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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踏实做
事的农民，而乡村是我永不泯灭的根。”
上月 19 日，李赟刚结束最近一轮的出
差，便风尘仆仆地驱车驶入双清区滨江
街道寒梅村的生态农庄。

今年38岁的李赟早在2017年就开
始专职从事农业，是当时我市最年轻的
新型农民之一。与大多数青年新型农民
不同，他家境优渥，受过良好教育，却甘
愿放弃繁华都市生活返回乡村，在田间
地头挥洒青春汗水。

初心如磐不更改

2012年到2016年，李赟在长沙从事
金融工作。2017年，他回到家乡联合几
位同仁，注册成立邵阳市和畅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李赟等人流转
寒梅村8公顷多荒地，因愿景不同产生
分歧，团队随即解散。李赟不甘心血白
费，将合伙人入股时投入的 180 万元资
金全部退还，决定独自一人接手。

“创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困难来临
时坚持到底，才能把事情做好。”李赟
说。他前往省内各地实地考察，了解到
桑葚是一种药用价值较高、具有多种保
健功能的水果。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
追求，桑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有着
巨大的消费市场，与黄桃、梨子等市面常
见的水果不同，桑葚果实的成熟期较短，
只需3个月左右，意味着前期资金投入
能得到较快回报。

2019 年，李赟将流转土地中的 3.3

公顷用来种植桑葚，1.3公顷种植黄桃，
并开辟山塘养殖鱼虾，修建林间步道、机
耕道等基础设施，准备从事以采摘、垂钓
为主的休闲农业。2020年，桑葚迎来大
丰收，凭借亲民的采摘价格和美味的桑
果，采摘园里慢慢聚集起人气，成为邵阳
城郊周末亲子游、休闲游的好去处。
2021年，李赟获得双清区人民政府授予
的“劳动模范”称号。

在生产过程中，随着经营面积不断
扩大、业态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的完善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李赟说：“这几年
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少说也有200
万元，可我从没想过收入和支出能成正
比，是对农业的热爱，让我一直坚持了
下来。”

头雁领航勇担当

2023 年8月，李赟获得湖南省2022
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结业证书。作为“头雁”项目培训班第
二期学员，李赟在浙江大学进修了一年，
接受了高质量的理论培训和线下实践，
加上导师悉心传帮带，他对现代农业有
了更深的理解。

种植过程中，李赟发现桑葚成熟后
很容易自然落果，如果不及时摘下就会
造成浪费。为充分消化园内的桑葚熟
果，除了提供自主采摘和对外销售外，李
赟积极拓宽经营思路，大力开展农产品
深加工。他将桑葚制作成桑葚膏和桑葚
干，让过往游客在采摘尝鲜之余还能体

验深加工产品的魅力。此外，李赟专门
从外地请来一位技术员酿造桑葚酒，其
色泽红艳透明，口感清柔酸甜，很受市场
欢迎。“2023年收获桑葚6000斤，基本不
存在滞销，2024年我们要把桑葚酒的产
业正式移交给代工厂，进行大批量加工
生产。”李赟说。

劳作之余，李赟还担任邵阳市新农
人产业发展联合会秘书长，负责向会员
及时传达学习国家、省、市有关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和其他涉农工作的政策信
息，帮助会员提高政策水平；组织开展各
类知识培训和研讨交流，加强会员与社
会各界的沟通联系……在促进新型农业
人才队伍成长和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李
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头雁”精神和骨干
担当。

在李赟的努力下，如今的寒梅生态
农庄生机勃勃：冬季依然葱茏繁茂的桑
葚林里，桑葚树有一人多高，等到 5 月
份，一串串、一簇簇紫红色的桑葚又将缀
满枝头。据李赟介绍，目前农庄已经完
成生态种养基地建设，后期将围绕科普、
环保、亲子、生态自然等主题，全面升级
为包含水果采摘园、亲子乐园、农耕文化
园、绿色餐饮、科普教育研学基地、生态
民宿的乡村旅游生态农庄。

热 爱 可 抵 岁 月 长
——记双清区青年新型农民李赟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1月4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
到，去年城乡低保、残疾人“两项
补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提标补发工作已全部完成，圆满
完成省定“提高困难群体救助标
准”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根据省定指标，去年3月14
日，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制定
出台了我市《关于调整 2023 年
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
通知》，明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提高全市城市低保保障标准
至 650 元/月，提高农村低保保
障标准至5000元/年，提高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至每人每
月 80 元，提高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标准至每人每月 80 元，提
高社会散居孤儿标准至每人每
月 1100 元，提高集中养育标准
至每人每月1500元。各地已在
去年 5 月份完成了各项救助标
准的提标补发工作。

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方面，目
前各县市区均已完成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提标补发工作，全市保
障城乡低保对象23.32万人次，
发放低保金7.82亿元。提高残

疾人“两项补贴”标准方面，目前
各县市区均已完成残疾人“两项
补贴”提标补发工作，全市累计
保障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
201 万人次，发放资金 1.61 亿
元。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标准方
面，我市救助保障的孤儿分为各
县市区保障的散居孤儿，以及由
市福利院集中养育的孤儿，目前
各地均已完成孤儿基本生活标
准的提标补发工作。全市累计
保障散居孤儿1.5万人次，发放
基本生活费 1650 万元；累计保
障集中养育孤儿600人次，发放
基本生活费90万元。

为进一步做好低收入人口
救助帮扶工作，我市民政部门
配合医保局、人社局做好低保、
特困等困难群体的参保缴费工
作，定期与市乡村振兴局进行
信息系统对接，对脱贫户、监测
户进行数据比对，同时协同相
关部门先后对县市区开展 3 次
联合督查。通过与乡村振兴防
返贫监测人口的数据比对及摸
排，已有 3.1 万人纳入农村低
保，有力推动“应保尽保”“应纳
尽纳”。

我市完成困难群体救助提标补发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吕奇魁） 1月3日，湖
南省“复明10号”流动眼科手术
车开进邵阳县中医医院，免费为
该县 200 名困难白内障患者手
术，让他们重见光明。

邵阳县河伯乡陈仕村的易
苏娥今年88岁，前两年发现左眼
看东西比较模糊，到医院检查后
确诊白内障。在以前，去医院做
一例白内障手术至少要花4000
多元，生活拮据的易苏娥拖了一
年又一年。这次，村里告知她“复
明10号”可以免费实施白内障复
明手术，她便马上报了名，当天
便让家属带过来做手术。

“复明10号”中国流动眼科
手术车是由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香港亚洲防盲基金会捐
赠给湖南省的。该车由湖南省卫
健委管理，省防盲办及省人民医
院组织实施，省人民医院顶级眼
科专家团队领衔，为困难白内障
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项目落地邵阳县后，邵阳县
中医医院安排眼科医务人员，分
赴全县21个乡、镇、场进行病源
初 筛 和 复 筛 ，累 计 筛 查 患 者
1500余人次，初步确定200名具
备手术指征的贫困白内障患者，
在 2024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16 日
集中实施手术，费用全免。

湖南省“复明10号”流动眼科手术车开进邵阳县

为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马宝龙 李珍珍）
为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提高
青少年的审美素质，激发青少年
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1月
2日，市美术馆在昭陵中学开展
名家名作零距离公共文化教育
活动。

活动中，省花鸟画家协会理
事、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胡继辉，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李爱民以讲座的形
式，向学生介绍古今优秀的书法
作品和书法知识。“万里山河酬壮
志，无边岁月是征程”“一笔一画
皆 是 修 炼 ，一 撇 一 捺 书 写 成
长”……书画家声情并茂、生动形
象的讲述，让学生们感受到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埋下

“以笔墨书少年凌云志”的种子。
公共教育是美术馆的

核心职能，近年来，市美术
馆不断升级服务理念与方

式，结合自身定位、品牌影响和
资源优势，不断推进美育体系
化、制度化、连续化、常态化。他
们积极联络社会力量，以“走出
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针对青少
年、成年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公益活动
以及学术研讨、公共文化服务课
程。2023 年，通过组织开展剪
纸、绘画、手工等美育课堂进校
园，以及“五一”花情画艺户外亲
子公益活动、端午溯源体验传统
习俗公益活动、国庆“童心向党、
礼赞祖国”社会实践主题活动、

“文化悦老”文旅志愿服务活动
等，有力助推青少年健康成长和
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为我市营
造向上向善、互帮互助的良好社
会风尚贡献美术力量。

美术公共教育助力邵阳更美更文明

作为湖南鸿腾铝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安枭积极投身家乡建设，锐意进取
干实业，为邵阳的经济发展献出自己的
力量；作为市人大代表，他积极履行代
表职责，传达民意、宣贯政策，为邵阳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实现了与故土的同
频共振。

寒冬时节，在新邵县循环经济产业
园内，鸿腾铝业公司订单络绎不绝，工人
们正有条不紊地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2021 年，安枭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号召，怀揣
浓浓的家乡情怀，从贵州回到家乡新
邵县雀塘镇创办了鸿腾铝业。公司总
投资1.6 亿元，2022 年底建成年产10 万
吨的铝材加工生产线并顺利投产，年
产值达 3.8 亿元。如今，在他的带领和
推动下，公司产销两旺，在市场上成功
站稳了脚跟。

“现在邵阳的发展日新月异，招商引
资政策好，产业聚集效应非常明显，营商
环境也越来越优。”安枭说，作为邵阳人，
有责任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家乡的经

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枭牢记初心使

命，在经营好企业的同时，用爱回报社
会。在公司创办之初，安枭就定下了招
聘原则，要把支持残疾人就业作为招聘
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公司80余名员
工，就吸纳了附近乡镇、村（社区）20 余
名残疾人就业。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和企业家，我们
应当扛起社会责任，帮助有需要的弱势
群体就业，更好地实现其自身价值。”安
枭介绍说，现在公司的残疾人职工月收
入3000余元，一定程度缓解了他们的家
庭困难。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安枭深知民营
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对于企
业自身，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发挥科技
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才是突出重围
的关键。”安枭说，他的目标是要办成一
家高科技、高质量的现代化智能企业。
目前公司正致力于产品高纯提质及节能
降碳技术研发。下一步，安枭将带领公

司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深做
强废旧铝制品回收制造产业链，着力打
造省内生产铝棒及铝型材的标杆企业，
为湖南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作出贡献。

“人大代表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在工作之余，安枭积极履行代表职
责，参加人大组织的各项视察、调研等活
动，同时还深入基层一线，听取群众心
声，促进社会和谐。“鸿腾铝业是铸造企
业，为实现低碳、绿色、环保、高质量发
展，我一直都很注重发展循环经济产业，
通过资源高效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打造
循环经济产业链。”安枭表示，在前不久
召开的市两会上，他关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并围绕精准助力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助企纾困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希
望能助推我市营造绿色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经济环境。

锐意进取干实业 情系群众显担当
——访市人大代表、湖南鸿腾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安枭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上月 31 日，民
间艺人在洞口县高
沙镇长裕社区打着
欢快的鼓点、载歌
载舞，喜迎新年。
当日，该县举行“击
鼓祈福迎新年”群
众文艺活动。

滕治中 摄 文明创建·共创共享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
鑫 通讯员 翁煜） 上月 28
日，邵阳县档案馆工作人员陈名
刚、王孝清、谢均云获国家档案
局、中央档案馆授予的“从事档
案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在我国，“兰台”泛指古代保管
档案的机构。演变至今，“兰台”已
成为档案保管机构和档案工作的
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被称为“兰

台人”。陈名刚、王孝清、谢均云在
兰台战线辛勤耕耘三十余载，把自
己的青春年华、聪明才智奉献给档
案事业，在档案管理的田园里编织
着灿烂的“兰台梦”。

邵阳县档案馆馆舍库房面
积1800平方米，现拥有馆藏档案
资料42.7万卷（册），每年查阅利
用档案4000人次以上，馆藏档案
数字化580页，数字化率30%。

兰台筑梦数十载 故纸堆里写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