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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春回大地万

物苏，植树添绿

正当时。3 月 20

日，市财政局组

织开展义务植树

志愿活动，种下

一 棵 棵 桂 花 树

苗，用绿色装扮

山丘。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向婷婷

摄影报道

3月21日8时，邵阳迎来早高峰，向
寿进已经完成了当天第一次出车任务。

40岁的向寿进是邵阳市神龙殡仪
馆的一位灵车司机。从业二十年来，他
接运过成千上万具遗体，大部分面容
安详，有的则血肉模糊、甚至狰狞。

死亡没有预告，不分时间场合，也
不挑年龄职业。在向寿进的记忆中，他
接运过在家中独自死去的老人、在路
上遭遇车祸的年轻人、从池塘里打捞
起来的小孩……

面带微笑，微微点头，这是向寿进
一贯与人打招呼的方式。作为殡葬行
业从业者，生性爱笑、爽朗的向寿进渐
渐养成了不主动握手问好、不说再见
的习惯。向寿进解释道，已逝者保持沉
默，生者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反应，主动
跟别人握手，或许会让对方觉得不舒
服，一句再见，也有可能会触动人们敏
感的神经。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死亡是一种
禁忌，与死亡相关的职业也似乎总是
带着一份“晦气”。向寿进对此有着深
刻的体会。早些年，向寿进开着灵车进
村停在别人家门口，总会听到一些不
友善的声音；穿着工作服去商店买东
西，经常会被赶走；风尘仆仆赶到现
场，由于子女和老一辈亲属观念冲突，
无功而返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让向寿进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
左右，他去邵东某地接运一具因意外
死亡的遗体时，车子被当地村民堵了
三天。逝者生前患有精神类疾病，因为
没有子女，后事都是由妹妹、妹夫一家

操持。当时，农村讲究土葬，谁家有人
去世，都是在村里办上几天，然后葬在
周边。对于殡仪馆和火葬，村民极为排
斥。虽然想过白天接运会受到阻碍，但
由于亲属的坚持，向寿进还是在接到
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灵车刚
开进村里，就被在路边劳作的几个村
民发现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向寿
进和灵车就被人群和几辆农用车以及
村民搬运过来的木材死死围住，更有
甚者躺在马路中央，直接对向寿进发
难。当地政府多次前来做工作，亲属挨
家挨户拜访，向寿进才终于将遗体接
运了出去。

传统的殡葬观念和陈规陋习，让
向寿进遭受了不少委屈，好在家人和
亲戚朋友都十分理解，甚至在不少老
同学眼里，向寿进是一个工作稳定且
收入不错的羡慕对象。“现在想想，这
还有我爸的一份功劳哩！”说话间，向
寿进不由得憨笑一声，“当初我奶奶的
后事，就是在殡仪馆办的，那是我们家
第一次接触殡葬服务。我爸觉得这个
行业挺好，也给了当时正在选专业的
我一个新方向。”

后来，随着移风易俗和殡葬改革
的持续深化，向寿进碰到的“麻烦事”
越来越少。“大概是2017年，我明显感
觉到市民对殡葬行业的态度有了很大
的改变，选择在殡仪馆悼念和火化安
葬逝者的越来越多，火化率也逐年提
升。多年的移风易俗宣传助推了大家
对殡葬服务的理解，我们不再是别人
眼中避之不及的对象，也经常有逝者

亲属紧握我们的手表示感激。”向寿进
坦言，如今的社会环境让他体会到自
己的工作越来越有价值和意义，当初
所受的委屈也随之烟消云散。

向寿进自诩胆子很大，但有件事
情现在想起还是让他后怕。向寿进多
年前接触了一具“死亡”接近一个星期
的“遗体”，由于当时死亡证明并没有
普及，亲属也一再确认当事人没有呼
吸，就联系殡仪馆安排火化。当时正逢
饭点，负责火化的同事想着吃完饭再
进行操作，当他重新返回火化室的时
候，发现当事人的眼睛睁开了，并且眼
球随着自己的移动在转动。同事吓得
连声呼喊，向寿进赶紧跑去确认，并在
第一时间联系了医院。由于当事人家
庭条件不好，在进行抢救期间，向寿进
和同事还发动身边人对其进行了捐
款。半年后，这位当事人还是被送到了
火化室。这次，再也没有“奇迹”发生。

自此之后，向寿进在工作中多了
一份谨慎。随着殡葬服务流程越来越
规范，死亡证明已经成为了遗体转运
前必看的文件，向寿进再也没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

“我接的每个逝者都是一份缘分，
能运送他们最后一程，把他们当作亲人
一样，让他们能更体面地、有尊严地离
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给自己积德。”
面对车上不会说话的“乘客”，向寿进早
已习惯，没有家属跟车的时候，也会和
遗体“聊”上几句。这些逝者在向寿进的

“陪伴”下，走完世间最后一段路，然后
化作一缕轻烟，随风散于人间。

灵车司机向寿进

为亡者摆渡最后一程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易蓝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张凯 唐跃坤） 3月15
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局机
关各科室、所属二级机构、建筑业
及物业管理企业等开展2024年住
建系统消防安全大宣传、大培训、
大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市消防救援支
队专家现场授课。“消防安全责任
人、管理人如果漠视消防工作，存
在侥幸心理，那就是最大的隐患。”
授课中，专业人员强调了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详细
讲解了如何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如

何进行事故防范、如何进行初起火
灾扑救，如何正确使用身边的消防
设施器材、如何进行火场逃生自救
等内容。在随后的消防设施设备操
作环节中，专业人员逐一讲解示
范，邀请参训人员现场实操，并进
入火灾模拟场地零距离体验火场
逃生。

活动过后，大家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将牢固树立“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充分认
清消防安全的严峻形势，进一步
增强安全意识，坚决防范各类事
故发生。

市住建局

培养“明白人”织牢安全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陈果 丁标） 为持续提
升商务系统安全管理水平，3月14
日，市商务局组织召开全市商贸流
通领域消防安全培训会。

会上，市消防救援支队培训
员进行集中授课和现场示范教
学，培训内容主要为典型火灾案
例警示分析、消防设施检查要点、
常用消防设施器材的使用等。参
会人员认真聆听培训员安全管理

专题辅导，吸取事故案例经验教
训，进一步认清商贸流通领域安
全生产形势，明确行业安全管理
重点，提升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
排查能力。

“本次活动，让我们的干部职
工和商贸流通企业进一步强化了
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更好地掌握了
消防器材使用、应急疏散流程，切
实提高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商务局

以学促行 提升安全意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金锦） 近日，记者从全
市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
2023 年，市民政局积极引导全市
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聚集组织
力量，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23 年，我市登记注册的社
会组织 2987 家，其中社会团体
136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620家，
基金会 2 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
18468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
达到28个。

助力乡村振兴。我市积极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四小屋”建设。
去年以来，全市完成建设 79 间

“四个小屋”建设（其中宝贝小屋
52间、阅读小屋13间、医生小屋7
间、直播小屋 7 间）。各类社会组
织根据自身优势，采取助学帮扶、
公益品牌助教、以购代销、直接助
销、实地帮扶等措施参与乡村振
兴。据统计，去年我市 323 家社会
组织共开展帮扶项目105个，资助
金额近3000万元，促销、帮销农产

品5600万元，开展技能培训、文艺
汇演 23 场，走访困难群众 2332
户，发放慰问金、慰问物资约 96
万元。

参与基层治理。我市加强社会
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做到了全覆盖。强化社区社会
组织培育，完成农村社区有5个以
上、城市社区有 10 个以上社区社
会组织的目标。同时，积极发动社
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共创平
安”“五社联动”等活动，在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改善社区环境、
预防化解内部矛盾、促进社区邻里
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
服务格局。

助力稳岗就业。过去一年，全
市社会组织面向高校毕业生发布
招聘岗位275个，实际招聘131人，
发布见习岗位121个，实际招聘76
人，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21场，
带动 423 个会员单位发布招聘岗
位521个。

凝聚社会组织力量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陈拓 黄信）“电厨具没有
明火，油烟还少，比传统厨房更加
低碳环保安全。”3月18日，面对前
来跟踪检查服务的国网邵阳供电
公司绿洲供电服务站工作人员，绥
宁民族中学后勤负责人连声感谢。

在此之前，该校食堂一直使用
液化气、气化炉等传统的烹饪灶
具，不但高污染、高耗能，还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近年来，随着“双碳”
理念深化，国网邵阳供电公司持续
加大电能替代推广宣传力度。在了
解相关政策后，该校计划逐步淘汰
传统燃煤燃气厨具。得知学校需
求，该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上门走访，经现场勘察为该
校量身定制了“全电厨房”方案和
用电接入方案，将原有的煤气灶替
换成电磁灶、电蒸柜等厨房电器，
并对线径截面积较小的老旧线路
进行整改，全力助推“全电厨房”走

进校园。项目改造后，整体厨房的
用能成本相比之前每年可节约成
本1.5万元，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
37吨，节能效果明显。

全电厨房的投运和推广是国
网邵阳供电公司积极推广电能替
代、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要举措之
一。该公司扎实落实“双碳”目标，
持续推进能效服务走访工作，组织
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供电辖区内
企业、校园、社区等区域，为客户建
立用能台账，制定更加环保便捷的
安全用电和个性化改造方案，积极
推动全电厨房、全电民宿、能源托
管等节能改造项目落地。

截至目前，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累计完成89所中小学厨房相关改
造建设，排查安全用电隐患135处。
下阶段，该公司将加大能效服务项
目推广力度，创新方式方法，通过
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项
目实施，有效提升能源利用率。

全电厨房“碳”新路
“供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原水、

制水、输配到二次供水，整个系统各个
环节都需要加强水质管理，才能让用
户用上好的自来水。”

“目前，不少老旧小区仍沿用总表
计量收费。在二次供水改造中，应同步
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3 月 15 日上午，邵阳市城镇供水
协会第六届第四次理事会召开。协会
成员齐聚一堂，就推进二次供水改造
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分享经验、提
出良策。

场外，春雨淅沥；场内，气氛热烈。
台上，市城镇供水协会相关负责人回顾
了过去一年协会在推进二次供水改造
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拓宽合作交流
平台、加快技术人才培养、加强自身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梳理了现存的短
板弱项，在总结和分析中明确未来前进
的方向。11个会员理事单位负责人聚焦
二次供水改造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的资金筹措、建设标准、运营管理、后期

维护等方面献计献策，在一项项切实可
行的建议中，绘就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蓝图。台下，参会人员聚精会神、认真
记录。精彩的发言、独到的见解，让他们
聆听在耳、牢记在心。

饮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活质量。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
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先行举
措，同时也是有效解决城乡供水突出
矛盾的关键措施。针对城市发展中日
益突出的老旧小区及高层建筑水压不
够、水质较差、漏损严重等问题，实施
二次供水改造是最理想、最有效的办
法。一边是二次供水改造和城乡供水
一体化建设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发
凸显，一边是我市改造任务重、压力大
的现状。如何提升二次供水改造和城
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质效，是各相关部
门和供水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出台城市二次供水
相关的管理规范及政策，建立长效的
运营责任主体，解决好城市供水‘最后

一公里’问题。”邵阳县自来水公司负
责人陈文杰说。

“农村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高，
管网维护难度大，管理人才欠缺，要强化
跨区域人才调配，加强技能培训，确保建
设和管理工作高质高效。”新宁县城乡供
水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罗伟表示。

“要加强智慧水务建设，建立二次
供水管理信息化平台，实时对水位、水
泵、电机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可以进行
报修服务及信息发布，实现综合的维
修管理。”绥宁县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刘
光善建议道。

“二次供水改造和城乡供水一体化
建设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的重要方面，各供水企业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从源头
水到用户龙头水的水质安全全过程管
控；要加强项目包装谋划，多渠道、多层
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支持。同时也希望
市城镇供水协会继续扑下身子，沉下心
来，多方调研，提出操作性强、可行性大
的建设性意见建议，切实当好政府的参
谋，当好企业的帮手。”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副局长黄双艳说。

二 次 供 水 攻 坚 克 难
——邵阳市城镇供水协会第六届第四次理事会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肖 佳 管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