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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武冈全市上下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引领乡风
文明、助推乡村振兴，让新思想、
新文化、新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形成了共建共享的
服务体系，使各方思想政治工作
资源融通、阵地互通、队伍联通、
机制贯通、渠道畅通，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为武冈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强化联动机制，推进组织保
障。武冈市整合资源力量、平台载

体、项目活动，成立“三级机构”、建
好“四支队伍”、开展“五大行动”、
打造“十大平台”，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
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全市18个乡
镇（街道）、315个村（居、社区）成立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各单位
部门、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村居
社区分别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和志
愿服务大（分）队，带领广大志愿者
掀起了人人参与文明实践、共建幸
福美好家园的热潮。

探索创新举措，夯实实践载
体。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的过程中，武冈市迎春亭街道围
绕便民服务平台，整合现有公共
服务资源，实现了文明实践阵地
建设的融通共享。“新时代文明实
践首先要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才能更好地推动党的政策第一时
间落地落实。”迎春亭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负责人介绍，在该街
道的荷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目前已融入村庄的每一个角
落，主题教育馆、红色记忆馆、都
梁书院、智慧农村等文化宣传、创
业培训阵地在这里开花结果。同
时，该街道依托文化广场、农家书

屋、善星小集等平台，真正实现群
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在哪里。

弘扬志愿精神，丰富实践内
容。今年2月，武冈市迎春亭街
道王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杨孝英带领同事们每天手
持喇叭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4月，迎春亭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给同保村的妇女宣
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好处；6
月，在高船岭村的田间地头，该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提
醒村民禁烧秸秆……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者，他们经常深入村头
巷尾、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发动，
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到千家万
户，为群众送政策、送知识、送健
康、送技术。今年以来，迎春亭
街道先后开展了移风易俗、社会
治理等志愿活动30余场。

武冈市全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开花

同 心 掬 得 满 庭 芳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罗建峰 许馨予 实习生 欧阳可燕

今年上学期的一天，邵阳县
白仓镇中心完小三年级3班的龙
小俊（化名）课上突然出现腹部
剧痛，班主任王芳第一时间将其
送到医院。通过检查，确诊龙小
俊是突发急性肠胃炎，王老师不
仅主动垫付了医药费，还拨通了
其父母的电话，让他能够及时感
受到家人的温暖和关切。

像龙小俊这样的留守儿童，
白仓镇目前有1875人，占在校学
生总数的38.5%。近年来，为了帮
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该镇党
委、政府多措并举，倾情构筑了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络。
实行代管家长制。白仓镇实

行与留守学生结对帮扶制度，发
动教师当好代管家长，做到代管
称职、关爱彻底。对于学习上暂
时落后的留守学生，教师无偿进
行课后辅导。

开设班级图书角。由教师定
期组织留守学生进行阅读，提升
其综合素养，激发学习的兴趣，
帮助其形成自主学习、愉快生活
的良好习惯。

建立学校红领巾广播站。该
镇各校每周组织留守学生开展

“国学进校园”经典诵读活动，并

利用学校红领巾广播站等平台
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让留
守学生的学习热忱和学习成绩
明显提高。

此外，该镇各级学校还充分
利用儿童节、端午节等节日，开
展文艺汇演、亲情视频、包粽
子、绘画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丰富留守儿童的文化生活，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安心读书、
开心生活。

今年以来，白仓镇积极开展
“千师访万户”活动，该镇306名
教职员工，统一入户大走访，送教
上门。通过固定家访活动，老师积

极指导家长，结成家校共育联盟，
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成长，实现

“培养一名贫困学生，脱贫一户贫
困家庭，造福一方”的目标。

为了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
落到实处，该镇组织各校成立了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办公室，开通
了亲情电话、亲情视频、亲情短
信等，通过结对帮扶、活动促进、
教师走访、送教上门等多种措
施，全方位帮扶留守儿童健康茁
壮成长。

同时，白仓镇各学校还设立
心理咨询室，由指定的专（兼）职
心理教师定期定时对留守儿童开
展心理咨询。今年以来，该镇已为
300余名留守学生进行了心理疏
导。通过心理疏导，留守儿童的心
理健康水平和自我调节能力得到
明显提高，自尊心、自信心、自主
性、合作性不断增强，促进了留守
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邵阳县白仓镇倾情构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络

关 爱 催 开 幸 福 花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唐冰之 易小群 实习生 欧阳可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永
智 实习生 刘欣） 8月16日，武冈市民谢先生
带着家人及朋友到位于绥宁县的花园阁国家湿地
公园度假，对这个被称为“四季花园”的避暑圣地
连连点赞。

花园阁湿地公园总面积780.1公顷，其中湿地
总面积 513.8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5.87%。公
园夏无酷热、冬无严寒，共有植物1074种，两栖、
哺乳、爬行类等动物 65 种，鱼类 57 种，鸟类 126
种，其中湖南省重点保护鸟类65种。花园阁湿地
公园也是沅江水系重要的生态廊道，是“一湖三山
四水”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3 年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申报湿地公
园试点至今，绥宁县已投入资金8169.7万元，大力
加强公园的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同时积极推进
3A级景区创建工作。7月16日，湖南省科学技术
协会公布评选的99家“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名
单，其中绥宁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在列，成为邵阳
唯一一家被认定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的国家湿地
公园。

“通过这几年的保护与发展，景点越来越美，
来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村民都回来办民宿，
在家创业。”曾在深圳的酒店当大厨的杨先生，两
年前回到关峡苗族乡花园阁村办起民宿酒店，每
年收入达十余万元。目前，该村已有十余户村民
利用自家农舍发展民宿产业，在家门口吃上了

“旅游饭”。

神奇绿洲崛起“四季花园”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曾少军 吴仕人
陈益梅） 8月15日，国家林业局中南调查规划设
计院专家来到邵东市，就该市全民建绿、创建省级
森林城市、打造宜居环境进行专项检查指导。

近年来，邵东市持续有效推进创建省级森林
城市工作，着力建设和完善城市森林网络、城市森
林健康、城市林业经济、城市生态文化和城市森林
管理五大指标体系，着重抓好生态廊道建设，绿化
美化工作卓有成效，宜居环境日趋优化。

2018年6月，邵东市开启创建省级森林城市
模式，全面拉开了建绿美化工作序幕。该市编制
了省级森林城市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予以倾斜，并以加快绿色发展、改善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为核心，以全社会共建、全民共
享为理念，持续推进城区园林化、城郊森林化、江
河道路林网化、社区庭院花园化，打造山水相映、
城林交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
展的宜居邵东。

两年多来，邵东市突出抓好“四边五年”绿色
行动工程、城区绿化攻坚工程、绿色通道建设工
程、水岸绿化工程、生态恢复工程、森林资源保护
工程、秀美村庄建设工程、林业产业提质工程、森
林文化建设工程等“九大工程”，点面结合、全民共
建开展建绿工作，打造出优美宜居生态环境，大大
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截至目前，该市共投入建
绿美化资金3.6亿元，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41%以
上，人均公园绿地达到11平方米以上。

邵东：增绿添美 生态惠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马
固良 李水常） 8月12日，新邵县迎光乡大坻村
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公开公正
地选出了罗杰等5名“道德标兵”，并进行了表彰。

大坻村地处新邵偏远山区，为深度贫困村，
辖 16 个村民小组，共 528 户 2205 人。该村虽民
风朴实，但在此前依然存在不孝敬老人等现象。
2018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
该村后，提出了“好吃懒做的不扶，不孝敬老人的
不扶”之类的“接地气”口号，并以中共湖南省委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指引，结合全
县广泛开展的社会公德教育，多举措推进乡风文
明建设。

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大坻村尤其
注重选树正反典型。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率先
推出了“红榜白榜”，对尊老爱幼、拾金不昧、婚丧
简办、带头遵守社会公德等好人好事每月不定期
以“红榜”在全村范围内张贴予以表彰；对不遵守
村规民约、不孝敬老人的，则用“白榜”进行公开批
评。同时，成立“爱心超市”，将好人好事、社会新
风尚纳入“爱心超市”计分管理，用爱心和善举“兑
换”美丽乡风。此外，该村每年评选5名“道德模
范”，树标兵、常引领，互比互看，让群众积极参
与。该活动已连续开展4年，为脱贫攻坚注入了
新活力，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动力。

如 今 的 大
坻，环境美，人
心更美，文明乡
风扑面而来。

“道德标兵”引领文明乡风

8月4日下午，邵阳市农村公益电影恢复
放映工作会上透露，此前因疫情原因暂停的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全面启动，今年全市
农村电影放映队将完成 50232 场的放映计
划。（据8月11日《邵阳晚报》报道）

夜幕降临，一张小板凳，一把大蒲扇，一群
人围坐在一起露天看电影……乡村露天电影曾
是许多人难忘的记忆。然而，随着科技发展、电
视普及，露天电影悄然退出了乡村的文化舞台。

2005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实施农村

数字化放映“2131工程”，力争“一村一月一场电
影”。全国各地的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号召，相关
部门纷纷行动，开着面包车，拉着放映设备，奔
赴农村广阔天地，为农民服务。遗憾的是，由于
片源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村民反映“电影还没
有电视节目好看”，根本激不起观影兴趣，许多
人还不等电影散场就陆续回家了。

笔者久居乡村，深感如今农村的文化娱
乐生活太贫乏。村小被相继撤并，乡村少了
朗朗的读书声。每当夜幕降临，乡亲们全都
窝在家里守着一台破旧的电视机，过着单调、

枯燥的生活。部分农村甚至成了封建迷信活
动的地下舞台、赌博泛滥的重灾区、黑网吧的
避风港……

“送电影下乡”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生工
程，真正做好它，不仅可以给农民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充实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可以
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特别是在当前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电影
的宣传作用，尤为有利于普及科学、破除迷
信、为“三农”服务。事实上，电影在农村仍然
有很大的潜在市场，大量农民都迫切希望看
到质优价廉的电影。可喜的是，邵阳市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全面启动，我市的农民将
欣赏到50232场电影。但愿这次活动不仅能
点亮乡村的夜空，还能给广大农民带来诸多
快乐和收获。

愿公益电影点亮乡村夜空
林日新

8月9日傍晚，新
宁县城夫夷江岸绿
色长廊，众多居民在
此散步休闲。今年，
该县加大了县城夫
夷江河道生态环境
治理，并投入资金修
建凉亭、步道，对沿
江 两 岸 进 行 绿 化 、
灯化、美化。如今，
夫夷江岸绿色长廊
风光带已成为县城
居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通 讯 员 郑 国 华
陈小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