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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 鑫
张伟 通讯员 黄开龙 胡杏 南
慕容）“妈，我带你旅游去。”5月11
日晚，刚忙完工作的刘安良拨通了
母亲的电话，带着家人从市区出发，
前往绥宁县黄桑生态旅游区。“平时
没时间出远门，这次和家人一起来
个周末游。”

绥宁素有“山水园林之城、苗侗
风情之都、宜居宜游之地”的美誉。
夜晚的绥宁更显幽静：莳竹水边秀木
吐翠，随风摇曳；牛坡头山百花娇艳，
含露欲滴；花园阁水上飞鸟盘旋，岛
上婉转啼鸣……富有诗意的绥宁大
地安静地等待着游客朋友的到来。

3 小时的车程在家人的陪伴下
一晃而过，刚下高速，女儿刘紫馨迫
不及待地摇下车窗，深吸一口气，甩
掉了一路的疲惫。

近年来，绥宁县致力打赢蓝天保
卫战，持续开展燃煤小锅炉关闭、工
业污染治理与监管、建筑工地扬尘控
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整治等11项专
项行动，空气质量不断改善。2023
年，该县获生态环境领域省政府真抓
实干激励奖励，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为2.48，同比下降（改善）11.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58天，优良率
达98.08%。在这片“天然氧吧”里徜
徉，一呼一吸间尽是清新空气。

住在山林间的民宿里，刘安良
和家人一起探讨着明天的旅程。“这
附近的景点相对集中，我们可以一
次全部逛完。”

目前，绥宁“国”字号旅游名片
达 13 张，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5
个。全县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1 个、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 2 个，上堡村等 13 个村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2023 年，全县旅
游共接待游客 295.53 万人次，同比
增长 61.04％，其中国内游客 295.53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1.16 亿元，
同比增长57.41％。

“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减少对
石油的依赖，更有助于改善生态环
境。”刘安良驾驶着最近购买的新能
源汽车，行驶在平坦整洁的省道上，
他的心情格外舒畅。

2023 年，绥宁县实行机动车环
保检测和安检同步，全面淘汰黄标
车，公交车由油改电。对县城主要
街道实行柴油货车交通管制，划定
了管制区域，设定了管制时间
措施。同时，为缓解交通压
力，改善出行体验，该县结合

“四城同创”工作全面开展县
城大清扫、大清洗，切实增加
湿式清扫和洒水、冲洗频次，强

化除尘、抑尘，减轻道路二次扬尘污
染，在扬尘现象较重路段启动抑尘车
实时降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渣
土运输实行密闭运输，杜绝抛洒滴漏
现象，确保路面、绿化带、街道、人行道
经常保持干净。

在六鹅洞瀑布景区内，闻到的
是百花香，听到的是虫鸟鸣。一阵
微风吹过，瀑布四周的竹林被吹得
沙沙作响。刘安良说：“早就听说这
里竹产业资源丰富，在南竹产业的
发展道路上，绥宁有着独特优势。”

该县坚持以竹木产业作为全县
主导产业，培育主体产品，打造特色
园区，推动“竹子之乡”向“竹业之
乡”转变。该县竹加工规模企业发
展至24家，创国家级名牌5个、省级
名牌14个；竹滑板全国市场占有率
达 40%、竹筷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
30%，木复合集装箱板车产量达6万
立方米，竹木加工产值达 17 亿元。
袁家团工业园、关峡湘商产业园分
别获评“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
全省“135”创新创业重点园区。

绥宁县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为发展赋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
宇 易鑫 通讯员 肖斌辉 唐
庆武） 为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
全风险，近日，新邵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酿溪镇学校
食堂开展专项检查。

自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以来，新邵县聚焦突出问
题，靶向施力、精准施策，全面
排查整治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大力提升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

该县组织工作专班分层开展
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
训，对全县 299 名学校食品安全
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与全县 4

所中专院校、238所大中小学校、
79家幼儿园食堂及2家学校食堂
承包经营企业均签订了食品安全
承诺书。督促各类学校围绕食品
安全制度建设、设施设备维护、有
害生物防治等重点环节，抓好自
查自纠，共排查问题、隐患 172
个。采取自查、互查、跨乡镇交叉
检查、联合督查等方式，督促整改
问题 371 个。指导全县 299 所学
校食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
员，并全部接入“互联网+明厨亮
灶”监管平台。邀请家长委员会、
网络媒体、人大代表等，积极参与
校园食品安全开放日、餐饮安全

“你我同查”等活动。

新邵县

推进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邓淑月） 为增强
属地管理责任意识和学校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意识，把推动末端发
力、终端见效打造成工作常态，保
持校园食品安全警钟长鸣，5月6
日，武冈市2024年校园食品安全
事故（IV 级）应急演练在武冈市
第一中学举行。

此次演练采取内场模拟、外
场录播相结合的形式，按照事件
报告与初步调查、应急响应与应

急处置、舆情应对与信息发布、响
应终止与后期处置4个科目组织
实施，模拟了邓元泰镇中心小学
学生用餐后相继发生食源性疾
病事件，武冈市政府迅速启动食
品安全事故 IV 级应急响应，指
挥调度各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的
全过程，全面检验了各级各部门
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能力，积
累了实战经验，达到了检验预
案、磨合机制、提升能力、教育公
众的目的。

武冈市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邓朝
霞 通讯员 赵莉琳） 5 月 11
日，为规范辖区农贸市场、店铺等
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邵东市杨
桥镇茶亭村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和
防范野蘑菇中毒整治宣传活动，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守护群众“舌
尖”安全。

当天，工作人员对餐饮、商超
等店铺的环境卫生和“三无”、过
期、变质食品等情况进行检查，并
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和整改期限；同时，工作人员通过
现场讲解和发放宣传册等方式，
对商户进行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
宣传，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杜
绝“三无”产品，切实保障居民的
食品安全。

此外，该村片组邻“三长”走
楼入户向村民发放宣传册，科普
常见野生毒蘑菇的识别特征、中
毒症状和处理方式等知识，劝导
广大群众不采摘、不食用、不买卖
野生蘑菇。

邵东市杨桥镇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唐旭 刘凌志） 5 月 10
日至5月12日，绥宁县寨市苗族侗
族乡组织全镇党员干部 200 余人，
开展景区环境卫生、路域环境、交通
疏导、现场安保、后勤保障和志愿服
务等的综合整治，为游客提供整洁、
舒适的旅游环境，确保绥宁苗族“四
月八”姑娘节顺利举行。

在卫生整治方面，该乡组织乡
村干部20余人带领群众代表在寨市
村、黄桑村及旅游线路沿线进行环
境卫生大清扫大整治，确保公路沿
线无积存垃圾、零散垃圾、杂草、柴

草垛等。同时，寨市村通过采取“开
门迎客”措施，号召全体居民自主打
扫清理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大大
改善了街道和沿线道路的环境。

在路域环境整治方面，该乡加强
了道路的维护和绿化工作，确保道路
平整、安全，同时美化了道路环境。

在安全保障方面，该乡设立了
临时指挥部，组织60余名乡村干部
着力加强现场安保力量，确保节日
期间的安全稳定。同时，加强了与
公安、消防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制定
了应急预案，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

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

美化环境喜迎四月八姑娘节

（上接4版）
为在社区大力培育文明风尚，“丰

江管家”牵头开展“守法道德模范户”
“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评选活
动，每季度开展1 次文明家庭与个人
评选，用道德的力量感召居民，以“身
边人身边事”影响居民，促进家庭和
睦、邻里和谐的良好风气形成。周玉
珍是最美婆婆代表，她管教孙子、孙
女有方法，与媳妇相处和睦，她说：

“小家和谐文明，才能促进社区的和
谐文明；每个社区和谐文明，就能提
升城市的和谐文明。因此，我们必须
建设好家庭。”

丰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利用
阵地平台，建立了市民法制学校、道德
讲堂，“丰江管家”担任学校、讲堂的

“校长”，坚持每周一下午组织党员干
部及村民代表集中学习，把党的创新

理论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输入
百姓心中。

在“丰江管家”志愿服务队中有一
支重要的文化队伍——夕阳红文艺文
化队。该队伍由一群热爱文艺、热心
公益的老年人组成，他们分为腰鼓队、
广场舞队、书法队等。这些队员们以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为舞台，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举办书法、舞蹈教学，开展节日联欢晚
会等等，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传播
了新时代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践行文明规范，引带群众
打造和谐社区

丰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社
区下辖的议事、禁毒等10个自治组织
整合，专门成立了由管家们组成的“和
事佬”工作室，负责调解居民纠纷、开

展法制宣传、帮助贫困居民等工作。
至今，已调解居民矛盾纠纷 30 余起，
帮助社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50余件。

管家周朝华、周朝阳等人，自发组
建一支巡防巡控队伍，夜晚巡逻小区，
守护平安。管家郑云平发挥职业特
长，义务担任社区法律顾问，每月为居
民开展法治讲座，提供“点对点”法律
咨询服务，提高了居民懂法用法意识。

2022 年 4 月抗疫期间，管家们带
动 60 余名党员群众在疫情一线做志
愿者，一天内完成了238栋楼、386户
居民的人员摸底排查任务，为居民跑
腿解决“购物难”问题 200 多次。如
今，在“丰江管家”自治模式管理下，丰
江社区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
社 区 ”，居 民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率 达
100%。社区于 2019 年成功创建为邵
阳市信访“三无”乡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周旭芳 熊依婷 熊
小洋） 眼下，武冈1.35万公顷油菜
陆续进入成熟期，种植大户抢抓农
时，采用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畅享丰
收喜悦。

在武冈湾头桥镇万亩油菜种植
示范基地，农机人员熟练地驾驶着
割晒机平稳前行，轻松收割油菜。
郁郁葱葱的油菜接连成片，收割后
的油菜整齐放置在田里。“我们现在
采用的是分段式收割，根据油菜的
生长习性，将油菜分为两次进行收
获作业。第一次将它割倒，晾晒大
概三天到四天后，再用机械捡拾脱
粒。与之前的人工收割或者一次性
机械收割相比，油菜分段机械收割
技术，让油菜损失率更低，出油率更
高，并且不怕天气变化，有效实现了

增产增收。”武冈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李奇良介绍道。

在另一片油菜田里，经过割倒
晾晒的油菜籽已经完全成熟，收
割机在油菜田中来回穿梭，齿轮
转动间，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
工序一气呵成。油菜果壳和油菜
秸秆被碾成碎片，作为天然的有
机肥料直接抛洒还田，实现秸秆
绿色利用。

“今年我种了 1200 多亩油菜，
将全部采取机械化分段式收割，可
以将收割损失率控制在 10%以内，
同时还可以提高油菜的品相和出油
率，亩产可达150公斤左右，每亩油
菜可以增收200元以上。”湾头桥镇
再生稻种植大户罗功彪说道。以往
种植农作物，最大的成本就是人
工。如今，无论小麦、油菜还是水

稻，从播种到收割全部采用机械化，
极大地节约了劳动成本，并且为下
季农作物抢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为了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武
冈市大力推广“双高双低”油菜品
种，指导落实“开好三沟、合理密植、
普施硼肥、一喷四促”等关键技术，
因时因田开展肥水调控，加大轻简
化栽培机械推广力度，让全市油菜
机播率同期提升4.8%，并组建6个技
术指导组常年开展技术服务，成功
创建 6 个油菜万亩示范片，36 个千
亩示范片。

目前，武冈油菜机械化收割率
超60%以上，已收割部分的油菜占总
体种植量的 90％以上。由于品种
好、田间管理得当，脱粒后的油菜籽
总产量相较去年略有增长，同比增
产5.3%。

武冈市

机械化分段式收割促油菜丰收

5月14日，农技人员在武冈市水浸评乡黄菜村中药材覆盆子基
地调研中药材种植有关情况。今年，该乡种植中药材覆盆子、桑蚕等
40余公顷，拓宽了农民致富路。 王岐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