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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邵东市总
工会联合多家单位在邵东
市缤纷环球城开展 2024
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图为邵东市飞鹰救援
队向市民朋友现场教学心
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
等急救知识。

邵阳日报记者 易鑫
通讯员 李婧

摄影报道

6 月 17 日是第 30 个世界防治荒
漠化与干旱日，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通过 30 周年。为改造石漠化
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几十年来，隆回
县在2万多公顷石漠化地区栽植柏木
1.5 亿株，蓄积 150 多万立方米，有效
控制了石灰岩山的水土流失和岩面辐
射，人均增加林地0.03公顷，森林覆盖
率由 35.3%提高到了 55.15%，创造了

“石山生绿石岭常青”的奇迹。

石山造林“薪火相传”

石漠化是“土地的癌症”。隆回县
地处衡邵干旱走廊西北部，气候干旱。
全县有石灰岩山地 41333 公顷，其中
岩石裸露率30%以上的石灰岩石山2
万多公顷，分布于境内南部12个乡镇
和3个国有林场。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隆回历届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石漠化治理，坚持
县委书记、县长挂帅，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协同作战，石山造林政
策坚持至今。

该县紧紧抓住“五年消灭宜林荒
山，十年绿化隆回”、长防工程、退耕还
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项目实施契机，
通过每年办点示范，县级领导先后办
点45处、造林1533公顷，县直部门和
乡镇办点310处、造林5467公顷。

为了广泛筹措资金，该县把石漠化
综合治理与长防林、速丰林、退耕还林等
工程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将帮扶开发、以
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小流域
治理等重点项目资金向石漠化地区倾

斜。通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项目支持，
鼓励大户造林。为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
该县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采取
出租、转包、联营、转让等形式进行土地
流转，吸引工商企业、专业合作社、造林
大户投资参与石漠化治理。

“火焰山”长出绿色风景线

南面石头长，北面沙石流；飞鸟绕
道走，神仙难落脚。肆虐的顽石像一座
座“火焰山”，一到夏季，温度高达50摄
氏度，地瘦草枯，一片荒凉景象。石山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划为“难利用地”和“不
宜利用地”。该县林业科技人员顶着压
力，不断探索，顽强钻研，经过长时间的
试验，从50多个试栽树种中，探索出攻
克石山的先锋树种——柏木，先后引进
了墨西哥柏、福建柏、侧柏、中山柏、西
藏柏等10多个柏木树种，最后确定本
地的速生柏为最适宜的树种。

林业科技人员还摸索出柏木+枫
香、柏木+四川桤木、柏木+南酸枣、柏
木+刺槐、柏木+枣树+柿树、柏木+无患
子等造林树种和造林模式，探索出“客土
改良、引水保湿、容器苗上山、见缝植苗、
合理密植”的新技术，攻克了石山造林难
关。这不但解决了造林绿化的难题，而且
给石漠化区域的林农创造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柏木的原木销售价格目前达到
每立方米2000多元，远高于杉木、松木
和一般杂木。全县现有11家柏木加工
厂，其中百山木业成为全国龙头企业，加
工的柏木卫浴产品远销国内外。

该县还拓宽思路，把石漠化治理

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积极
探索林下经济致富之路。经过30年的
努力，该县在“石漠”中逐步建成长50
公里、面积2 万公顷的郁郁葱葱柏木
林带，打造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生
命线、致富线。

石山追梦照见当代“愚公”

石山追梦，得力于一支啃硬骨头
的林业队伍和乐于奉献的林业人。

林业工作条件差，环境恶劣，生活
清贫，但该县林业系统干部职工信念坚
定，甘守清贫，整天与崇山峻岭为伴，与
蓝天白云为伍，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原县林业局局长郭习文为了石山
造林，上世纪80年代放弃在省林业厅工
作的优越条件，回到遍地石头的隆回，一
头扎进石山造林，一干就是十多年。原县
林业局副局长张世模为了攻克石山造
林难题，用自己的体温来育芽。原总工程
师肖时平、高级工程师王丁伟几十年来
探索石山造林，足迹遍布隆回的山山水
水。原桃洪镇林业站长郭江鸿，为了奇界
岭石山造林，一个女同志连续一个星期
吃住在山上。当年的奇界岭荒草怪石，如
今变成了茫茫林海，成为国家、省市林业
现场会的一个样板点。

就这样，一批当代愚公一年接一
年地把2万多公顷石漠荒坡改造成生
机勃勃的绿色林海，把昔日石头山变
成了“花果山”。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
顽强斗争，隆回县绘就了一幅天蓝、地
绿、水清、人和的美丽画卷，实现了生
态与经济同步共赢。

石 山 生 绿 石 岭 常 青
——隆回县石漠化综合治理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陈斌 杨贵新

邵阳日报讯（记者 张伟
袁光宇 通讯员 黄开龙 刘冬梅）
6月16日18时至18日9时，绥
宁县遭受持续性强降雨袭击，
长铺子苗族侗族乡 24 小时降
雨量为我省今年来降雨最大值
（特大暴雨），该县16个乡镇降
雨量超200毫米的有5个。暴雨
来袭后，绥宁县各级各部门迅
速行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紧
急启动应急响应，县、乡、村三
级联动，采取“三查三巡”工作
机制，实时监控道路交通、受灾
核灾等情况，全力筑牢防汛安
全防线。

暴雨来袭前，绥宁县气象
局提前预警，成立防汛应急保障
小组，安排4名检修人员来到16
个乡镇4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
对雨量筒、风向风速、气温气压、
湿度监测等设备进行维护标校。
每天安排3组人员定时观测降
雨量和设备运行情况，并及时向
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县委、县政府
相关领导汇报。16日至18日，绥
宁气象台共发布重大信息提示
短信4条，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
报一期，发布暴雨预警信号11
条，乡镇暴雨临灾警报25条，对
接领导叫应30余次。

6 月 14 日，绥宁县各级各

部门严格按照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要求做好各项防范工作。绥
宁县委、县政府召集县防汛办、
县应急管理局、县气象局、县农
水局等单位进行紧急会商，并
下发了防汛会商通报。降雨发
生后，绥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及时对降雨超过 50 毫
米的乡镇进行一对一叫应预
警，要求各乡镇和相关单位严
格落实各级责任，加强巡查值
守，提前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
紧盯各类风险隐患点，做好临
灾避险。6月17日，绥宁县委书
记佘芝云和县长夏贤钦第一时
间对防汛工作进行调度，要求
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县级联
点领导第一时间赶赴乡镇督导
抗洪救灾，各部门派出工作组
指导抗灾救灾，绥宁县应急管
理局分派三个工作小组到各乡
镇查看灾情、核实和指导救灾。

据初步统计，绥宁县16个
乡镇33148人因暴雨洪涝受灾，
该县提前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2046人，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部
分大棚损坏，部分稻田和经济
作物被淹，受灾面积929公顷；
56户70间群众房屋一般受损；
部分道路和基础设施损毁，直
接经济损失约2858.7万元。

绥宁县

三级联动筑牢防汛救灾安全堡垒

一次次会议部署，一次次禁毒宣
传资料的发放，一次次踏查宣讲……
禁毒工作，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
和人民福祉。近年来，城步苗族自治
县白毛坪镇全方位布局、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扎实推进禁毒工作，全镇
禁毒斗争形势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实现了“无制毒”“无贩毒”“无吸毒”
的目标任务。

该镇成立了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禁
毒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切实可行的
禁毒工作方案，明确禁毒工作目标、工
作任务和工作要求。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对禁毒经费保障、队伍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重点研究。该镇
在全镇18个村全覆盖建立联点村领导
包村、驻村干部包片、村“两委”成员包
组、网格员包户的“四级网络”责任体
系，确保禁毒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为有效打击毒品原植物种植，从
源头上杜绝毒品原植物在辖区内种植
和流通，该镇每月组织工作人员开展
禁种宣传和踏查活动。活动中，该镇工

作人员按照“全覆盖，不留死角”的原
则，针对田间地头、屋顶阳台及毒品种
植可能性大的隐蔽角落，逐一进行踏
查。同时，工作人员向群众详细讲解“种
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的禁种知
识及毒品的危害性，逐户签订《白毛坪
镇禁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承诺书》。

“我们镇每家每户都平安幸福，不
要有新滋生的吸毒人员，不要有复吸人
员，我就感觉很欣慰，这就是我的价值
所在。”白毛坪镇禁毒志愿者彭永光说。
该镇按照“教育、管控、对接、安置”的思
路，发动社会力量，成立白毛坪禁毒基
地，向涉毒人员提供心理咨询、社会救
助、矛盾纠纷调解等服务，帮助涉毒人
员重拾信心、回归社会。该镇目前已经
完成吸毒人员信息采集、监督管控、关
爱救助、禁毒宣教“四进网格”任务，形
成了动态化、全方位、全覆盖的管控模
式。同时，根据涉毒人员的技能和兴趣，
白毛坪镇为他们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
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并积极与企业沟通
协调，为涉毒人员争取就业机会。

禁毒令发起来、宣传车开起来、村
村响叫起来、老铜锣敲起来、宣传标语
贴起来……在白毛坪镇，总能看到一
批批干部、志愿者的身影。他们走在大
街小巷、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口头讲
述、发放资料等方式，向群众阐述毒品
对个人、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叮嘱
群众不要吸毒、涉毒，发现吸毒、贩毒
嫌疑人及时上报，普及禁毒方面的法
律法规，让“禁毒工作、人人有责”的意
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今年来，该镇积极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持续推动禁毒宣传“六进”活动：
各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观
看禁毒知识展板等活动，提高学生识
毒、防毒、拒毒能力；组织干部职工、物
流寄递业从业人员参观禁毒教育基
地，亲身感受吸毒后的变化和反应，深
刻认识吸食毒品的危害……截至目
前，该镇开展禁毒宣传主题活动6次，
累计张贴禁毒标语 300 余张，悬挂宣
传横幅 50 余条，发放禁毒宣传材料
5000余份。

守 护 一 方 净 土
——城步白毛坪镇禁毒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阳望春 陈科帆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宋梦眉） 6 月 20 日
上午，在新宁县春风路新宁县
民政局对面，因暴雨冲刷地下
排水设施，导致该路段出现下
水管道坍塌现象。该县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和挖掘机，进行下水道抢修换
管工作。

在汛期来临之前，新宁县
对今年可能出现的洪旱灾害
进行了风险研判，通过防汛应
急预案修订、防汛物资储备、
建立风险隐患台账等一系列
前瞻性举措，牢牢把握防汛工
作主动权。

6月17日至20日，新宁县
普降大到暴雨，城区部分地段
出现内涝现象。该县城管执法
大队和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等
多个部门单位闻“汛”而动，第
一时间启动城区排水防涝应急
预案，主动投身防汛一线。

该县城管执法大队严格按
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
备”的防汛救灾原则，提前购置
阻水材料、隔离警示设施、应急

通讯设备、救援装备、应急照明
等物资装备；组建防涝抢险队
伍，成立了一支 138 名精干力
量组成的防汛抢险队伍；安排
人员轮流值班，值班人员必须
保持24小时手机畅通，时刻监
测水情雨情汛情；要求各片区
城管队员加强巡查防守、预警
叫应和应急处置，在城区道路
积水严重路段设置警示标志。

“目前汛情处于可控阶段，
县城部分道路出现积水，我们
正在全面排查疏通辖区内主要
排水沟渠，消除强降雨等天气
可能造成的防汛安全隐患。”该
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市政设施
部门负责人邓顺泰介绍说，从
17日起，他们严格按照防汛工
作要求部署，对易发生积水隐
患的重点区域提前检查。在巡
查过程中，一旦发现道路积水
或下水管道坍塌，第一时间组
织人员、调用挖机，对道路或下
水管道进行清淤疏浚、换管维
护等工作。截至目前，该中心已
组织出动 50 余人次，清洗道
路、疏通渠道近1500米。

新宁县

打好防汛“主动仗”
筑牢汛期“安全堤”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佳 张迎）“中考和
暑假都即将到来，我宣布，从今天
起，全镇进入‘利剑护蕾’特别防
护期。”6月17日下午，北塔区陈
家桥镇党委书记陈小海向全镇党
员干部发出命令。

今年以来，陈家桥镇坚持党
建引领，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扎
实开展“利剑护蕾”专项行动，探
索建立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
位一体”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全方
位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

该镇积极探索“党建+利剑
护蕾”新模式，按照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和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
工作要求，发动党员干部开展未
成年人信息摸排，并分类建立台

账；还组织 93 名党员、镇村干部
与建档特殊未成年人建立“一联
一”“一联多”帮扶体系，严格落实

“一月一走访”制度，精准掌握儿
童生活保障、家庭监护、就学等基
本情况，将“利剑护蕾”工作责任
链条延伸至基层。

该镇结合“一月一课一片一
实践”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活动，
为未成年人提供普法宣传、心理
辅导、健康指导。该镇还按照“就
近便利、方便服务”原则，充分发
挥片、组、邻“三长”作用，通过院
落会、村村响、微信群等，全方位
宣传防性侵安全教育及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法规等，今年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1800余份。

北塔区陈家桥镇

筑牢“利剑护蕾”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