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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杨玲玲 康辉）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
来，市政府办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提升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刀
真枪解决问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一是从办文办会“改”起。该办下发《邵
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退文规定》和《文件会
签通知单》，会同专业科室建立文电工作互
助群，有效解决了办文来回打转、停留过
长、效率偏低的问题。针对市直机关负责人
反映强烈的候会问题，通过调配办公用房，

设立市政府常务会议候会室，为基层参会
人员参会提供了方便，充分发挥了政府办

“三服务”职能。
二是把应急值守制度“改”严。为强化

政府系统节假日值班维稳责任，该办9月
25日下发《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做好全市政府系统值班工作的通知》，
逐步制定完善《节假日期间公文接收办理
工作规范》《重大紧急情况信息接报流程》
等，对全市政府系统值班情况实行督查通
报制度，并明确要求带班市领导必须坚持

每天8小时在岗带班，值班领导和值班人
员24小时坚守岗位。

三是将后勤服务“改”好。为让机关干
部职工有一个舒适安心的工作生活环境，
开展机关事务管理大整顿、大清理；加强食
堂规范管理，营造了文明、卫生、有序的就
餐环境；强化机关院落清扫保洁、美化绿化
和24小时执勤，优化了办公环境；对影响
形象和安全的相关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了彻
底整改，有力提升了干部职工和基层单位
的满意度。

市政府办着力在“改”字上出实招见成效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光伟） 10月10日上午，洞
口县委办工作人员和台资企
业洞口兴雄鞋业有限公司高
层来到雪峰街道双联村、岩山
镇金龙村、岩山村、阳家山村，
开展“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
贫奔小康”活动。

洞口县委办公室积极投
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共结对
帮扶 171 户 631 人。为实现结
对帮扶贫困户高质量脱贫，
该办与洞口兴雄鞋业公司就
开展社会扶贫进行了协商，
确定在近期第 6 个国家扶贫
日来临之际，开展一次社
会扶贫活动。

此次活动共走访贫困

户 12 户，每到一户贫困户家
中，县委办领导和兴雄鞋业高
层与贫困户话家常，详细询问
其家庭情况，鼓励他们脱贫之
后大步奔小康。兴雄鞋业高层
为贫困户送上慰问金，并欢迎
他们来公司务工，用勤劳的双
手编织美好生活。

洞口兴雄鞋业在发展壮
大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积极
参与扶贫帮困等爱心活动，在
招聘员工上坚持贫困户优先。
现有 328 名贫困人口在该公
司务工，月收入2800元以上，
实现了稳定脱贫。

携手台资企业 开展社会扶贫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枫
通讯员 彭哲） 9月23日至
10 月 10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创建廉洁单位、
打造四型机关”廉洁警示教育
宣传活动。

该宣传活动为期10个工
作日，分领导干部“提篮子”、
项目业主“作茧自缚”、参与主
体围标串标、行业监管“监守
自盗”、交易中心“服务变质”
五个主题板块16个案例以案
说法。廉洁警示教育宣传活动
期间，该中心全体干部
职工、邵阳路桥全体党
员、联点社区、企业以及

进场交易项目的业主、监管、
参与主体分批次自主参与。大
家认真听取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剖析讲
解，了解当前市委市政府对公
共资源交易领域“提篮子”“打
牌子”的反腐败高压态势，学
习国家、省、市最新出台的政
策法规。

据统计，活动期间，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共悬挂横幅
标语 12 条，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5000 余 张（册），得 到 了
3000 余人的关注和参与，切
实提高了该中心创建“廉洁单
位”活动的知晓度、参与度，起
到了良好的宣传发动和警示
教育作用。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力 创 廉 洁 单 位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东平） “平均每
亩只需花费25公斤肥料就可
以种一季稻子，稻谷价格可以
卖到普通稻谷的3倍。”9月27
日上午，在绥宁县红岩镇上
匡村长势良好的再生稻科普
示范基地里，该县农业农村
水利局高级农艺师、县科协
兼职副主席刘坚的一番话，
再次吸引众多邻村粮农前来
观赏和取经。

再生稻是国家倡导推广
的一个重要绿色农业项目。
2017年，在国家、省、市、县各
级农业专家的指导下，绥宁县
红岩镇上匡村选择优良再生
稻品种——籼粳杂交稻甬优
4949，当年尝试种植20亩，获
得成功；2018年，该村成立再
生稻生产合作社，流转土地
1000亩，尝试大规模连片种植
再生稻，再次获得成功，并获得
可观的经济效益；今年，该村联
合周边村共同发展再生稻
2000多亩，从目前稻谷灌浆弯

腰的情况看，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们发展的这种再生稻

产量虽然亩产只有 250 公斤
左右，但其酚酸类物质含量明
显超过普通稻谷，口感好，香
气浓，绿色有机，还具有显著
的抗氧化功能。”上匡村再生
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之一匡
通辉介绍，“去年，我们加工的
再生稻大米，被市场炒到了
78元一公斤。今年，我们自己
有经验了，拒绝市场炒作，每
公斤再生稻大米定价50元。”

侯梓（化名）原是下匡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
他在扶贫工作组的引导和支
持下种植再生稻23亩，获利10
多万元，全家一举脱贫致富。

“每年小雪节气，许多地
方开始烤火取暖，但我们红岩
镇的农民却还在开着收割机
忙着收割再生稻，成为一道少
有的风景，许多外地游客和摄
影爱好者专程到这里来欣赏
和采风。”红岩镇党委书记李
彬介绍。

绥宁再生稻惊艳山乡

产业强乡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今年31岁的广东籍妇女孔
春雪与丈夫唐湘容是在广东打
工时认识的，因为子女就学问题
选择与丈夫一同回到长流村。由
于要照看小孩不能外出务工，从
前的积蓄早已花光，还欠下数万
元外债。孔春雪说：“我公公今年
67岁了，家中还有一个大姐无劳
动能力需要人照顾，搭帮今年村
里开了这个扶贫车间，让我又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还能就近照顾
家人。”如今，孔春雪与丈夫务工
每月可挣到 7000 元左右，一家
人脱贫在望。

斫石曹乡是邵东的边界乡，地
理位置偏远，海拔高，土壤贫瘠，
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该乡17
个村集体经济长期空白，产业发
展滞后，村民增收困难。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该乡始
终坚持以脱贫攻坚总揽全局，通
过产业建设引领群众增收脱贫，
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该乡立足本乡实际发展优势
产业，打造核心基地。梧桐村扩大
丹芍种植面积200亩，新增黄桃
种植面积300亩；姚家村百亩茣
萸籽基地初见成效，10万株苗圃
育苗基地取得成功；野鸡坪村梯
田玉竹等药材种植初具规模。全
乡成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8家，
合作社+农户+电商模式的产销

链日趋成熟。通过产业带动，该乡
887户3154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口已脱贫720户2665人，今年计
划高质量脱贫250人。

2108年，全乡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2800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2亿元；财政收入完成349.4万
元，增长3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257万元，增长16.4%；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78 元，增
长10.3%。

斫石曹乡梧桐村村民陈作蒙
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他颇有感慨
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斫石曹乡
因为石漠化特别严重，人均耕地
极度匮乏，农业发展受到制约，
大家就连吃餐饱饭都困难。如
今，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好，我
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过上了好
日子。”

药材兴乡 美丽斫石曹未来可期

斫石曹乡地处衡邵干旱走廊，
是湖南省石漠化最为严重的地
方，在这样的环境下，耐旱的中
药材成了斫石曹人发展产业的一
个好选择。

该乡党委书记郭向荣说：
“我们通过实施‘以药兴乡、产业
强乡’战略，因地制宜发展中药
材种植，壮大中药材产业的同时
拉动旅游经济，拓展了
劳动就业市场。2018年，
我乡 6 个省级贫困村已
全部脱贫出列。”

近年来，斫石曹乡加大资金整
合力度，积极稳妥推进中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建设，扶持壮大农民
专业合作社。全乡形成了以梧桐
村为中心的芍药、牡丹、百合药
材种植基地，姚家村茣萸籽基
地，雄鹰村辛夷花基地，群立村
黄花基地……全乡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 2 万余亩，品种 60 多个，
成规模栽种的 20 多个，形成了

“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芍
药、玄参、丹皮、百合、射干等驰
名全国。

2017年4月，该乡在梧桐村
成功举办首届“芍药花节”，吸引
游客 10 余万人，为村民创收 10
多万元，同时黄花菜、百合等特
产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畅销货。

中药材特色产业有了长足
发展，该乡党委政府又围绕“三
园两中心一梯田”做起了旅游文
章，全乡修建了峡山生态公园、
柳岸公园、岩泉公园；野鸡坪温
泉度假中心、雄鹰村民宿露营中
心建设如火如荼；野鸡坡农业学
大寨梯田成功申报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梯田四处药花竞放，美
丽无比。该乡依托特色中药材观
赏，形成了“春看花、夏露营、秋
品果、冬康养”的旅游模式，老百
姓的钱袋子渐渐鼓了起来。

斫 石曹 人 的 幸 福 生 活
邵阳日报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羊清平 赵宇峰 实习生 向 涛

斫石曹乡柳岸公园。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邵东市斫石曹乡
是邵阳、娄底两市
和双峰、涟源、新邵
三县（市）交界之
地，紧邻廉桥中药
材市场，近年来因
打造“野鸡坪精神
陈列馆”和独特的
中药材景观，吸引
了大批游客。全乡
共有 17 个行政村
（社区），总人口 3
万 余 人 ，总 面 积
50.25平方公里，山
林面积 3.2 万亩，
耕地面积11000余
亩，其中水田4300
余亩。

9月30日，在斫
石曹乡长流村的“扶
贫车间”内，数十
名工人正操作着
缝纫机生产一批
书包袋。该村支部
书记唐佘桥介绍：

“我们这个扶贫车
间能够吸纳近100
名劳动力就业，现
有 60 多名村民在
这里务工，其中绝
大部分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乡镇介绍】

刘坚在向粮农现场推介再生稻。

(上接1版) 有长年“以背为桥”接送学生
上学的最美乡村教师刘力平，有情洒千里
之外的援疆特级教师申玢彦……他们的优
秀事迹，就是一部师德师风建设的“活教
材”，引领和鼓舞着教育从业者不断前行。

在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方面，邵东先后
组建了涵盖全学段全学科的20个名师工
作室，成立了“1+1+N”教师研修共同体，
以“组队”学习的方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近3年来，超过1000人次教师在县级以上
各种教学比赛、评比中获奖，教师专业水平
显著提高。

促进教育快速优质发展

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离不开管理体
制机制的深入改革。为了促进教育快速优
质发展，邵东积极探索“学校吹哨，股室报

到”管理模式，加强事前服务指导和事中监
督管理；设置“阳光服务”专栏，公开办事流
程，提供便捷的“网上办”“一次办”服务；简
化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教师资格证申领等
事项流程；畅通投诉渠道，做好阳光服务。
2019 年上半年，通过县长信箱等各种平
台，回复230余封来信来访，办结率100%，
满意率100%，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有序
推进。

教育督导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也在稳
步推进中，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送教到
校、城乡手拉手、青蓝工程等活动，得到了
全市中小学校的认同和推广。2017 年，邵
东获评全省唯一的“县域整体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示范县”，《县域整体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成为湖南省三个入选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典型案例之一。

通过科学设置督学责任区，2018年9月，邵
东创建为湖南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创新县。

在教育优质发展方面，面对农村学校
教育资源稀缺，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邵东
通过大力投资，建成了“三通两平台”，实现
了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
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为了让贫困学子和随
迁子女有学可上，邵东出台了《“控流保学”
工作方案》《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最大
限度保障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邵东教育发展的70年，是一部波澜壮
阔的教育改革史。在发展过程中，邵东以改
革和创新为切入点和着力点，脚踏实地、稳
步前行，不断激发教育事业的生机活力，促
使教育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