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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14 日上午，洞口县雪峰街道
阳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舒
璟珺像往常一样走访社区居民，帮助
一名精神障碍女孩解决困难。下午，她
协助工作人员装修社区“长者食堂”，
为老人们谋福利。晚上，她又忙于为即
将小学、高中毕业的一双儿女做好“后
勤服务”。

在阳光社区做“领头雁”的这几
年，她一直这样忙碌而充实，满怀激情
地为社区居民尤其是“一老一小”排忧
解难，默默付出。

“只要用心用情，一切难题

都会有解”

2019 年，阳光社区居委会成立，
主要负责管理服务 25 栋廉租房的
1072 户 3276 人。换届选举后，社区群
众和党组织将“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的重任全部交给舒璟珺。

阳光社区的居民来自县内多地，
有下岗职工，有退役军人，有进城务
工人员，管理难度大，服务需求广。
1985年出生的舒璟珺勇于接受挑战，
坚信“只要用心用情，一切难题都会
有解”。

三年抗疫经历，让社区居民与舒
璟珺及其他干部建立了“心连心”的感
情基础。居民一遇到困难，找到舒璟珺
这位“贴心人”，就有了主心骨；一遇到
矛盾，找到舒璟珺这位“公正人”，就不
愁难题化解。

小区没有物业，居民们一遇到下
水道堵塞、停水停电等这类常见难题，
反映给社区，舒璟珺等就会化身为“物

业人员”，热心帮助解决。
有一次，两户居民因为遮阳棚

影响采光生了嫌隙红了脸。舒璟珺
马上赶到现场，“背靠背”讲道理，

“面对面”解心结。最后，矛盾双方红
脸变笑脸。

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很多。这
些年，舒璟珺和其他干部都能尽力将
困难解决在社区，做到矛盾纠纷不出
社区。

“希望把更多困难老人孩子

带进阳光里”

“老公常年在外地上班，我上有老
下有小，照顾老小时，深切感受到他们
的难处。所以，我特别关注社区里的

‘一老一小’，希望用自己的微薄力量，
把更多困难老人孩子带进阳光里。”舒
璟珺说。

社区有一名小女孩，父母婚变。
受家庭环境影响，她几乎不学习，还
经常打扮成“小太妹”模样。舒璟珺很
着急，不计较多次吃闭门羹，不在乎

“热脸贴冷屁股”，设法联系上女孩的
母亲，与女孩也见上了面。舒璟珺分
别与这对母女细声细语沟通，聊天聊
到她们心坎里。现在，这对母女关系
缓和。

社区还有一名女童，父母常年在
外务工，由爷爷奶奶教育。这名女童
受环境影响，有了攀比心理，排斥爷
爷奶奶。舒璟珺以“妈妈”的角色，将
道理融入一个个小故事，让女童受到
教育。舒璟珺细心地将女童的每一点
进步记录下来，为女童“积分”。2024

年春节前，她让女童根据积分，来社
区兑换了一个书包。女童很开心，现
在每天都在进步。

舒璟珺有些愧疚地说：“讲实话，
我对自己的小孩都没有这么用心。”

“大家已经处成了亲人家人”

这几年，舒璟珺带领她的团队在
社区努力营造着一片又一片“阳光”。

每年，90 多名志愿者活跃在社
区的各个角落，服务在每位有需要
的居民家中。残障老人头发长了，
志愿者们上门理发；老人不会使用
生活设施，或设施出现小故障，志
愿者们上门服务；楼道垃圾多了，牛
皮癣多了，志愿者们拿着工具就去
清理了。

这些情景，社区居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每逢社区工作需要支持
时，居民们都从不太理解迅速转变到
积极配合。

舒璟珺清晰地记得，去年6月底，
社区按照上级要求清理居民在楼顶搭
建的鸡鸭棚、杂乱无章的“菜地”等等。
一开始，居民们不太理解，纷纷反对。
舒璟珺和其他干部努力做工作后，居
民们都在社区干部的协助下完成了楼
顶卫生的彻底整治。就连最“执拗”的
一户老人，最后都将楼顶和楼道的杂
物全部清除。

一想到这些，舒璟珺的心底就涌
上一阵阵感动。她说：“我们和社区居
民都已经慢慢处成了亲人、家人。”如
今的阳光社区,和谐洒落在温暖的阳
光里。

“领头雁”舒璟珺的“阳光情”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袁天舟

5 月11 日，新宁县崀山镇六坪村
的农户们忙于早稻田间管理。去年，他
们采用了“老唐”推荐的配方，肥料费
用减少了，产量却增加了。

被农户亲切称呼“老唐”的，是新
宁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土壤部负责人
唐志文。一到农忙时节，他就会来到田
间地头，为农家土壤“把脉”，为农户提
供种植“良方”。

“土壤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

‘饿’着”

1989年，唐志文从华中农业大学
毕业后，怀揣着“沃土梦”回到新宁家
乡，努力提升家乡的土壤肥力和粮食
产量，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土
专家”。

2008 年的一天，他在县城郊区
观瀑村下乡时，听到蔬菜种植户老
刘抱怨：已经放了很多肥料，却一直
不见菜长起来。详细了解后，唐志文
知道了症结：老刘长期使用化肥，导
致土壤酸性过高。他当场建议老刘
撒些石灰降低土壤酸性，并多施有
机肥。老刘采用了他的“方子”后，蔬
菜长势较好。

老唐说：“土壤和人一样是有生命
的，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饿’着。”
新宁种植有 2.67 万公顷水稻、3.47 万
公顷脐橙。以前，不少农户过度依赖化
肥，陷入“越不长越施肥，越施肥越不
长”的怪圈。

为了“对症下药”，2008 年，唐志
文牵头负责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
应用工作至今。在新宁县水稻、玉米、
脐橙等主要农作物生产上，他们累计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65.23万公顷，

节省化肥成本 10220 万元；稻谷、玉
米、脐橙亩均分别增产20.49公斤、20
公斤、50公斤等。

“要拯救土壤，应用有机肥

势在必行”

在做好测土配方施肥的同时，唐
志文深深地感觉到，要拯救土壤，应用
有机肥已经势在必行。

唐志文介绍，从 2009 年起，县里
每年安排100万元以上的经费用于发
展绿肥生产，并将绿肥生产作为战略
举措来抓。

2018 年，唐志文等人共同努力，
成功探索出“猪—沼—果”有机肥利用
模式，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了变废为
宝。因成效显著，当年，新宁县成功申
报全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
目县。

“ 我 采 用‘ 猪 — 沼 — 果 ’模 式
后，脐橙的甜度明显提高了，口感
好了，销量也增加了。”脐橙种植户
陈志华说，经测产验收，他的脐橙
每亩产量增加 130 公斤，每亩产值
增加 520 元；糖度提高 0.2%，酸度降
低 0.1%。

现在，“有机肥是个宝”已成为种
植户的共识，新宁县脐橙种植使用有
机肥覆盖面已达到80%以上。有识之
士先后在新宁建立了齐兴有机肥厂、
宏润丰有机肥厂和金瑞锋生物有机
肥厂，让新宁县每年新增有机肥 1.2
万吨。

“不能种了子孙的地，还断了

子孙的粮”

“以前，我们这里的土地，经常是

没雨就旱了，下雨就涝了，收成很不
好，很多乡亲都把耕地荒了。”新宁县
种粮大户张曙光说，现在好了，有了机
耕道，修了灌水渠，以前的“旱田烂泥
田”变成了“良田”，成本少了、收益高
了，村民耕种的干劲更足了，现在村里
基本上没有一块荒田。

如何让农田复耕、粮食增产、农户
增收，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效能？唐
志文一直在努力。2010 年起，唐志文
担任“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田间
工程项目”负责人期间，让每寸耕地都
成为“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旱能
灌、涝能排”的丰收沃土。通过项目实
施，每亩平均增产101公斤，新宁县累
计新增粮食产能 6.8 万吨，新增产值
19040万元。

付出终有收获。唐志文结合平
时试验示范、技术指导和调查研究
等实际，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先后撰写刊发了一大批调研文章和
学 术 论 文 。他 还 组 织 开 办 培 训 班
130 期，培训农民 4 万余人次，提高
了农民的生产技能，有力推动了乡
村振兴。

“不能种了子孙的地，还断了子
孙的粮。”如今，已快退休的唐志文依
然工作在第一线，努力耕耘自己的

“沃土梦”。

“土专家”唐志文的“沃土梦”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 坚 杨 眉 李小安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鄢跃斌
余和丰 陈德凯） 5月13日，新
宁县崀山镇双江村的村民仍对该
村现役军人易孝炬荣立个人二等
功的事津津乐道。不久前，该村锣
鼓喧天，鞭炮齐鸣，乡亲们用最朴
实的仪式迎接易孝炬回到家乡。

欢送喜报现场，军地负责人
为军人家属披上绶带，送上立功
喜报、奖励证书以及“二等功臣
之家”牌匾，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了解其家庭生活情况，感谢他们
对国防事业的支持。乡亲们纷纷
拿出手机记录这一荣光时刻，共
同分享喜悦，现场洋溢着拥军优
属的浓厚氛围。易孝炬说：“这些
年，我一直在部队服役，现在带
着荣誉回到家乡。看到父母和乡

亲们这么高兴，我非常欣慰，以
后将加倍努力，争取获得更好的
荣誉，不辜负部队的培养和父老
乡亲的期望。”

据了解，此次该县荣立个人
二等功的还有黄金瑶族乡黄金村
的现役军人温纪林。近年来，新宁
县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为目标，利用每年征兵入伍
的时机，将送新兵和送喜报这两
件光荣的事项合并进行。不仅让
老兵的荣光在家乡闪耀，还能激
励光荣入伍的新兵争取更大荣
光，形成良好风尚。据该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统计，自2023年9月以
来，新宁籍现役军人共有 245 人
立功受奖。其中，荣立二等功 2
人，三等功46人。

新 宁

让拥军优属蔚然成风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李红霞） 5月13日，邵
东经开区城北管理办组织全体干
部到该市灵官殿镇双河口村，开
展乡村振兴“四个一”活动，做实
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工作。

当天，城北管理办工作人员
分组走访双河口村帮扶对象，了
解“两不愁三保障”及安全饮水情
况，比对今年的收入情况和生活
状况，讲解惠农惠民政策，鼓励其
发展畜禽养殖，勤劳致富。在帮扶

对象罗建兵家中，工作人员详细
了解其生产、生活困难，送上党和
政府的关怀。

随后，城北管理办组织在该
村召开民情恳谈会，与村民代表
面对面交流，在了解村民代表、村

“两委”及驻村干部关于修建便民
村道、山塘清淤固堤等意愿后，城
北管理办立即协调相关职能部
门，形成可行性方案，并结合实际
情况给予政策支持，为村民切实
解决困难，助力乡村振兴。

邵东经开区

服务践初心 关怀暖人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杨映波 杨清华 梁波）

“要拥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
境，需要强大的国防实力。”5 月
10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在该县第
一民族中学开展青少年国防应急
技能轮训活动，学子们迎来了一
堂“干货”满满的国防教育课。

培训中，来自湖南省青少年
国防应急技能培训中心及该县消
防救援大队的教官们向师生们现
场展示了常用的消防器材，详细

讲解了灭火器使用、防护服和防
火防毒面具穿戴、应急卫生救护
等技能知识，同时对 95 式步枪、
40火箭筒、迫击炮等仿真式武器
进行了讲解和实操演示。

大家现场亲身体验、情绪高
涨，纷纷表示长大后要为国防
作贡献。“我们要从现在做起，
热爱学习、强健体魄，树爱国之
心，立报国之志！”城步苗族自
治县第一民族中学的学生阳敏
辉说道。

城 步

国防教育走进校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朱新华 吕湘华 欧阳修文）
5月11日，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公
布了2024年4月份全省农村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攻坚消薄”专
项行动工作表现突出单位名单，大
祥区交通运输局荣获“全省农村公
路工作表现突出单位”。

大祥区今年省定农村公路生
命安全防护工程计划 66.551 公
里，涉及7个乡镇（街道）25个行
政村，点多、线长、面广，任务重、
时间紧、难度大。

为高效推进这一工程，大祥
区将“攻坚消薄”行动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全

面加强农村道路的安全管理责
任，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村道路
风险隐患排查与整治工作。为确
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大祥区成立
了以副区长为组长的整治小组，
汇聚了交通、公安、交警、应急、城
管等多部门力量，形成了强大的
工作合力。明确了各项目的具体
负责人，并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
和奖惩机制，以确保工程能够高
质量、高效率地推进。

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省交
通运输厅下达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建设任务的84.22%，确保全区农
村道路交通运输安全形势稳定，
同时也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强有
力的交通基础保障。

大 祥

农村公路安防工程稳步推进

5月19日，农机员在绥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用无人机空中运

送水稻秧苗。近年来，绥宁农商银行通过“农机贷”服务，加大对农业

机械化信贷资金投放力度，解决农民购买农机的资金需求，有效助推

农村生产力提升和农业机械化发展。 滕治中 向洁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