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年年66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com 审稿审稿：：李顺桥李顺桥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易桂媛易桂媛 版式版式：：肖丽娟肖丽娟 总检总检：：尹一冰尹一冰

5

“远儿，你终于回家啦！”6 月 6 日 11 时
30分，城步苗族自治县威溪乡安福村年近七
旬的方福生与失散12年的儿子方远紧紧拥
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方福生激动地
说：“得感谢肖股长，咱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方福生口中的肖股长是该县城管执法
局干部肖政。2017年6月，肖政与贫困户方福
生结成帮扶对子。方福生告诉肖政，自己唯一
的儿子方远12年前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请
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忙寻找。自此，帮助方福生
早日找到儿子成为帮扶队员们的牵挂。

时间拉回到 2007 年 7 月 16 日，方远带
着大姐夫邓星光的侄子去捞鱼时，姐夫的侄
子下河游泳不幸溺亡。随后，方远失去联
系。12年来，方福生两口子逢人就问有没有
看到远儿，且常常在梦里呼唤儿子的名字。

“老方寻儿心切，经常打电话给我。有
时清早五六点打电话，有时晚上十一二点打

过来。两年来接他电话不下400个，最多的
一天接了6个。”除了耐心接听电话外，肖政
与其他帮扶队员还通过发寻人启事到微信
群、朋友圈，并找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
员刘胜、负责失踪人员信息管理的干警张李
查找方远的信息，但都没有获得有效线索。

去年11月，收到张李发来的“方远曾于
2017 年 11 月在广东省东莞市办理过身份
证”的消息后，肖政立即告知方福生。为了
早日找到弟弟，今年春节刚过，方远的大姐
方丽群、大姐夫邓星光前往毗邻东莞的惠州
进厂务工。除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去弟弟曾
经务工的东莞西平、惠州仲恺高新区等地寻
人外，两口子还发动亲友一起寻找弟弟，但
茫茫人海之中，寻人犹如大海捞针。

今年5月15日，惠州市公安局仲恺高新
区分局干警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有个叫方
远的人今年2月24日曾乘坐城轨从仲恺经

西平到虎门。
5月18日，邓星光等3人赶到西平派出

所，民警通过查阅当地企业用工信息后，发
现一名叫方远的男子在虎门镇新联新村一
民营企业上班。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到失
散12年的弟弟。

“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多年都没联系我
们！”方丽群与弟弟相拥而泣。

原来，2007 年 7 月发生意外后，由于害
怕父母、姐夫责骂，方远悄然出走并先后到
惠州、东莞等地务工。想到家里困难，他发
誓通过努力打拼、娶到媳妇以后再回家。此
后12年里，他一直不敢回家，也不曾联系任
何亲友。

“真没想到为了我们早日团聚，驻村帮
扶工作队员和公安干警们付出这么多。今
后我会努力工作，争取早些成家立业！”6月
7日，方远坚定地说。

帮扶队员牵线搭桥 三地警方热心寻找

失散十二载 父子终团圆
通讯员 阳望春 陈淑娟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张伟 通讯员 向云
峰 李 健 康 罗 立 红）
6 月6日，走进绥宁县唐家
坊镇杂交水稻制种基地，
只见现代化的高标准农田
规划整齐，制种农户们正
热火朝天地忙着插秧。

被袁隆平院士称作
“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
县”的绥宁县，将杂交水
稻制种产业作为脱贫攻
坚和巩固脱贫成效的重
点产业来抓，坚持建好

“一个工程”（杂交水稻制
种工程）、打造“两个平
台”（制种产业信息平台、
制种技术创新平台）、实
现“三个创新”（监管体系
创新、经营主体创新、社
会服务化创新）、建设“五
化”（规模化、标准化、集
约化、机械化、信息化）基
地，确保小稻种成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金种子”。

该县推行“公司+协
会+基地+农户”的生产
经营模式，引进了湖南隆
平种业、亚华种业等多家
企业，推行“订单农业”，
发展 100 亩以上的制种
大户 36 户、制种专业合
作社 36 个、农机综合服务

专业合作社10个，形成了
省道221沿线的百公里杂
交水稻制种产业带，辐射
带动 2.6 万户 12.4 万人增
收致富，其中带动贫困户
462 户、贫困人口 1626 人
参与制种。2018年，全县
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9.55
万亩，生产杂交稻种子
2463 万 公 斤 ，平 均 单 产
257.9公斤，种农制种收入
达到5.5亿元，制种总产值
达12亿元。

为将绥宁打造成精
品种子生产基地，该县将
规划涉及到的 13 个乡镇
15 万亩水田纳入永久性
基本农田保护范畴，严格
控制建设用地。同时整
合农业、国土、扶贫、移
民、水利、发改和财政资
金 1.5 亿元，全面推进制
种区的土地平整、地力培
肥、农田水利、田间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
现了种子生产基地“路相
连、沟相通、旱能灌、涝能
排”，提高了基地防灾、抗
灾、减灾能力。该县还大
力开展杂交水稻全程机
械化制种技术推广，全面
提高杂交水稻制种劳动
生产率和制种效益。

绥宁：

蕴育“金种子” 催开“致富花”

初夏时分，正是青蛙放养旺季，邵阳县
白仓镇三门村的青蛙养殖大户张香恒每天
忙得不分昼夜。短短一个月间，青蛙种苗销
售额突破200万元。

张香恒，这个30岁仍然单身的“青蛙王
子”，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

敢想敢干的“猛张飞”

和千千万万普通农村青年一样，张香恒
中学毕业后加入南下务工队伍。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工资却不高，这样
下去，买房、买车、结婚，过上幸福小日子不
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张香恒毅然“下海”做
起了水果生意。

平时觉得别人卖水果挺好的，日进斗
金，还赚得白吃，入了行才知其中艰辛非一
般人能够忍受，起早贪黑不说，卖不出去半
好不坏的水果吃也吃不完，天天干着急。张
香恒说，自己整整一年没吃过一次好水果，
亏得血本无归。

经过反思，张香恒觉得创业必须另辟蹊
径。他想起小时候吃过的竹鼠，味道鲜美，价
格不菲，又上网查了一下，竹鼠市场行情确实
不错。2013年春，他再次鼓起干劲，借了几
万元本钱养竹鼠。然而，辛辛苦苦养大的竹
鼠却遭遇了销售难，最后亏得一塌糊涂！

父母劝张香恒：你25岁了，别再异想天
开了，安安心心去务工，存点钱结婚过日子，
借的钱我们帮你慢慢还。深受感动的他痛
苦、彷徨，同时心有不甘——我还年轻，还可
以再闯一闯！

百折不挠的追梦人

时光荏苒，张香恒在追梦路上跌跌撞

撞。2014年，不甘失败的他将眼光转向了养
殖青蛙。野生青蛙日益稀少，又被列入国家
保护动物，市场行情十分紧俏。他上网发
现，外地已经有人在驯化青蛙，但技术尚处
探索阶段，自己何不试试？

说干就干！张香恒从田野里、溪水中捕
捞蝌蚪试养，并通过自己捕捉和市场购买的
方式，先后贮备了100公斤左右的种蛙进行驯
养和繁殖。在网上看到哪里有养蛙的，就不
远千里去拜师学习，期间还购买了多批种蛙。

2017年，经过近4年的艰苦学习和大胆
摸索，张香恒总结了一套宝贵的野生青蛙驯
化经验。但此时的他已经山穷水尽，毫无经
济能力维持养殖基地，更别说扩大规模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做梦也没想到，帮他
改变命运的“贵人”竟然会主动找上门来。

命运转折点遇“贵人”

2017年春，全县开展行政村撤并和村级
班子换届选举工作，三门村和石山村合并为
新的三门村，并成为县长袁玉华挂帅蹲点的
帮扶贫困村。全村有155户649名建档立卡
贫困对象，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又无一技之
长，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必须就地发展
产业，形成强大的带动能力。就这样，张香
恒作为技术能人之一进入了领导们的视
野。按评选条件，他够不上贫困户，但陷入
了经济窘境，欠债20余万元！

袁玉华带领相关领导上门调查了解，和
张香恒促膝谈心，对他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和刻苦钻研技能的顽强毅力赞不绝口，鼓励
他坚持干下去，当即拍板由政府给予创业无
息贷款 5 万元，支持他扩大养殖规模，要求
他带动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务用工实

现增收脱贫。
很快，资金到位，张香恒租赁土地 30

亩，先后雇用贫困对象20名。夏天大旱，袁
县长又帮助他解决了电排抽水，青蛙没有受
到半点损失。当年，养殖基地盈利30万元，
给付20名贫困对象人均工资5000余元。

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2018年，张香恒的养殖技术更加成熟，
又背靠着精准扶贫政策和驻村帮扶领导的
坚强后盾，他胆子更大了，扩大生产规模至
50亩，除了卖成品蛙，还规模化生产青蛙种
苗，产品迅速在浙江、福建等十余省打开销
路，供不应求。

手里有钱了，张香恒却没有按当初的设
想，去谈恋爱、砌新屋，只是买了一台送货
车。他的眼光更远了，梦想更大了。今年
初，通过袁县长穿针引线，张香恒到偏僻的
罗城乡建立了脱贫攻坚养殖基地，流转土地
35亩，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今年来，张香恒通过电商平台，青蛙种
苗卖得红红火火。因为村民忙于春耕，竟然
出现了用工荒！请不到人，他和父母每天忙
得不亦乐乎，体重直线下降。

谈起将来的打算，张香恒胸有成竹地说：
“准备发展蛙肉加工，目前蛙肉加工业在全国
还刚起步，潜力很大。再者，养殖规模扩大
后，宾馆饭店消耗量终会饱和。加工之后，一
年四季可有蛙肉上市。那时，用工也会大量
增多，对脱贫致富的带动作用会成倍增长。”

张香恒：“青蛙王子”不懈追梦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唐东风 唐冰之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陈星 通讯员 高苗
苗） 6月5日上午，邵东县
在昭阳公园广场举行“两车
防盗地网工程”启动仪式。
该县倾力打造的“两车防盗
地网工程”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将逐步成形，“天
网”和“地网”交织，在全县
形成“天罗地网”。

启动仪式上，邵东县
公安局为全县第一位安装
智能防盗卡的车主发放

“两车防盗地网工程”防盗
登记牌照。随后，群众纷
纷开着自己的摩托车和电
动车到会场安装点安装防
盗卡。当天，活动现场共
安装智能防盗卡220余张。

近年来，邵东县的电
动车、摩托车数量逐年增
加，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
事故及被盗案件已成为广
大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回应广大群众期盼，由
邵东县委政法委牵头，县
公安局负责，乡镇和有关
职能部门配合，采取市场
化运作模式，正式启动电
动车摩托车实名备案登
记。实名登记并安装智能
防盗卡后，车子就相当于
有了防盗“身份证”，一旦
车子出现异常情况，车主
第一时间报案后，公安机
关通过智能系统能及时获
取被盗车辆信息，并快速
破案。

邵东打造“两车防盗地网”

6月4日上午，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五团中
心学校爱心涌动，由县民政局、县教育局主办的“我
和祖国共成长”暨民族校服捐赠活动正在举行。

今年3月，城步社工管理站和城步大邵公益
负责人从五团镇社工处了解到，五团中心学校是
一个率先将苗歌、苗语列入教学活动的学校，该校
学生都渴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苗族特色校服。
经工作人员多方联系，天津康婷长沙分公司—中
鼎恒生负责人欧力墁女士答应为该校捐赠800套
苗族特色校服。当天，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为该校捐赠了价值1万多元的学习用品，并为
21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人发放了200元助学金。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戴方财）

“五个聚焦”助小麻溪村脱贫摘帽

日前，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带队前往洞口
县 溪瑶族乡小麻溪村开展结对帮扶、走访调研
工作。

地处雪峰山腹地的小麻溪村是省级贫困
村，共有贫困户 56 户 213 人。2015 年，市交通运
输局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开展结对帮扶。通过
努力，该村目前所有主干道路通畅，通组公路已
全部完善；全村农户已全部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实现了 100%通生活用电并达到农网改造标准；
全村已有 45 户 177 人脱贫，2019 年预脱贫 11 户
36人。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做好“五个聚焦”，即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聚焦群众满意度、聚焦产业发
展、聚焦基本项目建设、聚焦迎检工作，扎实推进脱
贫攻坚，助力小麻溪村
脱贫摘帽。（通讯员
吴军民 李慧兰）

800套民族校服送给苗乡学子

6月5日，新邵

县启动“6·5”世界

环境日暨“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守

护好一江碧水志愿

服务联合行动。图

为志愿者在河流沿

岸捡拾垃圾。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 讯 员 杨 能 广

彭建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