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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刘恩权） 5 月 10 日，
北塔区新滩镇街道新渡社区孝
感路改造完成，道路两旁新增
绿地花坛和孝道文化墙，街道
焕然一新。这是新渡社区以“十
无创建”为着力点，由社区志愿
者联盟协会、党员干部和居民
群众组成的新渡“画家”们齐抓
共治、改善环境，绘就的“美丽
新渡”好风景。

“现在的孝感路，青砖给小
树安了家，竹篱笆给菜地穿上新
衣，鲜花装扮了居民院落，特别
干净舒适。”新渡社区居民李贵
娥高兴地说。新渡社区孝感路
3、4、10组周边以前是环境整治
的难点和堵点，在北塔区“十无”

工作帮扶队和街道的大力支持
下，社区创新工作形式，以“党员
带头干，贤能自发干，居民主动
干”的方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自治自管，让居民从“台下
看戏”到“上台唱戏”，集中整治
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等行为，对
路边、空地、房前屋后开展增绿
补绿工作，进一步优化居民生活
环境。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装
点绿色家园的同时，社区进一步
粉刷破旧脏乱的墙壁，绘制精美
墙画，弘扬传统孝文化精神，提
升居民文明卫生意识，逐步打造
孝感文化家园。

新渡社区人居环境旧貌换新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进 田

通讯员 甘文斌 杨清华） 为进一
步推动平安校园建设，提升学生及家
长驾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意识，牢
固树立文明交通安全理念，预防和减
少交通事故发生。5 月 8 日上午，北塔
交警大队民警、辅警来到状元小学，利
用“校园开放日”契机，为全校学生及
家长开展了一场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学生及家长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并结合
小学生出行特点，围绕“步行安全”、“乘
车安全”、“骑车安全”三点，结合宣传栏

图片，一边讲解，一边和同学们互动问
答，向学生们普及如何安全过马路、远
离汽车盲区、路上不追逐打闹、不闯红
灯以及一盔一带等交通安全常识，提高
学生们“知危险，会避险”的能力。

面对形式新颖、寓教于乐的交通
安全教育宣传形式，学生和家长们兴
趣盎然。大家纷纷表示，在这次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中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学
习生活中，将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良好的通行习
惯。三年级学生伟伟说：“通过今天的
学习，让我知道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危

害性，以后，我不仅要遵守交通规则，
也会劝导身边的人遵守交通规则。”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少年平
安，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份，受教育
1800余人。下一步，北塔交警大队将持
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强
化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实效和精准宣传
力度，不断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全
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邵
阳
交
警

播
撒
平
安
交
通
﹃
种
子
﹄

邵阳日报讯（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向丽云） 为贯彻落实
洞口县“六零”创建工作部署，近
日，洞口县杨林镇杨林村组织召
开了村民院落会。

会上，该村党支部书记围绕
“六零”创建工作做了系列宣讲，
对反电诈、移风易俗、道路交通
安全、禁毒、防溺水、食品安全、
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关爱未成年
人成长、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

工作进行了重点讲解。
今年以来，该村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党员带头，落实村
民自治的各项工作，并通过群
众最直观，最容易接受的院落
会和上门走访的形式大力宣传

“积分换项目”激励举措。据了
解，5 月 4 日至今，该村陆续召
开了8场院落会，共计321人参
加 ，张 贴 和 发 放 宣 传 册 共 计
350份。

干部群众心连心 创建乡村新面貌

邵阳日报讯（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刘泱） 5月4日，武冈
市文坪镇组织干部职工到武冈
国防教育基地展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

参观学习中，场馆解说员
讲解了各大历史节点重大战役
的相关情况，干部职工们认真
聆听讲解，重温了中华民族的
不屈不挠的抗争史、艰苦奋斗
的创业史以及走向辉煌的崛起
史。在展馆，一件件实物、
一篇篇手稿、一幅幅照片
等展示品，将历史再次呈

现，瞬间点燃了干部职工们的
爱国主义情怀。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鼓舞了
干部职工的工作干劲，进一步激
发了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革命
先烈攻坚克难、不懈奋斗的优良
品质，珍惜当今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立足岗位、扎实工作，为建
设幸福美丽新文坪贡献自己的
力量。

传承革命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员 杨娟平） 5月3日，隆
回县西洋江镇桃梨村的“小小志
愿者”们拿着扫帚、铁锨、镰刀等
工具，拾捡烟头、饮料瓶，清扫村
里的卫生死角，并积极劝导村民
不要乱扔垃圾。

据悉，2023 年是西洋江镇
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提升年，该镇
积极开展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
振兴”为主题、以“治垃圾、治污
水、治厕所、治空心房、治农业垃
圾”为重点的人居环境大动员活
动，该镇集中有效整治，着力解
决全镇脏、乱、差问题，实现村内
道路、住宅和空闲地“摆整齐、有
秩序”的目标。据了解，该镇各村
共组织人居环境整治活动近百
次，共有3000余人参与，在道路
两侧、公共区域、沟渠溪塘边和
山脚下，一群群身穿红色马甲的

“小小志愿者”成了环境整治活
动中最靓丽的风景线。

宁斌是碧山小学的学生，也
是“小小志愿者”每次活动中最
积极的一个。“老师经常在课堂
上讲，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通

过参加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保洁
人员的辛苦。参加活动虽然很
累，但也很快乐。我会带动我们
班上更多的同学参与这样的活
动。”宁斌俯身拾起路上一个被
车压扁了的烟头，一边提醒其他
同学捡拾垃圾杂物时一定要认
真仔细。

“‘五一’回家，给我最大的
感受，就是村里大变样了啊！不
管是大路小路，还是田凼河汊，
以往那些零散垃圾以及花花绿
绿的彩条布，都不见了。”返乡青
年志愿者宁玉林说。

“发挥‘小小志愿者’在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导作
用，引领全村在家收拾好‘小
家’，维护好‘大家’。志愿者们
积极参与，既能调动村民参与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又 能 减 轻 保 洁 员 的 工 作 量 ，
如今，乡村变得越来越干净、越
来越美丽！”西洋江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焦前奖说。

西洋江镇

“小小志愿者”助力乡村大变样

“发哥，我们班的同学觉得电学实验
还是拿不下来，能不能帮我们多讲一
点？”5班的课代表刘苛非常轻松地和物
理老师汇报着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

“聪聪，受力分析我感到还是不会，
您能不能把导体棒在导轨上滑动模型给
我讲一讲？”16 班的岳诗琳没大没小地
向自己的老师撒娇。

这位被学生称为“发哥”、“聪聪”的老
师，就是市一中教师孙发聪，一位已经年过
半百，但仍然自诩为“年轻人”的优秀教师。
他说，他喜欢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感觉。

自大学毕业从教以来，孙发聪先后
在隆回一中、邵阳市一中工作。三十多年
来，他一直奋战在教学一线，收获颇丰：
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公开发
表，获评市直教育系统高中物理骨干教
师。2019 年，他辅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

生物理奥赛，有 4 人进湖南赛区前 300
名，其中张子骏成为邵阳市唯一入围实
验复赛名单的学生。

教书育人，孙发聪一直没有懈怠过。
学校有困难、学生有困难，他总是冲在前
面，哪怕已年过半百。

去年下学期，学校物理教师本就紧
缺，而学校又有几名教师生病，在这种情
况下，孙发聪在工作群里主动举手：我来
上。每周20节课，已经远超标准工作量
一倍，再加上课后服务的工作量，可谓十
分忙碌。有同事调侃道：“年轻人，您图个
啥？”他直接来了句：“有事做终归是好
事，牛不耕地同样老！”

这么大的工作量，教学质量能保证
吗？打开学校的《教学情
况调查表》，孙发聪任教
班级的不满意率均为

零，满意率均在90%以上，甚至有些班级
满意率为100%。孙发聪坦言，他除了善
于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和营造良好的教学
氛围，他还针对学生理解不到位的问题，
每周为学生设计周练，实行全批全阅，从
不过夜。“孙老师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手写
教案，每学期的常规教学检查都是优秀，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事评价说。

不仅如此，作为中年教师，他积极参
加学校的“十问课堂”教学改革，坚持每
学期上示范课。在他的课堂上，幽默还带
点隆回腔的邵阳话、沉稳而颇具大师风
范的教学节奏、深入而又浅出的教学思
路，不但让青年教师们学习到了优秀的
教学技巧，更感受到了他的敬业精神。

“年轻人”孙发聪：我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张剑臣

图为宣传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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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进行时

学习进行时·四史

卿安民心中有一个田园
梦，他用15年的时光，筑造着
这个梦。5 月 10 日，新邵县新
田铺镇金耙村安民生态农庄
内，桃树上“探”出一个个鲜嫩
的果实，散养的鸡鸭在郁郁葱
葱的林间、草地上撒着欢奔
跑，迎宾楼、农耕馆简单质朴，
充满了乡土气息。看着这一
切，年近八旬的卿安民，脸上
乐开了花。

卿安民务过农、经过商，
曾担任过邵阳市人民检察院
反贪局局长、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反贪局副局长，在 25 年的

检察官生涯中，他被誉为“反
腐先锋”。不管在哪一个领域
和行业，他都秉承一“心”一

“态”，兢兢业业做事，真心实
意待人。

心是“善良之心”。在金耙
村，卿安民的辈分很高，名望
也很大，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会
尊敬地叫他一声“卿老”，村里
大小事情都会找他出主意拿
意见。2008年，卿安民回到家
乡新邵县新田铺镇金耙村，村
里没有优越的自然禀赋，更没
有独特的支柱产业，村里的发
展非常艰难。看着家乡贫困落

后的样子，他的心里很沉重。
卿安民思来想去，决定自掏腰
包，为村里做点事情。他先后
拿出了110余万元，为村里修
路、安装太阳能路灯、修村部、
建村小，让整个金耙村换了

“底”色。基础设施建好了，他
开始为金耙村谋划将来的发
展，开始计划打造以金耙村为
轴心，辐射周围四个村的“田
庄梦”。

态是“勤奋之态”。2015
年，经过 6 年的酝酿，卿安民
再次回到村里，这次，他是住
下不走了。他组织当地8名有
思想、有干劲、有技术的村民，
其中党员 5 人，成立“安民生
态农业合作社”，他想方设法
筹资360万元，流转村里荒山
800 亩，建立了“安民生态农
庄”。农庄设有休闲餐饮中心、
家庭厨房式宾馆、垂钓基地、
蔬菜基地、精品水果基地和特
色养殖基地等。目前，养殖生
猪300 余头、母猪50 余头，养

殖鸡、鸭近1000只；种植包含
黄桃、安江柚、梨在内的水果
200 余亩；种植蔬菜、玉米等
40 多亩，一个多功能的现代
化农庄已初具规模。

一个现代化农庄光满足
于休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赋
予它一些文化精神的内涵。
前不久，卿安民自费举办了农
庄第一个农耕文化节，邀请了
附近村的种粮大户、村民以及
农业专家们来到现场，共话
农庄发展。同时，他在农庄建
立了一个农耕文化馆，里面设
置了如石槽、石磙、石磨等农
具。“我所收藏的这些老物件，
可以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
了解到曾经的农业生产情况，
将农耕文化弘扬出去。”卿安
民如是说道。

近几年，由于疫情等种种
不可抗拒的因素，农庄基本处
于“负”收入的一个状态，但是
卿安民依然踌躇满志，为了心
中“田园梦”，他一直在努力。

卿安民卿安民：：心中有个心中有个““田园梦田园梦””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吴珺 刘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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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卿安民正在侍弄着农庄里的果树。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