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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李中 鄢跃斌） 4月22日，新宁县市民
服务中心各窗口像往常一样秩序井然，
工作人员热情地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

近年来，新宁县以政务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为契机，持续强
化管理，做优服务，全力实现政务服务从

“能办”向“好办”“易办”“智慧办”转变，
打造环境更美、办事更快、服务更优的新
样板，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政务服务保障。

为标准化建设“立制”，推动环境更
美。新宁县市民服务中心对42个窗口单
位建立“优中选优”的人员派驻机制，实
行首问负责、服务承诺、一次性告知、限
时办结等工作制度，建立完善“一窗式”
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的运
行模式。对 416 项事项重新制作办事指
南，推进住建、发改等42个部门的1824

项事项实现应进尽进。投入200多万元对
政务大厅进行升级改造，优化设置“一件
事一次办”综合窗口，提供充电宝、雨伞、
医药箱等便民物品，在130个窗口设置评
价器，配备智能化设备，为群众搭建高效
便捷的办事平台，打造“最美政务环境”。

为规范化建设“增智”，推动办事更
快。该中心全面开展与广西资源县“跨省
通办”合作，全年办理跨省通办事项
10310件。完成26个主题式、套餐式场景
应用建设，推出“我要办理临时用地审
批”“我要办个人创业一件事”等5个主
题式、套餐式集成服务。聚焦“医疗健康、
交通出行、适老关怀”等，在“湘易办”旗
舰店上线 30 个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服
务事项，推动旗舰店服务事项更加丰富、
实用。构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全力
破解“政务数据共享难”，推动各类数据
多源汇聚、深度融合、安全可控和有效共

享，促使该县平均网办率达到 99.95%。
智慧政务的深度融合，让群众办事既有
温度，又有速度。

为便利化建设“提质”，推动服务更
优。该中心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聘
请“社会监督评审团”，广泛收集意见建
议，以“群众评窗口”推动审批服务水准全
面提升，以“企业评部门”推动审批服务问
题及时纾解。常态化开展“走流程、解难
题、优服务”行动，进一步优化调整事项结
构，清理取消证明材料41项，减少中介服
务事项48项。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一般
登记由原来的30日办结降为5个工作日
办结，注销登记即时办结；住建局窗口的
工程报建时间压缩至原来的40%；残联窗
口针对残疾证办理事项实行“跨域通办”，
将办理时限由5个工作日缩减至5分钟。
服务效能的优化提升，让群众在政务大厅
真正实现“高效快捷办成一件事”。

新宁县 优化服务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马力 肖宇驰） 4月19日，武冈市开展
第一批豆卤制品行业专项创业培训，稠
树塘镇、晏田乡等5个培训班同时开班，
150名有创业意向的村民参加培训。

在稠树塘镇培训班上，村民们认真
聆听课程、做好学习笔记。田塘村20组
的小伙子曾德胜便是其中一个。“免费的
创业培训课开到了家门口，让我对如何
传承和发扬豆卤制品行业有了新的认
知，感觉信心满满！”

“法新豆腐”原产于武冈稠树塘镇法
新村，其制作技术是当地世代相传的传统
民间手工工艺，“做豆腐”成为当地男女老

少的基本技能。曾德胜的家族中便有不少
人从事豆制品加工行业，从小耳濡目染，
使他对豆制品加工行业产生了浓厚的情
怀。大学还没毕业的他抽空报名参加培
训，学习豆制品创业和销售知识，以新青
年的思维和想法，带动更多人致富。

武冈市立足地方特色食品产业资源
优势，坚持走具有武冈特色的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今年年初以来，该市
学习借鉴“柳州螺蛳粉”“沙县小吃”等地
方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大豆卤制品
加工人才培养，引领“啤酒+卤菜+豆制
品+N”的特色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吸引特色食品行业种养、生产、

研发、销售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和团队，推
动特色食品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武冈市人社局将就业、创业支持政
策重点向特色食品加工业倾斜，安排创
业培训资金30万元、创业补贴资金20万
元、技能培训资金100万元，计划完成特
色食品加工类创业培训 200 人、技能培
训650人，支持建设1家特色食品加工创
业孵化基地。“第一批豆卤制品行业专项
创业培训时间为8天，每天7个学时，采
取安排师资定点和下乡培训两种方式，
聚力培养豆卤制品创业人才，为我市特
色食品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武冈
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洁娴说。

武冈市 创业培训为食品产业赋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范伟楠 王萍） “一定要把这个坑填
满，否则一旦发生积水，就容易出现死苗
的情况。”4 月 19 日，在邵阳县白仓镇
中乙村的烤烟种植基地里，种植户陈
坚强正组织 40 余名烟农对烟苗进行田
间管护。

烟叶产业是邵阳县强县富民的主导
产业之一。眼下正值烤烟管护的关键时
期，随处可见烟农繁忙劳作的场景，他们
严格按照大田管理各项技术措施要求，
抓细抓实培土、施肥、除草、清沟等工作，
田间地头奏响了劳动乐章，烟田间一片
繁忙景象。

2020年，陈坚强看到家乡基础设施
条件改善，发现在烟叶种植的全过程中
有县烟草部门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在

外务工的陈坚强便从深圳辞职返乡，流
转土地发展种植烤烟。经过3年多的烤
烟种植，他从种烟“生手”，变成了种烟的

“能手”。如今，陈坚强尝到了种烟的“甜
头”，烟叶种植面积也从以前的5.3公顷
逐年递增到18.6公顷。

除了在田间管护的烟农，这段时期
也是烟技人员最忙碌的时候。

在邵阳县河伯乡上阳村烤烟种植基
地里，一垄垄碧绿的烟苗随风摇曳，生机盎
然。县烟草部门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精
准指导烟农陈立国进行烟株培土、排水、除
草、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督促他加强田间管
护，切实让“绿叶子”变“金叶子”。

“培土尽量把它培好，培到这个垄体
比较饱满，到时烟苗根系就长得开，就好
吃到肥水长得快。”塘田市镇烟草站胡塘

点烟叶技术员李超文一边示范，一边讲
解田间管理相关要点内容。

为确保烟叶质量安全和烟区生态可
持续发展，邵阳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按
照“人员定位到网格、服务对接到农户”和
网格管理员“服务一个网格区域，负责烟
叶管理，解决一线生产问题”的工作要求，
深入推进烟叶生产管理网格化、规范化、
精准化，为烟叶增产，助烟农增收。

2024年，邵阳县紧紧围绕省“1134”
发展思路和市“双十”烟叶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认真贯彻落实“两稳两提”工作要
求和“争创全省烤烟生产强县”的目标任
务，种植烤烟1066.7公顷，计划收购烟叶
4.2万担，预计完成烟叶税1500万元，其
中K326特色品种300公顷，预计收购烟
叶1万担。

邵阳县 服务到田间“绿叶”变“金叶”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乐 胡雪媛
谭佳） 4 月 23 日大清早，洞
口县石柱镇东征村种粮大户
戴志远就来到他的双季稻种
植基地里忙碌。时下的石柱镇
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喜人的

“春耕图”。
今年年初以来，该镇党委

政府坚决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以“时时抓紧、处处抓
实”的责任感，通过党建引领、
人才带动、保障农资等方式，奋
力打好春耕生产的“主动仗”。

今年年初，该镇党委就明
确了春耕备耕工作重点和目
标任务，将“包管责任制”与

“片组邻”三长制相结合，采取
“领导班子成员包村、村干部
和党员包户”的方式，层层传
导压力，将责任落实到每一名
党员干部、种粮大户上。积极
引导群众抢抓农时、因地制宜
做好春耕生产工作。积极开展
早稻集中育秧，为春耕生产

“加速”。
该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培训
11 支“党员干部+驻村干部”
的春耕生产小分队，深入辖区
各村开展“入户走访、召开院
落会、悬挂横幅”等形式的全
方位宣传，面对面向农户传授
惠农政策、病虫害防治技术、
插秧机等农业设备的操作与
维护等相关知识，准确统计农
户家庭粮食种植面积、所需种
子数量，确保不违农时、不误
农事。

该镇持续加大政策支持
和工作推进力度，确保耕地地
力保护、农机购置、集中育秧、
机插机抛等各项补贴资金及
时、足额发放到种粮农户和种
粮主体手中。在东征村，该镇
通过14个集中育秧大棚育秧
6000 多平方米，满足农户需
求。同时，为农户备耕备种农
膜6.15吨，种子2.5万公斤，化
肥 400 吨。该镇利用育秧机、
插秧机、收割机、无人机等机
械设备，按时间节点完成育秧
机械化设施推进，极大地提高
了耕作效率。

洞口石柱镇

全力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谭宇 通讯员 阳望春 陈科帆）

“幽幽峒茶香，浓浓油茶情。”4
月 20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汀
坪乡举行第二届油茶文化活
动暨首届峒茶文化活动，以茶
相约，以茶会友，吸引四面八
方来客一起赏茶、品茶、采茶，
体验少数民族打糍粑、跳竹竿
舞、长龙宴等民俗活动，现场
热闹非凡，茶香四溢。

活动设置了油茶茶艺大
赛、农产品展销区、油茶峒茶
品鉴区、打糍粑、跳竹竿舞、长
龙宴民俗活动体验区，吸引众
多嘉宾和游客体验和品尝。此
外，现场举行了签约仪式，签
约达成意向投资 1000 余万
元，助力农业产业发展，促进
产业增收。

“今天这场活动，带有
浓浓的苗乡特色，我品尝到
了苗乡风味的油茶，茶香浓
郁，让人回味无穷。喝着美
味的油茶，感受浓郁的茶文
化，体验热情的苗族风情，
在这里，我看到了乡村振兴
的发展成果。”外地慕名而
来的游客王女士品尝着苗

乡油茶感慨地说。
汀坪乡是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城步油茶的发
源地，现有峒茶 300 多公顷，
100 年以上树龄的古峒茶树
近 2 万株，被誉为“峒茶之
乡”。近年来，该乡党委、政府
坚持“生态立乡、项目兴乡、人
才强乡、开放活乡”的发展战
略，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两茶”特色产业，通
过成立峒茶产业化联合体，以
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等经营
主体将分散的种植户联合起
来，形成规模优势，将茶农的
种植、生产、销售连接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共同推进城步峒
茶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目前
年产值已达3000万元。

该乡还引进了湖南峒境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峒
红茶业开发有限公司两家企
业，总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
峒茶加工厂2家，集茶叶种植、
加工、销售、茶文化传播于一
体，有效解决茶叶销售问题，
实现峒茶生产总值年净增600
万元，带动100多名村民就业
和增收致富。

城 步

以茶会友 传承苗族非遗文化

邵阳日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胡杏）“近几年，我
们使用有机肥种植红提，不仅
节省了成本，还大幅提升了红
提的品质，现在我们东山红提
这张名片已经传递到了全国
各地。”4月23日，绥宁县东山
侗族乡红提种植户李志军介
绍，村民们收获的油菜籽、茶
籽等农作物与食用油加工企
业签订订单回收，油料加工废
弃物又被有机肥制造企业合
理利用，农民真正体验到了循
环农业的实惠，大家的腰包也
越来越鼓。

近年来，绥宁县抢占农业
生态环保科技新高地，通过招
商引资在绥宁县湘商产业园
打造了特沃斯生态产业园，该
园区投资3.8亿元，一期工程
已建成1条年产30万吨生物
有机肥生产线、1条年产20万

吨低温挤压造粒生产线、1条
年产10万吨功能微生物菌剂
发酵线及配套设施。园区投产
后，打通了绥宁县循环农业、
种养、废弃物等资源化利用的

“最后一公里”，解决了绥宁县
农村秸秆、饼粕废弃物、稻草
等深加工再利用问题，实现了

“从田里来，回田里去；从山上
来，回山上去”的目标，同时也
大力推进了绥宁乡村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开展，有力促进了
乡村振兴发展。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逐步
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减少了加
工成本，让更多的种植户获得
更大的收益。”特沃斯生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陈孝
刚介绍说，通过循环农业带动，
当地的水稻制种以及红提、黄
桃、猕猴桃等特色农业迅速发
展，农民增收超5亿元。

绥宁
循环农业让老百姓

“钱袋子”鼓了起来

4 月 22 日，隆回县羊

古坳镇雷峰村超级杂交水

稻高产攻关科研基地里，

村民在移栽再生稻秧苗。

今年是该基地实施再生稻

高产试验示范的第三年，

示范种植面积 7.2 公顷。

2022年和2023年，该基地

栽培的再生稻“头季+再

生季”经专家现场测产创

全省高产纪录。

贺上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