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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陈星
通讯员 周卫长 黎建琛） 12月3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邵阳市资江保护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决定。这是
我市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第 9
部地方性法规，也是全省首次协同立法
取得的实践成果。

资江是邵阳的母亲河，在境内长
301.7公里，流域面积15843平方公里，
占全市国土面积76.1%。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资江流域水资源环境管理和保
护的形势日趋严峻，流域开发、利用和
保护之间的多元利益冲突更为激烈。

2020年，根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探索开展资江保护协同立法的安
排部署，我市将《条例》列入市人大常委
会年度立法计划，与娄底、益阳两市围
绕资江保护开展协同立法工作。

“由于这是我省首次进行协同立法
的实践探索，起草审议过程中，在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亲自组织和具体指
导下，我市同娄底、益阳先后 5 次在长

沙、吉首、城步、益阳、新化召开资江保
护协同立法工作会议，两次在湖南师大
法学院进行集中修改条例草案。”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条例》的立法实践，突
出了“共抓”的理念，通过跨区域协作，
在立法计划、立法进度、体例结构、共性
条款等进行协同，极大地促进了资江的
共同保护。

为了切实增强立法的科学性、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我市坚持党委领导、人
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工作思
路。市人大常委会强化调研、大胆探索、
努力创新，多次组织实地考察，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倾听群众呼声，并于2021
年4月21日、8月19日、10月21日分别
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三次审议。

《条例》紧密结合邵阳地方特色，突
出资江邵阳段生态环境特点，将资江流
域保护中形成的有效方法和管用措施

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条例》共分七章、
四十六条，主要包括总则、水污染防治、
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修复、绿色发展、
跨区域协作、法律责任和附则。《条例》
的制定和施行，有利于加强资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
利用，对推动资江流域高质量发展，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施行
后，将重点解决源头保护、水污染防治、
河道管理、绿色发展、航道恢复等问题，
为资江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法治保障。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条例》有关
规定，加强与娄底、益阳两市的合作，
通过联席会议，做好沟通协商、联合监
测和信息共享、生态用水联合调度、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以及联合执法等工
作，建立联动协作保护机制，共同守护
好一江碧水。

我省首次协同立法结下硕果
《邵阳市资江保护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共同守护好一江碧水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12月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 从
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正经
历罕见的多重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
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坚持开
放包容、协商合作，坚持和维护多边主
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同舟共济，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
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
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要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下转8版①)

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
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阳小朋) 12 月 3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
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华学健主持召开市
政府2021年第12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中央、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
体贯彻落实措施。市政府党组成员王永红、
仇珂静、蒋志刚、李长跃、陈秋良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工
作监督，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
建议、批评和意见，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
智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决策
部署上来，结合邵阳实际，加快推进数字邵
阳建设，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我市
在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路子。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以及市委传达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邵阳必须紧
紧围绕省党代会报告提出的新目标、新要
求，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创新能力，扩
大对外开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邵
阳新路子，以邵阳一域之能服务湖南全省
之为。

会议要求，必须抓实当前工作。年关将
至，要牢牢盯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统筹
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重点抓好重点工程、
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民生实事落实落地;突出抓好生活物资保
供稳价、能源供应、要素保障;牢牢守住疫情防控、治安稳定、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金融安全底线。要科学谋划好明年的工作，捋清目标任
务、重点工作和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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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阳小朋) 12月4日上午，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华学健专题调度邵阳维克液压
产业园建设项目。市委常委、市政府党
组副书记王永红，市政府秘书长陈秋
良，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粟武洪参加。

邵阳维克液压产业园建设项目位
于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厂房、办公楼等 8 万余平方米，购
置新的智能化设备，新建智能化柔性生
产线，对现有液压件生产基地、技术中
心进行升级改造。

华学健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迅

速成立项目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成立
工作专班，专题推进项目建设。市直有
关部门和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发扬

“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合作精神，攻
坚克难、集中力量、联勤联动解决好维
克液压搬新址、改扩建过程中涉及到
的土地、招投标、建设、政策奖补等方
面一揽子事项。要实施挂图作战，紧扣
征拆、土地平整、开工、竣工投产等各
个时间节点，明确责任，倒排工期，又
好又快推进项目建设。新址建设要精
心做好设计，既要便利生产、扩产和科
研需求，又要争创绿色示范园区、建设
绿色工厂，与邵阳首家上市公司发展
形象相匹配。企业要加强自身建设，专
注主责主业，乘势而上，打造好充满活
力的现代企业。

华学健专题调度邵阳维克液压产业园项目

攻坚克难 又好又快推进项目建设
乘势而上 打造充满活力现代企业

水库里碧波荡漾，湖水在阳
光的照耀下泛着点点金光；溪水
潺潺，成群结队的鸭子在水面上
自由嬉戏；亭台楼阁，在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

“好美的一幅乡村振兴图画
啊！”11月28日，市红十字保护母
亲河志愿者协会会员一行十余
人，再次来到邵阳县九公桥镇中
合村开展“回头看”，面对山村巨
变，大家禁不住发出由衷赞美。

陪同志愿者们“回头看”的是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叫郭建
华，今年 67 岁，土生土长的中合
村人，早年曾从事房地产开发。步
入晚年的郭建华，念念不忘报效
桑梓，一心想为父老乡亲和乡村
振兴做些贡献。

中合村坐落在黄荆岭山腰，
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地带“猪
婆岭”脊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
交通相对闭塞。

2014年以来，国家大力开展
精准扶贫。如今，乡村振兴号角嘹
亮步伐铿锵。郭建华看到了农村
发展的希望，决心为建设美丽乡
村出一把力。

“三桥两亭、三池、一墙、一
站、一厂……”一路上，郭建华给
志愿者们一一介绍在他的积极参
与下，村里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
的改善。

中合村辖区内有一座小型水
库，名叫土桥水库。一条发源于水
库的小溪，就叫土桥溪。土桥溪纵
贯全村东西，新修的宽阔水泥村道
紧傍小溪。小溪两边的防洪堤修好
后，为了乡亲们出行方便，郭建华
个人垫资在土桥溪上修建
了“臻善”“四回”“土桥”三
座小桥，并在臻善桥、土桥

上各修一座凉亭，供乡亲们遮阳挡
雨、休闲赏景。

建设美丽乡村，优美环境不
可少。郭建华第二次个人垫资，通
过土地流转，建成三个太空莲观赏
荷花池，总面积将近20亩。初夏季
节，中合村莲池里碧叶连天，风送
花香，吸引远近大量游客前来赏荷
花、拍荷景、采莲蓬、品土菜……

村“两委”为了丰富村民的业
余文化生活，决定建一个文化广
场，但又一次碰到资金难题。郭建
华二话没说，第三轮主动出资在
广场上建成一道村域特色鲜明的
长达60多米的文化墙。

近年来，最让村“两委”和广
大村民头疼的事是通过招商引资
进来的大型养鸡场的粪便污染问
题。2020年7月，郭建华出面邀请
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部分会员来
村出谋划策。在邵阳县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乡村振兴等相关部门
的帮助下，郭建华第四次个人筹
资为养鸡场修建了一个高标准鸡
粪收纳处理站，解决了养鸡场的
污染问题。

富有经营头脑的郭建华还在
村里建起一家肥料厂，不但解决
了鸡场鸡粪的出路问题，还保证
了肥料厂的原料供应，更为一些
村民解决了“在家门口就业”问
题。这，应该是郭建华第五次助力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多方发力。中
合村的蝶变，让我们看到了乡贤
在乡村振兴战略上的出色作为。”
市红十字保护母亲河志愿者协会
负责人李志明评价。

六旬乡贤五助乡村振兴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邵阳日报讯（记者 肖燕 通讯员
袁岚）11月29日，市林业局透露，我市
已经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林长体
系，制定配套工作制度，构建完成“一长
三员”分区负责的网格化管护体系，为
我市全面推行林长制，确保山有人管、
林有人护、责有人担，筑牢湘西南生态
屏障构筑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今年 7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并召开
全省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动员会议以

来，我市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强力推
行。市委市政府将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
增补纳入2021年度对各县市区的文明
绩效考核事项。市政府将林长制工作写
入“十四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两次
将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纳入“三重点”
（重点工作、重点项目、重点任务）月度
督查考核范围。

我市在出台市级《关于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实施方案》过程中，切实将林长
制抓实抓细，通盘考虑，迅速出台了林

长令制度、林长会议制度、林长巡林制
度、委员会工作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工
作督查制度、工作通报制度、工作考核
制度等八项工作制度和《县市区林长制
考核细则（试行）》；规范、细化了全市的
林长制具体工作内容。同时，灵活运用
各项工作制度高效有序推动全面推行
林长制工作。比如通过督查促进工作，
市政府督查室分别于9月、11月2次到
各县市区进行督查。

我市按照“市联县，县包乡，县、乡包
村”的原则，明确各级林长职责，实现3504
个村（社区）“一长三员”网格化全覆盖，即
确保每个村管护网格都有对应的县、乡、
村三级林长，都有对应的护林员、监管员
和执法人员负责，切实做到山有人管、林
有人护、责有人担。 (下转8版②)

山有人管 林有人护 责有人担

我市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林长体系

12 月 4 日，位于市城
区的邵阳火车站扩改工程
正抢抓时机、加速施工。目
前，该项目拆除工程已完
成，加固工程完成95%，站
场内一、二、四、五站台、雨
棚拆除全部完成，新建站
房及雨棚桩基工程基本完
成。预计 2022 年 7 月底完
成站场一、二、四、五站台
施工，并恢复通车。图为当
日施工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