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罗特香）
7 月20日上午，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组织全体党员
开展“城市创文我先行、文明
劝导作表率”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时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共产
党政治协商工作条
例》及《邵阳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等内容。

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肖辉凤
以“从‘三农’政策出发，看未
来乡村如何发展”为主题，为
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在大祥区雨溪街道唐四
社区，肖辉凤还带领党员进
社区、进院落发放宣传资料、
普及创文知识，引导居民树
新风、讲文明，人人争当创文
先锋。

创文先行 争当表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肖燕） 7 月 13 日，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督
导组到大圳灌区专项督导“十四五”续建配套
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情况。

大圳灌区地处我市西南部，涵盖我市新
宁、武冈、洞口、隆回、邵阳五县市的30个乡镇，
设计灌溉面积53.56万亩，是一个以灌溉为主，
兼有城乡供水、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的大型
水利工程，是我省已建成的第四大灌区、我市
已建成规模最大的农田水利工程，总受益人口
近150万人。灌区运行50多年来，对推动我市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
水利部审定大圳灌区“十四五”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实施方案，省发改委批准了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2021年9月，省水利厅批
复概算总投资3.03亿元。同年，中央下达大
圳灌区 2021 年度投资计划 4285 万元。今
年，中央下达大圳灌区年度投资计划 9338
万元。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大圳灌
区管理局成立了以局党委书记、局长黄拥军
为组长的项目建设管理领导班子，组建工作
专班，落实工作责任，严格对标对表，全力以
赴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于去年12月开工，今年5月基本建
成。2022年度项目计划改造渠道35.28公里、建筑物22座。

当天，督导组一行认真查阅了项目设计、招投标、日常
监管等资料，听取了工作汇报，并实地查看了大圳东风水库
大坝等项目建设、运行情况。

督导组指出，市大圳灌区管理局项目管理依法依规，项
目建设管理规范、有序推进。希望该局再接再厉，强化工作
责任，坚持专款专用，高质量推进大圳灌区现代化建设，确
保早建成、早见效，更好造福灌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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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刘元辉 胡灿）

“要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党建引领打造精品工
程。”7 月 9 日，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在隆回雷音观110千
伏输变电工程开工仪式上，
举行“党建+攻坚”临时党支
部授牌及党员突击队授旗
仪式。

“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
插在工地上。”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积极探索“党建+电网
建设”业务融合模式，成立

“邵东—市区”“隆回—洞口”
“邵阳县—新邵—新宁”“武
冈—城步—绥宁”4 大片区
临时党支部，把主业、监理、
施工等单位的党员统一纳入
支部管理，覆盖所有在建重
点工程。同时，积极推进电
网基建项目临时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以
高质量党建推动电网高质量
发展，确保电网安全优质高
效建设。

该公司各临时党支部主
动与属地政府部门、社区街
道等各级各类党组织联创共
建，加强沟通协作。
同时，与市、县（区）两
级政府和市住建部门
积极协调，顺利办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满
足了电网输变电工程依法合
规投运前的必备条件。

在基建管理方面，各临
时党支部聚焦基建“六精四
化”管理目标，定期组织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分享基建工
程建设心得、质量监督经验、
标准工艺标准，全力提升参
建队伍安全、质量意识，确保
建设项目精耕细作。同时，
紧盯施工关键工序和重大风
险作业，组建党员突击队，确
保“重点工作到哪里，困难任
务到哪里，党员发挥作用就
到哪里”。此外，以施工作业
点为基本单元建立党员责任
区，开展“党员身边无违章”
活动实践，发动党员带头查
隐患、反违章，充分发挥党员

“保安全”的辐射带动作用，
实现电网基建领域安全“零
事故”。

下一步，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党组织及
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
造力，持续推进“党建+电网
建设”攻坚工程，切实把党建
优势转化为推动电网高质量
建设的强大动力。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党建引领重点工程攻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周利） 今年，新宁县将黄龙镇脐橙产业
基地附近的县、乡、村道全部“白改黑”，
打造了“橘影稻香”等多处公路沿线的景
点。其中，在金石镇新全村与黄龙镇三
星村之间，一条长 13 公里、路面宽 5 米的
脐橙产业路像绸带舞动在橙林村落间，
被众人赞为“醉美橙道”。目前，这条“醉
美橙道”正在参与网络评选，角逐2022 年
度“全省最美农村路”。

“醉美橙道”是新宁县创建“四好农
村路”省级示范县取得的硕果之一，也是
我市强化农村公路养护，提升农村公路
建设、管理、养护和运营水平，推进全市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四好农村路”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今年来，全市交通公路部门

凝心聚力，强势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养护资
金 6305.6 万元，其中日常养护投入 3791.5
万元，完成修复养护30.6公里，完成预防性
养护118公里。按照“四好农村路”绿化美
化要求，我市积极对农村公路两旁绿化苗
木进行补种和更新，各县市区计划栽种里
程136公里。目前，已完成17条县、乡、村
道的栽种任务，完成绿化里程92公里。

抢通水毁路段，确保百姓畅行。今年
4 月至 5 月，我市普降暴雨。截至 5 月 31
日，全市多处农村公路出现路基、路面、防
护工程驳岸及挡土墙受损，共出现公路中
断18处。灾情面前，全市农村公路人迅速
投入人力、机械和资金进行抢修，确保中断
交通路线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行，保证群
众安全出行。目前，已累计清理塌方 226

处、4236立方米，修砌挡土墙2333立方米，
除邵东市Y013线因需要路面重新硬化没
有通行，所有中断路线全部保证通行。

“四好农村路”创建有序推进。今
年，我市继续开展“四好农村路”创建活
动，拟创建“四好农村路”570 公里、文明
示范乡镇 17 个，推荐新宁县创建省级示
范县。上半年，各县市区积极参与示范
创建活动，其中新宁县金石镇、黄龙镇、
崀山镇3个乡镇开展示范乡镇创建，并创
建示范行政村 6 个、示范公路 129 公里。
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四好农村路”369
公里、文明示范乡镇9个。

“醉美橙道”角逐“全省最美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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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起，隆回县高平镇的金色稻田中，稻浪翻滚，机声隆隆，70多台收割机马力全开，抢收早稻。
今年，该镇早稻种植面积达1.5万亩以上，由于气候适宜、管理得当，全域的早稻长势喜人、喜获丰收。当前，该镇的早稻收

割工作正在火热进行。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米扬 喻荣结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杨玉兰） 全市残疾人托养服务
机构规范化管理培训班 7 月 15 日开班，
通过组织参培人员学习省、市残疾人托
养服务规范管理文件，找差距、补短板，
进一步促进我市残疾人托养工作规范化
管理，提升托养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开展，旨在帮助残

疾人提高生活自理与社会交往能力，平等
参与社会生活，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残疾人全面发
展和共同富裕。目前，我市共有22家残疾
人托养服务机构，为2210名残疾人提供托
养服务，服务方式包括日间照料托养服
务、寄宿制托养服务及居家托养服务。

为确保托养服务规范、有效，省残联今

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残疾人托养服务
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市残联系统从落实任
务、加强监管、加大培育、保障经费等方面，
推动 2022 年度残疾人托养任务高质量完
成。根据年初列出的加强残疾人托养服务
管理工作的任务图、时间表，市残联采取了
整理政策汇编、开展业务指导和服务抽查、
组织培训和交流学习、实施半年度督导与
抽查等措施，不断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规
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市残联还制定
了《邵阳市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
养服务管理办法》，对托养服务对象、机构
与形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我市加强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化管理

“ 阳 光 托 养 ”惠 残 助 残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7月17日至18日，正和岛百位企业家
走进邵阳，考察邵阳企业，品鉴邵阳文化，
对邵阳的投资环境、产业特色、城市规划等
进行深入了解。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王林
盛赞邵阳定位清晰、潜力巨大、充满机会，
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增长极。

正和岛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
《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先生创
办，是企业家及创业者专属的以供需适配
为核心价值的互联网创新服务平台，是企
业家的深度学习社区。作为此次“正和岛
百名企业家邵阳行”领衔人物的王林，是中
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正
和岛首席经济学家、正和岛研究院院长。

在1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报告会上，王
林以“迎接下一波浪潮”为题，从当前国内
外形势出发，分析了全球经济发展情况，讲
述了中央“扭转预期，强力启动”的大政方
针和应对举措，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经济
发展趋势进行了合理预测，解读了我市各
项经济发展指标，特别对我市九大重点产
业链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王林表示，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
的挑战。处在这样的大变局下，我国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稳增长，通过宏观调控、精准
施策等手段，支持企业发展，并取得了良好
效果。

面对当前形势，企业要巩固已有的发
展成果和收获更长远的经济效益，就要发
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王林称，从各项
经济指标来看，“邵阳极具发展潜力与活
力，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增长极”。

2021 年 ，我 市 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461.5 亿元，增长 8.5%（与上年比较，下
同）；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798.8亿元，增
长8.4%，占GDP的比重为73.1%；全社会用
电量达113.3亿千瓦时，增长9.9%；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697.0 亿元，增长 10.6%；全市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316.9万美元，增
长 645.7%；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 748.0
亿元，增长30.3%；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
15家。王林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国
内外背景下，邵阳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

足以看出市委、市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体现了我市九大

优势产业链的竞争力。今年1月至6月，我
市装备制造产业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235 亿元，同比增长 12.6%；新型显示产业
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50亿元，同比增长
25%；中医药产业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64.4亿元，同比增长16.9%；特色轻工业产
业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508.2亿元，同比
增长 25.2%；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总产值
109.71亿元，同比增长22.1%；生态绿色食
品产业链实现总产值142.6亿元，同比增长
14.2%；数字经济产业链实现总产值52.7亿
元，同比增长27.5%；智能家居产业链实现
总产值47.6亿元，同比增长22.5%；新能源
产业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25亿元，同比
增长16.5%。

九大优势产业链勾勒出邵阳经济发展
的蓝图。王林表示：“一系列数据都表明了
邵阳产业发展的迅猛势头。邵阳从‘制造’
到‘智造’的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率百名企业家考察邵阳企业、对接合作项目后，经济学家王林盛赞

邵阳，一个正在崛起的增长极
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