

“这是有史以来，为高平教育
事业捐款的人数和数额最多的
一次。”高平镇中心学校负责人
杨华华感慨，自该镇“春苗工程”

募捐倡议书发出后，党政干部率
先垂范，社会各界踊跃捐款，释
放了正能量，凝聚了人心，“作为
一名山区教育人，深受鼓舞，倍
受鞭策”。

据悉，该镇“春苗工程”募集的
所有资金将悉数用于资助贫困学
生、奖励优秀教师和学子、补贴边
远山区小学教师的交通费用、支持
传统道德文化进校园。同时，将建
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让“每一
分每一厘都用于老师和学生”。目
前，该认捐活动仍在持续进行，该
镇将着力将其打造成良心工程、品
牌工程、希望工程。

“春苗工程”爱涌高平
20天认捐突破300万元

邵阳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陈星 通讯员 王中辉） 5月16
日一早，邵阳县金称市镇社田村党
支部书记池根林就带领村组党员
干部来到村里的种植基地，指导村
民种植葛根。“得益于改革创新，如
今外出开会少了，工作检查少了，
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时间更多
了。”池根林感慨道。

近年来，邵阳县聚焦基层党建
工作中的痛点、难点，以项目化管
理为抓手，加快推进“夫夷先锋”智
慧党建综合平台、村党组织书记

“三单”管理等创新成果应用，有效
解决“开会多、工作不会干”等难
题，基层党员干部减了“负”，群众
满意度也大幅提升。

该县借鉴了现代企业项目化
管理经验，制定实施《组织工作改
革创新项目化管理暂行办法》，完
善立项评审、过程监督、验收考
核、奖励激励等管理措施。《办法》
规定，立项的项目必须紧扣当前
党建和组织工作的热点难点问
题，紧紧围绕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

问题，拟定选题。在此基础上，通
过调研论证、征求意见，报请项目
管理领导小组批准后，在本地或
本单位试运行。

聚焦如何让创新项目落实落
地，该县还建立健全目标责任、项
目协调指导和督导检查等三项制
度，对重点项目实行目标承诺、工
作责任、项目落实“清单”管理。工
作中，注重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明
确重点创新项目由县委组织部部
务会成员“挂帅”，相关组室负责人
跟踪指导，各项目实施单位组工干
部全程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同时，
实行“会诊”机制，每季召开一次项
目推进会，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把脉会诊”，确保高质量地完成
目标任务。

为激励广大组工干部积极参
与改革创新，该县还设立了组织
工作改革创新奖。项目完成后，由
纪检监察干部、组工干部代表、党
员群众代表组成联合考核验收
组，在实地察看的基础上打分，进
行项目验收并评定年度创新创优
工作项目。

邵阳县项目化管理创新组织工作

5 月 16 日，邵东县 2019 年
度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九
龙岭镇槎江流域黄金村举行。

渔业增殖放流是维护生态
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
由于非法捕捞和环境污染，邵东
县境内鱼类生态环境受到严重
破坏，天然水域鱼类资源有所下

降。为此，该县连续多年开展了
增殖放流活动。

该县 100 多名干部群众参
与了当天的增殖放流活动，共
向 槎 江 流 域 投 放 了 100 万 尾
鱼苗。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李蓓蓓）

邵东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5 月 13 日，隆

回县山界回族乡大

坪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黄运祥正在饲喂

贵妃鸡。去年9月，

黄运祥在驻村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

承包荒山80余亩，

从广东引进300多

只贵妃鸡苗发展养

殖业，今年 6 月可

上市出售。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摄

5 月 10 日至 12 日，新邵县
陈家坊镇农技专家王小良组织
太安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 5 位葡萄种植
专业户代表，自费到浙江省海盐
县农科所学习“阳光玫瑰”葡萄
种植技术。

该镇葡萄种植户代表们纷

纷表示，这次学习“取经”后，要
将所学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应用
到生产管理上，运用到实践中，
促进增产增收。
（通讯员 刘志坚 王小良）

葡萄种植户赴浙“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