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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员 赵静
邓赞波） 11月19日下午，双清区纪委监委“清廉书
香”读书会第一期活动启动。该区纪委监委机关40
余名干部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场发放书籍26套。

活动现场，5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读书心得分享。
他们或分享读书所得所悟所思，或分享读书经历、读
书方法，或结合纪委办案实践讲心得，其语言或幽默
诙谐或简短有力，或情怀满满或理性睿智，赢得了在
场干部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

当天，双清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李丁还以“加强党性修养，建设清廉双清”为题，为大
家上了一堂精彩纷呈的党课。

据悉，该读书会活动是清廉双清建设的特色活动
之一，今后将每月组织开展一次，以学思践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辅以中国传
统文化、中外名家著作等。双清区纪委监委还将有序组
织开展读书沙龙、红色研学、专家辅导、朗读活动、共享
图书等系列活动，不断提升干部政治和文化素养，磨砺
清廉干净品质，为全区纪
检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文化力量。

廉洁读书会传递清廉能量

邵阳日报讯（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贺上升）
11月25日，隆回县金石桥镇又一次开展“送教进家
庭”主题活动，组织黄金井、五罗、金南等村的30多
名残疾人参加了一次生动的党史学习活动，让他们
接受了教育，感受到了社会的关怀，同时，在全镇进
一步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今年来，为了让“四史”学习普及全民，金石桥镇
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开展了“送教进家庭”主题活动，
以送学进校园、进村组、进车间、进家庭、入会场、上
田地等方式，全域、全时开展宣传教育，保证了全员
学习。送教内容主要包括看一场红色电影、读一本红
色故事书、聆听一次红色经典故事宣讲、参观一次红
色教育基地、观看一次红色展览和体验一次红色文
化活动。

当天，该镇组织残疾人们共同学习了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观看了爱国教育电影《八佰》，参观了全
国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魏源故居和红色
教育基地鸭田战斗指挥所旧址，并为他们赠送了《隆回
红色教育读本》。活动中，党员志愿者还组织残疾人士
开展了健身互动游
戏、爱心传递、收纳
整理等活动。

金石桥镇
为残疾人“送教进家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伍洁 通讯员 胡晓建 于绍军）
11 月 18 日，大祥区农业农村局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新
闻发布会召开，会议通报了该局
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工作的相关情况。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该局组
织人员对辖区内乡镇、街道进行
排查整治，建立台账。多次联合区

交警大队、区城管局、区公路局对
各乡镇、街道的无牌无证、非法改
（拼）装、人货混装以及超限超载
车辆开展联合执法，并要求各乡
镇农机工作人员将整治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纳入日常监管工作范
畴，向各乡镇、街道发放了《大祥
区农业农村局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今年以来，大祥区农业农村

局组织农机监理人员在各乡镇、
街道先后开展整治行动 33 次，
出动执法人员180人次，开具警
示单 12 份，当场整改违法行为
45 次，发放宣传资料 350 余份，
开展交通法规、安全生产等相关
农民培训3次，公示注销达到报
废年限的变型拖拉机9台，出台

《加快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奖补
实施方案》，努力实现降事故、保

安全、保畅通的总体目标。
下一步，该局将把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整治行动列为常态化
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大宣传攻
势，持续加大整治力度，重点整
治无牌无证、非法改（拼）装、人
货混装以及超限超载行为，并与
交警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
确保农村领域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得到有效治理。

大祥区“亮剑”整治农村交通顽瘴痼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何伟 刘慧芳） 11月
17 日，邵阳县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集中整治办、县委督查室组
成督查组，对全县各单位落实

“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的“戴
帽工程”工作成效情况进行全
面督查。

督查组一行先后到塘渡口
镇政府、县邮政局、县自然资源

局、石齐学校等 22 个单位、院
落，对各单位工作人员严格落实
骑乘摩托车和电动车佩戴安全
头盔、拆除伞篷、主动上牌等情
况进行督查。

检查中发现，各单位都迅速
贯彻落实了县“戴帽工程”专项
整治工作会议精神，院落门口放
置禁止提示牌，院落播放滚动标
语提示，并悬挂横幅、制作宣传

展板和橱窗、发放宣传资料，大
力宣传了骑乘摩托车不戴安全
头盔、加装伞篷、无牌无证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高了机关
单位工作人员的守法意识，掀起
专项治理行动新高潮。

同时，督查组也发现个别
单位院落仍存在停放有无牌和
加装伞篷的电动车、摩托车等
问题，要求各单位立即整改，并

继续狠抓落实。督查组指出，一
定要严格按照要求，以刀刃向
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严
格单位院落“摩电”管理，加强
交通法律法规宣传，提高干部
职工的交通安全意识，机关单
位要带头作好表率，各职能部
门要合力提升辖区“摩电”骑乘
人员头盔佩戴意识，提高“摩
电”安全防护水平。

邵阳县 联合督导检查推进“戴帽工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舒 梦 龙 唐 泽 勇）

“邵东市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不仅加强了驾驶
员的安全意识，还解决了马路市
场造成的交通堵塞问题，行车更
安全了。”11 月 25 日，邵东市仙
槎桥镇的欧阳先生为这一整治
行动取得的成效点赞。

今年来，邵东市将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整治作为维护道路交通

安全的重要抓手。全市共排查出
村组风险隐患路段2123处，已全
部完成了各类警示标牌标识的制
作安装。该市开展了超限超载专
项整治行动，共查处超限超载车
辆904台，卸载货物9382吨，查处
货车非法改拼装车辆221台。

在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
中，该市交警大队将摩托车、电
动车违法作为整治重点，纵深推
进“三大行动”。一是开展“拆伞

戴帽”行动。自8月20日起，对停
放在各居民区、地下停车场、大
街小巷的摩托车、电动车，开展
拆除收缴晴雨伞、遮阳篷等违法
装置行动，劝导驾乘人员佩戴安
全头盔。截至目前，共拆除晴雨
伞 12234 把、遮阳篷 6221 个、伞
座 3873 个。二是开展“断油”行
动。全市加油站对存在非法改
装、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违
法行为的摩托车一律禁止加油。

三是开展“戴帽工程进村”行动。
9 月以来，向全市牌证、保险齐
全的摩托车、电动车驾驶人免费
赠送安全头盔2260个。

经过整治，该市城区的摩托
车、电动车驾驶员头盔佩戴率由
上半年的不到9%上升至75%以
上，摩托车安装晴雨伞现象由上
半年的 90%降到 5%以下，其他
违法载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
为得到有效遏制。

邵东市 狠抓“三大行动”整治交通顽疾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亮剑”行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唐钧）
11月24日，新邵县巨口铺镇芙蓉学校的学生每人领
到一套免费冬季校服。为学生们捐赠校服的是深圳
市菲客阿布服装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欧阳宜贵。
据悉，欧阳宜贵本次共捐赠校服935套。

欧阳宜贵早年毕业于巨口铺镇中学，靠着诚信、
勤奋，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一直十分关注母校的发
展，当得知学生们没有统一的校服时，他主动与校方
联系，表示愿意免费为学校捐赠一批校服，以表达自
己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并鼓励全体学生好好学习，长
大后建设家乡。

阳光下，同学们接过带着浓浓爱心的崭新校服，
个个激动不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随后，学生
代表向企业家鞠躬并作致谢发言：“今天我们穿上爱
心人士捐赠的校服，它宛若给了我一盏学习的指明
灯，让我感受到了无法表达的温暖和关爱，我们一定
会好好学习、奋发图强，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社会的
关爱之情，把爱心传递下去。”

爱心校服 情暖芙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曾维君）
11月20日，邵阳市梅山文化研究与传播协会与邵阳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专家学者一行10人前往绥宁
县唐家坊镇白沙村，举行两个协会研究基地的授牌、
挂牌仪式。

白沙村是一个具有80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今年
8月，邵阳市梅山文化研究与传播协会组织的专家考
察组在考察、落实宋代梅山区域中的“白沙砦”时，发
现白沙村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白沙砦”，却也有悠久
的历史、丰富的建筑与艺术价值。为了充分挖掘利用
白沙村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推进梅山文化和当地民
间文学艺术的研究，从而促进白沙村及周边地区旅
游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邵阳市梅山文化研究与传播
协会、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与论
证，决定把白沙村作为两个协会共同的研究基地。

两协会研究基地

落户白沙村

11月24日，新邵县食安农牧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艳玲驾车前往县城的一家大米销售点
送货。她说：“现在每天都能接到县内外各销
售点的补货电话，每天送出大米8吨以上。”

今年32岁的陈艳玲面容清秀，说话轻言
细语，却是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粮上千
吨、远近闻名的“女粮王”。

陈艳玲的娘家在新邵县龙溪铺镇山区，那
里人多地少，田土金贵。“我小时候根本看不到
荒田荒土，巴掌宽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她说。

后来，陈艳玲嫁到了该县小塘镇马埠江
村。该镇田土面积宽广，石马江贯穿全境，灌

溉十分便利，粮食产量高，历来被称为新邵的
“粮仓”。然而，随着种田效益的滑坡和打工潮
的兴起，马埠江村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出现
了田土大片抛荒的现象。

“我就不信凭着这么好的耕种条件，种田搞
不出名堂！”在外务工、收入不错的陈艳玲逐渐萌
生了回乡搞农业的想法。陈艳玲的公公是位老
农，种田经验十分丰富，他十分认同儿媳的想法。

2018 年，陈艳玲告别务工生活回到村
里。第二年，她在小塘镇的3个村共流转土地
428亩，当年收获稻谷26万公斤，初战告捷。
2020年，陈艳玲流转了两个镇共十几个村的

3000亩水田，收获稻谷150万公斤，她“女粮
王”的名字也不胫而走。2021年，陈艳玲共流
转土地5026亩，其中种植双季稻1200亩，目
前晚稻已全部归仓。据统计，今年早、中、晚三
类水稻总产量达270万公斤左右。

随着水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陈艳玲不
断加大投入，以科技加持，加快“机器换人”，
走农业现代化之路。近年来，她先后投入350
多万元，添置了插秧机、旋耕机、抛秧机等机
械耕种设备。农忙时节，插秧机、收割机、无人
机等精准高效作业，省心又省力，逐渐改变了
过去“单打独斗”的传统种植模式，让粮食生
产迸发新活力、新潜能。 (下转7版)

陈艳玲：小塘“女粮王”种田本领强
邵阳日报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杨能广 刘 艳

清廉邵阳建设

11月26日，新邵县举行

职工太极拳团体比赛，来自

县直机关单位及各乡镇、社

区的31支代表队共300余名

太极拳爱好者参加比赛。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屈凌芙蓉 罗亮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