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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王韬 王宇） 6月1日，记
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自4月开展
打击野生动物违法交易专项整治行
动以来，全市已责令有关电商平台等
下架野生动物交易信息 68 条、菜品
150种，责令餐饮单位整改62起，有
力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4 月起，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省、市关于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
易有关文件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市市场监管部门成立打击野生动
物违法交易专项执法行动领导小组，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8 个月的专

项整治行动。同时，联合市农业农
村、林业、公安等部门查办重大违法
违规经营野生动物的案件。

整治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结
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制定相应的工
作方案，建立部门联合机制，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同时，加大法律
法规宣传力度，营造全民参与打击野
生动物交易的氛围，做到打击一批、
惩戒一批、震慑一批。

截至目前，全市已检查网店、花
鸟市场和宠物店 4017 家次，责令整
改17起；检查餐饮单位8123家次，责
令整改 62 起；巡查农贸相关市场及
商场286家次，责令整改24起。

全市严查野生动物违法交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古树名木作为活的文物，具有很高的
生态、观赏和科研价值，古树名木的
保护也是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
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邵阳市区
的古树名木分布和保护情况如何呢？

6月4日，记者来到邵阳市苗木花
卉科学研究所了解情况，并在该所副
所长张定杰的带领下，察看市区有名
的古香樟。张定杰介绍，香樟是邵阳
市的市树，现存的古树也是香樟树居
多。其中，位于大祥区白洲社区白田
村的香樟，距今已有370余年的历史，
保护级别为一级。该香樟树直径大约
2.5米，也是市区现存最大的一株古香
樟。另外，邵阳市一中老校区田径场
也有一株180年的香樟树，枝繁叶茂，
犹如一个绿色帐篷。

据统计，邵阳市城区目前共有古
树416株，分布在市区街道、山间、地
头、村落，主要为香樟、枫香、桂花、罗
汉松等树种。邵阳市苗木花卉科学

研究所于2018年6月30日完成了古
树名木实地调查及挂牌工作。目前，
我市对古树名木实行一树一案挂牌
保护，每棵都有编号。按就近归属原
则，每株古树名木的管护工作责任到
单位和人。

“园林部门为了助力‘创森’工作，
加强了对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力度，
加密了巡查的次数，对有问题的一些
古树，积极采取措施，对病虫害进行处
理。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关注和参与古
树名木的保护，让我市古树名木保护
事业得到一个长远发展。”张定杰说。

保护古树名木助力“创森”工作

新邵作为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县，
如何发挥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在承
接产业转移中抢抓机遇，争当“领头
雁”？新邵县委书记阳晓华就此接受
了本报记者专访。

近年来，新邵县抢抓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机遇，加快推进园
区建设和产业发展，形成了以湘商
产业园、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坪上
高铁新城三个片区为主的工业产业

园区发展格局，以再生资源、智能制
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汽摩零配
件为主的特色产业集群，建成标准
化厂房75.4万平方米，入园企业156
家，投产102家。雀塘循环经济产业
园列为全省100个重大产业项目，连
续 3 年纳入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湘商产业园凯通电子、资江电子、科
瑞生物等高新技术企业得到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

价。凯通电子自主研发生产的国内
首片 TPH（热敏打印头），打破了国
外技术的长期垄断。

下阶段，新邵县将紧扣市委、市
政府战略部署，把推进示范区建设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顽强拼搏、背水一战，奋力在示范
区建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加快推进园区建设。把今年作
为“园区发展建设年”，设立推进园区
建设专项小组，实行一周一调度，一
月一讲评。 （下转2版）

争当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
——访新邵县委书记阳晓华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肖斌辉

“到北塔交警大队处理交通事
故更方便、更暖心了。”5月27日，在
北塔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
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仅用
一个多小时就调处好了交通事故
的刘先生感慨地说。

近年来，北塔交警大队交通事
故年处理量达4000起。以往，这些
交通事故的处理，从事故责任的认
定，到后续事故调解和矛盾化解
等，主要由交警部门承担，交警部

门唱“独角戏”既辛苦效率又低。
北塔交警大队难中觅机，紧扣时代
发展和人民需求，于去年4月22日
成立了调解委员会。一年多来，调
解委员会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 226 件，接待来访群众
1300多人次，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209 件，调解成功率 92.4%，履约率
100%；向需要提起诉讼解决困难的
群众提供法律援助18起，结案金额
达1400多万元，实现了辖区全年因

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信访案件、投
诉案件为零，民意调查人民群众满
意度排全市第一。

健全机构强保障

功能全、要素齐、力量强，是
调解委员会的主要特征。调解
委员会承担交通事故处理中除
责任认定外的保险理赔、普法宣
传、人民调解、司法救助、法律诉
讼等功能。 （下转 4 版①）

用 服 务 书 写 担 当
——北塔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服务群众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申智军 罗伟洪 胡忠国

“你们全心全力助推民营经济
发展，我充分理解你们、支持你们！”
6月2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涉
案民营企业家陈某的电话。在电话
中，陈某恳请检察机关为民营企业
生存发展着想，依法从轻处理。

2019 年 7 月，陈某涉嫌非法占
用农用地被移送审查起诉。被羁押
后，陈某承揽的工程进展迟滞，陷入
困境。2019年12月，武冈市人民检

察院依法将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
候审。

武冈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告
诉陈某，多年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
既坚持用法治手段促进民营企业家
守法经营，又依法护航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绝不做“办了案子、垮了厂
子”的事。他
请 陈 某 充 分
相 信 检 察 机

关，不要有过多顾虑。

严打“拦路虎”，让民营企
业放心投资

民营企业发展不易，但仍有不
法分子把民营企业当作“唐僧肉”。

（下转4版②）

靠 法 治 护 航 发 展
——武冈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成崔巍

6月3日，在广东省惠州市舍己
救人的唐胜平的骨灰运回了新宁。
11时30分许，途经他的出生地回龙
寺镇塘尾头村时，当地镇村干部群众
肃立路旁，迎接英灵归来；13 时许，
他的骨灰运至马头桥镇茅坪村，近百
名村民自发地守候在村头，按当地风
俗为他接灵。

6 月 6 日 9 时，马头桥镇为这位
舍己救人的优秀青年举行了隆重的
追悼会。马头桥镇党委作出开展向
唐胜平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镇干
部群众“学习他见义勇为、舍己为人
的英雄气概；学习他追求上进、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学习他助人为乐、
正直善良的高尚品德……”

纵身一跃生命永恒

时光倒回至今年5月23日深夜，
在广东东莞开货运车的唐胜平送完
货，来到岳父谭美林、岳母杨苏租住
在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的房里看望
两个幼小的儿子。

在不到 10 平方米的出租房里，
岳父母一边替老板照看楼上的出租
房，一边帮在外打工的女儿照顾孩
子。此时，孩子已熟睡，唐胜平没有
惊醒他们，只是摸了摸他们可爱的脸
颊，随后邀上住在附近的妻子的姐夫
罗勇骑着电动车到郊外谈心。

至龙溪江畔，车还没停下，突然前
方不远处传来“救命啊！”的呼喊声。

“不好，有人掉河里了。”唐胜平
快速下车，边说边往前冲去。

罗勇因在打工的厂里救火负了
伤，行走不便，没追上唐胜平，只是大
声叮嘱他小心。

顺着呼救声，唐胜平看到河中一
个黑影一浮一沉，他来不及脱衣服鞋
子，纵身一跃，扑向水里往落水者游
去。在湍流中，他拼尽全力抓住了落
水者，然后推着他往岸边游，落水者
得救了，他却因精疲力竭沉入水底，
再也没有上来。

事发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组

织“心连心志愿者救捞队”队员连夜
赶到现场进行搜救，经过半个多小时
的救捞，终于将唐胜平找到。

获救者马钻嘎也是一位外来务
工人员，身有残疾。他向人们描述了
当时的情景：“唐胜平把我推上了岸，
而他却沉下去了。我很悲痛，感谢他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舍身救人感动四方

唐胜平舍己救人的事迹，从南粤
大地到三湘四水，处处传颂。

“今年32岁的唐胜平出生于回龙
寺镇塘尾头村12组，为人正直、善良，
乐于助人。他见义勇为的壮举在家乡
也发生过一次。2007年12月的一天下
午，他在本村劳动回家路上，刚好碰见
村里小孩唐鹏跌进路边的池塘，他毫
不犹豫地跳入池塘将小孩救上了岸。
不顾自己浑身弄湿冻得发抖，他先送
小孩回了家，然后默默回到自己家里。”
回龙寺镇宣传委员杨振宇介绍道。

东莞市超融实业的老板赵明军
在电话里介绍，唐胜平是他这些年最
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公司里的货物
百分之九十由唐胜平运送，平时送货
不定时，但唐胜平每次都是随叫随
到。“他还帮我协调处理了客户之间
的许多矛盾，听到噩耗，我简直不敢
相信。我马上去看他。”

5月30日上午，东莞新宁商会会
长肖剑锋率领商会代表与惠州新宁
商会会长曹基成等一行十多人，来到
龙溪镇，代表新宁家乡人民看望慰问
唐胜平的亲属，并送上新宁籍老乡募
集的慰问金64370元。

肖剑锋对唐胜平的亲属说：“唐
胜平奋不顾身救人的英雄壮举充分
彰显了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的大无
畏精神，是全社会学习的楷模。你
家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给
予帮助。” （下转3版）

虽 死 犹 生
——追记舍己救人的新宁青年唐胜平

通讯员 杨坚 李中

6月5日，“三区”科技人才张艳艳带领科技服务分队前往武冈市文坪镇安心观村
7 组，对武冈市民富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开展中药材种植技术指导。该合作社现有社
员 115 人，种植面积超过 4000 亩，年产中药材 1500 多吨，通过产业帮扶，使文坪镇 443
户贫困户1600人顺利脱贫摘帽。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杨红 张礼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