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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等有着
重要意义。2019 年以来，我市将老旧小区
改造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和为民办实事的
重点工作加速推进。当前，我市老旧小区改
造正处在提速、提量、提质阶段，让其更快、
更好地惠及民生。

高效率跑出建设新速度

去年以来，我市共有355个城镇老旧小
区被纳入2019年、2020年中央财政补助计
划。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共开工项目70个，
整体开工率较低。如何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进
程，满足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新期待？结合实
际工作，我市以办理施工许可为切入点，采
取多样措施优化各项工作流程，确保科学、
系统、高效、高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调研发
现，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前期工作和报建程
序办理时间普遍需要4至6个月左右，报建
程序繁琐、审批周期长是影响工程进度的
重要因素。针对这一现状，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规
范和简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报建手续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过简化审
批流程、优化规划设计等措施，加快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步伐。

根据《通知》规定，大祥、双清、北塔辖
区内纳入中央财政补助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计划的项目，建立“先建后验”预许可机制，
项目业主作出承诺后，即可办理施工预许
可手续。报建审批环节，我市建立分级审批
机制，除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实施的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由市直部门审批外，三
区实施的项目均由各区审批。

为简化各环节程序，我市将立项、方
案、初步设计、初步设计预算4次评审整合
为一次评审，项目评审周期压缩一半，缩短
到2至3个月。方案审查、施工图审查、验收
等各个环节，均由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集发改、财政、住建
等相关部门完成集中评审、统一施工图审
查、联合验收等工作，充分调动部门间协调
合作，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规划设计方面，我市全面实施集中连
片改造，将地理位置相邻、历史文化底蕴相
近、产业发展相关的老旧小区合理划定片
区改造单元，科学编制片区修建性详细规
划。同时，按照“一片区一方案”要求，重点
完善“水、电、路、气、网、梯、安、治”等基本
功能，量力而行建设“菜、食、住、行、购”

“教、科、文、卫、体”“老、幼、站、厕、园”等公
共配套服务设施，实现老旧小区改造同步
实施、连片推进。

老房子里收获新幸福

8月11日，双清区林化厂家属区内，居
民周国祥陪着孙子在篮球场玩耍。“以前这
个篮球场坑洼不平，小孩来这里玩经常摔
跤，每次都要格外小心。”周国祥说，小区完
成改造后，篮球场成了老人、孩子日常休闲
的好去处，不仅地面干净平坦，周边还安装
了健身器材，功能增加了不少。

今年 62 岁的周国祥在林化厂家属区
居住了数十年。近些年，看着小区的房屋立
面越来越破旧，道路、下水道等基础设施不
断老化，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由于居住质

量不断下降，小区不少住户都搬了出去，住
进了现代化的高档小区。

4 月下旬，双清区启动林化厂家属区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粉刷房屋立面，修建沥
青道路，改造篮球场、下水道、雨水口、供电
线路，施划停车位，安装健身器材……数月
间，一大批施工人员入驻小区，集中推进各
项改造工作，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让周国
祥心中满是喜悦。

随着改造工作顺利推进，周国祥明显
感觉到了喜人的变化：四处堆放的杂物不
见了，乱停乱摆的车辆都停进了车位，坑洼
不平的水泥路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沥青道
路，乱搭乱建的雨棚统一拆除了，路灯装上
了，健身器材也装上了。

改造工作渗透到小区基础设施的各方
面，也改到了居民的心坎上。居民唐建平乐
呵呵地说：“这么大力度的改造工程，让我
们既惊喜又感动。以前总被嫌弃的老房子，
现在又成了‘新房’，住在这里很幸福！”

在大祥区城西街道香樟社区，居民谢
保良同样享受着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实
惠，“安装了防盗门，粉刷了外墙，修补了屋
顶，房子从外面看像新的一样，现在住起来
舒服多了！”

4月，香樟社区原市棉纺厂配件分厂家
属楼和原通用机械厂家属楼两栋住房启动老
旧小区改造。历时2个月，楼房外墙修补粉
刷、门窗更换、屋顶补漏翻新、线网埋线整理
等工作圆满完成，昔日的老旧危房变了模样。

截至目前，全市共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30个。改造后的小区旧貌换新颜，灯
亮、路平、管网畅通，让居民生活品质上了
一个新台阶。

小区改造“加速度”居民收获新幸福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曾拓锦 陈小龙 实习生 李耀武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程意君
岳志勇） 8月11日，北塔区
举办 2020 年“点亮万家灯
火”就业帮扶专场招聘会，44
家企业现场招才纳贤，提供
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
人 员 等 群 体 的 就 业 岗 位
1400多个。

本次活动旨在为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用人
单位提供平台，促进2020届
高校毕业生、贫困劳动力、失
业人员、下岗（待岗）职工等
群体求职就业。招聘现场，求
职者众，不少摊位前挤满了
浏览信息、咨询情况、填表登
记的求职人员。前来应聘湖
南湘窖酒业讲解员岗位的刘
女士说：“这次招聘会有适合
我的岗位，真是来对了！”

此前，北塔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对辖区内有就业
愿望（培训意愿）和就业能力
的进城务工人员、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残疾人等重点群体
进行详细摸底，并由所在乡

（街道）、村（社区）集中动员、
组织前来参会。当天，北塔区
邀请了广厦名都、湘窖酒业、
口味王等44家用人单位，为
前来应聘者提供教师、营销人
员、生产线工人等1404个岗
位。在招聘会现场，该区人社
局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咨询台，
向求职人员宣传一次性岗位
补贴、社会保险补贴、交通补
助等相关政策，面对面为群众
答疑解惑。据统计，当天共有
500余人次前来求职，其中72
人达成就业意向。

今年以来，北塔区人社
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切
实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
扶工作，千方百计拓展就业
渠道，积极为民营企业和广
大求职者提供精准服务，做
好企业与求职者的“牵线
人”。截至目前，该区城镇新
增就业 797 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 2.52%，贫困劳动力
基本实现动态清零，全区就
业局势总体稳定。

牵 线 搭 桥

实现招工就业双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实习生 梁 顺 逸）
今年，我市电力需求快速增
长，迎峰度夏期间全市电力
供需形势总体紧张，用电高
峰期存在约 22.3 万千瓦的
供电缺口。为确保迎峰度夏
期间全市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和重要用户可靠供
电，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
序，最大程度满足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用
电需求，我市于 8 月 6 日召
开电网迎峰度夏有序用电
工作会，并正式启动迎峰度
夏有序用电行动。

我市将优先保障居民生

活和涉及公众利益、国家安
全的重要用户电力供应，在
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
下，优先限制各地景观照明、
亮化工程、电子大屏幕用电，
重点限制违规建成或在建项
目用电，限制关停淘汰类、过
剩产能和高耗能、高排放企
业的用电，限制大型商业综
合体的空调负荷，压限部分
企业不合理用电需求。同时，
根据预判时间早晚、供电缺
口大小、持续时间长短等情
况，我市将合理安排企业错
峰生产，灵活运用组合措施，
最大限度减小有序用电对工
业企业的影响。

有序用电 迎峰度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实习生 李耀武）

“老板，麻烦拿个打包盒，我
把这份没吃完的饺子打包带
走。”8 月 11 日上午，在大祥
区双拥路的一间餐饮店内，
顾客李静主动要求打包，避
免浪费食物。

“一抬头就能看到餐桌
上、墙壁上醒目的节约用餐
标语，每一次看到都会不自
觉默念一遍，自己也在不知
不觉中埋下了‘吃多少，点多
少’的行动种子。”李静说，大
家应当自觉树立理性适度的
消费观念，身体力行支持“光
盘行动”。

当天，记者走访双清区
五一路、东风路沿线数家餐
饮店发现，适度消费、按需点
餐已成为多数市民的自觉行
动，餐桌上剩菜剩饭的现象
减少了，理性消费观念深入
人心。

正在餐馆内用餐的吴斌
告诉记者，自己平日里喜欢
和朋友们一起去尝试不同的
美食，在不同类型的餐馆内，
他都能发现与“文明餐桌”相
关的提示牌，“用餐时，朋友
们都养成了节俭养德的良好
习惯，不再碍于面子多点菜，
并且自觉把剩余的食物打包
带回家”。

今年以来，结合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我市持续
推进“文明餐桌”行动，通过
在主街干道设置公益广告、
在餐饮店粘贴宣传提示牌等
方式，营造“文明餐桌”浓厚
宣传氛围，同时，督促各餐饮
单位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
尽量避免剩菜剩饭，并主动
提醒顾客将剩菜打包带走，
让节俭消费理念深入人心。

适度点餐成市民自觉

改造后焕然一新的林化厂家属区房屋立面。
经过改造，林化厂家属区内破损的水泥路变成了平坦宽阔的

沥青道路。

在欢乐中拍打手鼓

袁玉梅年轻时曾在县展览馆当过解
说员。2002年从电力公司退休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她都待在家里，很少外出。后
来，在丈夫的鼓励下，袁玉梅走出家门，开
始学习摄影、弹古筝、打手鼓、旗袍走秀，
改变“宅女”式的生活，退休生活也变得丰
富多彩起来。

刚开始学习手鼓时，袁玉梅是洞口雪
峰手鼓队的一员。雪峰手鼓队的成员几乎
都是年轻人，袁玉梅很喜欢和年轻人交
流，但成员们因工作繁忙难得聚在一起，
手鼓队逐渐发展至“名存实亡”。此后，袁

玉梅萌发了自建团队的念头。
5 月 26 日，袁玉梅和两个好姐妹一

起，在县物资局安居小区内成立了手鼓
队。此后，充满节奏的鼓声不断吸引新人
加入，练习场地也从小区内转移到了江边
的八角田亭子。

手鼓队所练习的曲目都是袁玉梅在
网上自学的，她熟练掌握后，再传授给团
队成员。为了让团队成员能够看懂谱子、
记住拍子，袁玉梅将谱子与汉字结合起
来，创造了一套便于记忆的“汉字谱”。

在拍打中追寻健康

练习完手鼓后，68 岁的陈娇爱又
在现场跳起了交谊舞，引得同伴们纷
纷称赞。

陈娇爱曾是一名教师，病退后，2001
年便到深圳下海打拼，此后曾4次住院，
常年受疾病困扰。在一次买菜途中，陈娇
爱偶然看见手鼓队在表演，觉得十分有
趣，便报名加入了手鼓队。

“以前我老是腰疼，手指僵硬，直不起
来。”陈娇爱说，“自从练习手鼓之后，手指
变得灵活起来，腰也完全没问题了。在手鼓
队，我还认识了许多朋友，忘记了烦恼。”

6 月加入相约手鼓队的队员申群红
深有感触地说：“音乐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打手鼓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姐妹间
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好更深。”

手鼓拍起来手鼓拍起来 暮年乐开怀暮年乐开怀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实习生 胡启龙

“嘣嘟哒次，嘣嘟哒次……”8月
9日上午，阵阵欢乐的手鼓声从洞口
县城平溪江边的八角田亭子飘扬而
出，“相约手鼓队”的队员们依次排
开，有节奏地挥舞着双手，卖力地敲
打着鼓面，嘴里不忘跟随着音乐哼
着曲调，引得过往的路人驻足观看。

手鼓队的发起人袁玉梅介绍，
“相约手鼓队”的成员都是一些在家
带孙的退休老人，组队初衷是让大
家能够相约在一起，锻炼身体、丰富
生活、联络感情。自今年 5 月底成
立至今，手鼓队已经从当初的 3 人
发展到43人。

队员们齐聚平溪江边八角田亭子旁队员们齐聚平溪江边八角田亭子旁，，练习打手鼓练习打手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