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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边溪村的小朋友在吊脚楼前翻晒刚收获的玉米。
立秋过后，城步苗族自治县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把收获的玉米、辣椒等谷物摆放在吊脚楼

上或庭院中进行晾晒，呈现出一幅幅漂亮的“晒秋图”。 严钦龙 摄
晒 秋

8 月 7 日中午，刚吃完午饭，李春江便
从其联点村云赵村前往双江村，去看望其
帮扶户屈金凤。屈金凤身患重病，李春江
多次上门看望，还介绍她丈夫到附近做
工。屈金凤病情好转后，李春江帮她家发
展养殖业，使她家顺利脱了贫。“李副镇长
是我们的贴心人，他把我们当成了家人。”

屈金凤感激地说。
李春江是邵阳县岩口铺镇副镇长兼镇

扶贫办主任，从事扶贫工作已8年，连续5年
被评为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在我省4 月启动的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考察中，李春江获得好评。

（下转2版）

贫 困 群 众 的 贴 心 人
——记邵阳县岩口铺镇副镇长李春江

湖南日报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飞 谭狄志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罗志元
杨向军） 8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任王昌义到新邵县坪上
镇温泉村周家大院、张氏宗祠等地进行
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古民居和传统村
落的现状和修葺保护情况，为开展《邵阳
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进行立法调研。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为济参加调研。

王昌义在调研中指出，加强传统古
民居保护与古村落风貌维护，合理利用
古村落资源，对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造福子孙后代等具有重要意义。邵阳作
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邵阳的青山
绿水间更是散落着大量的传统村落，它
们见证了邵阳千年的历史，传承着邵阳
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弥足
珍贵，不可再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
遗产。然而随着我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和
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建筑、历史风貌和
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拆“旧”建“新”中遭到
破坏，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生产生活

方式的演变，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传统文
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制定出台《邵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
例》迫在眉睫。正是源于敏锐的洞察和责
任的担当，市人大常委会在深入调研广
泛论证的基础上，把《邵阳市传统村落保
护条例》纳入2020年立法计划，力求从法
制层面为传统村落划出保护红线，在保
护为重、活态传承、平衡利益、改善民生
理念指引下，尽快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
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以立法来规范传
统村落的保护。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到
传统村落立法保护的重要性，广泛收集
意见建议，为下一步我市开展传统村落
保护的立法工作提供意见和依据，确保
条例更加完善、更接地气、更好操作。

保护传统村落 传承历史文化
王昌义到新邵调研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坚 党波） 8月10日，国务
院扶贫办在广东举行消费扶贫
会议，与会领导来到广州东西
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现
场观摩和指导消费扶贫节。在
湖南馆里，作为湖南省深度贫
困村的优秀产业发展代表，新
宁县的大塘村展示区吸引众人
眼球。

国家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
来到大塘村产品展示区，给村
里的产业发展竖起大拇指，并
对大塘村村支书黄剑说：“村里
的支书能把老百姓的东西带进
市场很不错，以后更要好好干，
给老百姓创造更多财富……”
黄剑一边说感谢一边给领导们

拿来了村集体经济的生态产品
进行讲解和展示。

2018年初，湖南省驻村办
派驻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帮扶
工作队来到大塘村进行驻村帮
扶。两年多来，在地方政府和
南航的指导帮助下，工作队和
村“两委”带领全村党员和村民
一起努力，这个曾经的深度贫
困村不但顺利脱贫退出，而且
在农业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建
设方面成绩斐然，打造出“大塘
村”生态农业品牌，生态大米、
崀山脐橙等进入市场并获得很
好口碑和效益。大塘村“集体
带动、生态经营、全村创业、平
台推进”的扶贫产业发展模式，
已逐渐成熟并得到推广。

竖起大拇指 点赞大塘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款
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
制，但是从餐厅食堂到酒馆
饭店，食客已散佳肴未动的
餐饮浪费现象仍然随处可
见，有人还在网上搞“大胃
王”吃播秀，吃了吐、吐了再
吃。种种餐饮浪费现象不禁
令人想起一句古训：“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

虽然现代农业科技已经
高度发达，但“来之不易”的古
训并未过时。谷菜禽畜固然是
自然界的馈赠，但更是人类辛
勤劳动的成果。爱惜食物，杜
绝餐饮浪费，既是对大自然的
敬畏，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
重。正是基于这种敬畏和尊
重，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
的文化中，饮食丰俭才会普遍
成为衡量主人好客之心的尺
度。在我国，饮食文化更是与
传统礼仪高度融合。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
发的国家，农业至今还未改

变“靠天吃饭”的局面，自然
灾害不仅会造成农产品减产、
生产成本上升，而且会破坏农
业基础设施、影响农业生产布
局。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一
非凡成就来得并不轻松，而是
我国人民在与各种自然灾害
的顽强搏斗中实现的。虽然近
些年的连年粮食丰收让我们
牢牢捧住了自己的饭碗，但我
们应该牢记“公私仓廪俱丰
实”的局面来之不易，牢记“丰
年要当歉年过”的古训，始终
对粮食安全保持危机意识，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
国际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增
强风险意识。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征途上，我们更要
营造好“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社会大氛围。日子过得
越好，越不能忘本，越要将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牢记在心头、代代永相传。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冯 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立军）8月
12日上午，市委书记龚文密到北塔区调
研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搬迁和宝庆府古
城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找准定位、突出
特色，努力在做精做特做好上下功夫，力
争将市第二人民医院搬迁项目打造成布
局合理、特色鲜明的民生工程，将宝庆府
古城项目打造成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市
领导李华和、晏丽君参加调研。

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塔区人民
医院）整体搬迁项目用地位于北塔区龙
山路与北塔路交会处，占地约186亩，规
划新建一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宝庆府

古城项目拟选址湘商文化旅游产业园，
项目将通过“文化+旅游+产业”的方式打
造宝庆府历史文化体验区。

龚文密来到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搬迁项目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和用地
等情况。

龚文密指出，市第二人民医院整体
搬迁项目是邵阳市重大民生工程，对优
化全市医疗资源布局，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医疗健康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要找
准定位、突出特色，继续做好项目规划和
设计，真正将项目打造成布局合理、特色
鲜明、造福人民群众的民生工程；要立足

实际，充分利用有关政策，千方百计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区域公共卫生
服务和医疗救治水平；市第二人民医院
要以迁建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医院体制
改革，推动医院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北
塔区要科学做好规划，切实加快宝庆府
古城项目对接和建设进度，凸显邵阳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擦亮历史文化这张
名片，提升城市品位；要学习借鉴外地成
功经验，高标准推进项目，及早谋划运营
管理工作，力争把宝庆府古城项目打造
成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加快建设文化旅
游强市。

龚文密到北塔区调研部分项目建设时强调

找准定位 科学规划
努力在做精做特做好上下功夫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
旭艳） 8月12日上午，市政协
主席鞠晓阳到邵阳经开区调研
推进东盟科技产业园、讯源电
子信息产业园重点项目建设，
要求项目方抓紧时间、加快建
设，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加强服
务，尽快推进项目早日建成早
日受益。

蓝天白云下的东盟科技产
业园，多处厂房正在加紧施工，
机器的轰鸣声和建筑工人的身
影交织成繁忙的建设景象。据
项目方介绍，他们有意打造邵
阳项目建设速度效益的样板，
目前正积极推进，正常情况下
年底可完成主体建设。

鞠晓阳现场察看项目建设
情况，着重了解工程进度、招商
情况和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项目方提出的供水供电供
气、拆迁等外部工作，要求邵阳

经开区全力配合跟进解决。如
果有必要，相关部门可现场办
公，专门就有关问题的处理协
调推进。

在讯源电子信息产业园
调研时，鞠晓阳现场察看了
建设工地的施工情况，详细
了解项目推进存在的困难。
对项目方提出的难点问题，
要求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开会
协商，对照国家法律、政策，
研究具体解决办法。对项目
方提出的道路改建问题，邵
阳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当场表
态，马上着手解决。

鞠晓阳鼓励项目方负责人
消除顾虑、下定决心，加油推进
项目建设。要列出时间表、任务
图、责任人，提出需要解决的问
题，在邵阳经开区等部门的全
力支持下，确保项目尽快建成
见效。

尽快推进重点项目建成见效
鞠晓阳到东盟科技产业园、讯源电子

信息产业园调研

编者按编者按

4月至6月，按照省委决定，
省委组织部派出考察组，深入脱
贫攻坚一线开展专项考察调研，
了解掌握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表
现，发现识别优秀干部，为基层干
部加油鼓劲。本报开设此专栏，
聚焦这些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奋斗
身影，讲述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勇
于担当作为的故事，敬请关注。

邵阳城区一名脑外科医生的心声——

必须给电动自行车套上“紧箍咒”

小区改造“加速度”
居民收获新幸福

暑期防溺，莫让悲剧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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