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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立军） 8月
2 日，市委书记严华在武冈调研粮食生
产、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工
作。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
责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确保完成全年
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
治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副市长贺源参加调研。

邓元泰镇双季稻万亩示范片是武冈
市主要的水稻生产功能区。今年，该示
范片积极引导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土地流转，采用
种植品种、栽培管理、病虫防治、技术指
导、机械作业“五统一”模式种植双季稻

70公顷。目前，该示范片已全面完成早
稻收割和晚稻播种。严华走进片区田间
地头，仔细察看晚稻长势，并向种粮大户
和有关部门同志询问早稻种植面积、产
量、种粮收益及惠农政策落实等情况。
他指出，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责任制，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加强农业技
术指导服务，强化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
套，多措并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努
力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在国道356邓元泰镇山岚村地段地
质灾害点，武冈市正在推进侧边坡塌方
清理和挂网喷浆防护工程建设。严华在
现场了解前期应急处置、避险措施落实、
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他要求，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抗灾这根弦，
扎实开展防范遏制安全事故专项攻坚行
动，严格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加强
对公路铁路沿线、临江临河、桥梁隧道等
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风险点的检查巡
查，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全力防范化
解安全风险。

在水西门街道龙湖和水沟桥溪黑臭
水体整治项目现场，严华实地检查污水
管网建设、污水收集处理、水体治理等工
作。他指出，要扛牢治水兴水政治责任，
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标本兼治抓好问题整
改，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生
态环保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
环境获得感。

严华在武冈调研粮食生产、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抓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新华社长沙 8 月 2 日电 （记者 谢
樱）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
央宣讲团报告会2日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央
宣讲团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
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作宣讲
报告。

报告会上，谢春涛介绍了全会的基本情
况，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对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和法治领域
改革、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民生和社会保障制
度体系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重大举措
作了系统宣讲和阐释。

谢春涛在宣讲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
方向性、根本性重大问题，是全会精神的

“纲”，必须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抓好改革落实应
当有系统的思维、配套的举措、持续的行动，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2日下午，谢春涛来到长沙市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和科
技融合、民营经济发展等与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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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7月26日，北塔区欣玥城
公租房小区，42 岁的李梅正
在自家新房中，一边吹着电风
扇，一边挑拣蔬菜。

住进公租房2个月，李梅
夫妇一点点把房子布置成他
们心中理想的样子。

家具、电器数量不多，李
梅都精心摆放整齐。老伴对
种花情有独钟，买来各式各样
的盆栽在阳台上一字排开，打
造出一个小小的花园。家庭
的温馨与和睦，也被映射在客
厅中央的一张全家福上。

“真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
的房子。”感慨之余，李梅不禁
想起了曾经那个风雨飘摇的
家。“我们原本住在新邵一个
村子里，房子因为年久失修，
有些破烂。天气不好时，常常

是屋外下大雨，房内下小雨；
到了冬天，更是人在家中坐，
冷风穿堂过。”回忆涌上心头，
李梅不自觉地抹了抹湿润的
眼角，随即又恢复了正常的神
色。

“那时候，多想有个像样
的家啊！”李梅称，当村干部告
诉她能申请市区的公租房时，
她心动不已，当晚就和丈夫商
量起后续事宜。通过申请、审
核等流程，不到一年，李梅一
家顺利住进了欣玥城公租房
小区。

搬离“忧心屋”，住进公租
房，每逢风雨来临时担惊受怕
的日子宣告终结。李梅一家
有了遮风避雨的“庇护所”，更
有了安居乐业的“暖心巢”。
城市的万家灯火，从此有一盏
深深温暖他们的心扉。

“新房子宽敞明亮，空间
布局也合理，足够我们一家三
口居住了。而且房租按照每
月 1 元每平方米的标准来收
取，算下来，我们一个月只需
要交50多元的房租。”李梅乐
呵呵地说，住在市区，务工的
机会也多了不少，有钱赚，心
里就更踏实了。

从“有得住”到“住得好”，
李梅一家见证了我市住房制
度的变革。为改善住房困难
群众居住条件，近年来，我市
切实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并通过发放租房补贴、调
整配租标准、推进项目筹集等
方式，着力扩大保障范围，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现在，我们的生活特别
方便，这里不仅水电气等配套
设施齐备，而且交通也便利，
出门走几步就有超市、菜市
场。”李梅说：“国家和市里的
好政策给了我们改变生活的
机会，我们也一定会好好奋
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居里的新生活
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兰云 实习生 王琰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
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包括3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一幅风
雷激荡、气象万千的改革

“全景图”铺展开来。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

所应。抓改革、促发展，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
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小
故事映射大时代，发生在
百姓身边的每个故事都
是真实可感的。从今日
起，本报推出“我身边的
改革事”栏目，通过一个
个鲜活的百姓讲述，生动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给广
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编者按

我身边的改革事

8 月 1 日，
邵东市大禾塘
街道楠木村藕
农正在采挖鲜
藕。近年来，
当地依托河渠
水资源丰富的
优势，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莲
藕种植，不断
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促进农
民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李世近 摄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
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
推进，一大批发展工程、民生
工程、安全工程落地见效，住
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打开新局面。其中，建好、管
好公租房，对彰显城市发展中
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有着重要意义。

在与李梅的交谈中，我们
记录下不少温馨的画面和幸

福的瞬间，也从她的切身体
会中感受到了公租房保障制
度给人们群众带来的实实在
在的优惠。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公租房的兜底保障，是中
低收入人群愿意留在城市打
拼、得以安居乐业的关键因
素。住得进去、留得下来，低
收入群众的生活同样精彩。

7月28日，看到村里种粮大户李皇
辉率人在面积约0.13公顷的烂泥田里插
上晚稻，双清区高崇山马杨村55岁的党
支部书记、主任唐平凡，不由地高高竖起
大拇指：“李皇辉，要得！”

今年初春，双清区种粮大户李干祥
因为身体欠佳，将自己名下33公顷多水
田的流转经营权交到侄子李皇辉手中。

一时间，全村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
射向李皇辉。

原来，大家都在看李皇辉将如何对
待叔叔转交给他的一丘烂泥田。

李干祥不是双清区最大的种粮大
户，但他是全区最受尊重的种粮大户。原
因是在他身为种粮大户的6年里，他从不
让村里那丘有名的烂泥田抛过一次荒。

“在人工作田时代，烂泥田虽然给插
秧和收割带来一些困难，但因为它具有
不怕天旱、土壤肥沃特点，一直没有受过
村民嫌弃。但在机械化耕作时期，烂泥田
因为机器容易陷在田中无法动弹而成为
种粮大户眼中的包袱。”唐平凡介绍。

李皇辉从小聪明伶俐，在长辈的教
导下打得一手好算盘，人称“辉算盘”。他
中专毕业投身房屋装修行业，早早便在
邵阳城里购房买车，是村里年轻人中的
佼佼者。回乡后，名声在外的他，还会像
叔叔一样继续耕作烂泥田么？

转眼早稻插秧时节到了，李皇辉聘

请7位村民，耗资1400元，给烂泥田插
上绿油油的秧苗。

“‘辉算盘’怕是做个样子应付上
面检查？”村民拭目以待。

没想到，李皇辉像对待其他流转
的水田一样，同样给烂泥田施肥、除
草、灌溉、防治病虫害，禾苗长势良好。

转眼到了早稻收割季节。7 月 24
日，经过采取长期晒田和田中厚垫稻
草等措施，收割机依然陷在烂泥田中
无法动弹。李皇辉聘请6位村民，花费
1200元，抬来传统的打谷机，收割了烂
泥田里的稻谷。7月28日，李皇辉再次
聘请7位村民，耗费1400元，在烂泥巴
田里插上晚稻秧苗。

“辉伢子，烂泥田早晚两季稻子最
多收获湿谷 3200 斤，每斤一元，价值
3200 元，而人工费总共需要 5200 元，
再扣除政府1200元双季稻补贴，最后
还要亏 800 元，你何苦还要像你叔叔
一样继续种下去呢？”唐平凡问。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了就要
收，收了还要种，不能让它荒着。”李皇
辉回答，“我叔叔在进入农业机械化时
代依然始终对烂泥田不离不弃，可能
是源于他对土地的依恋；而我，除了依
恋祖先留下的土地，更多的是在履行
一种新农人的责任——端牢中国人自
己的饭碗！”

如何对待一丘烂泥田？种粮大户“辉算盘”心中有个“大算盘”——

即使亏钱，也不能让它荒着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袁光宇

家中有粮心不慌。
“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端好中

国人自己的饭碗”，是总书记对全国人民
的殷切嘱托。这个嘱托通过各种传播途
径，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中国
人的血液和日常。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精明的
生意人李皇辉投身农业产业后，看得最重
的不是利益，而是责任——每年亏损800
元，也要种好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田，更重
要的是要端牢和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如果算上种子、化肥、农药等开支，李皇辉
种植两亩烂泥巴田何止亏损800元。但在
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不惜代价要为端
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贡献一份力量，

更令人欣慰的是，闻听李皇辉的故
事，双清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田泉率领两名00后干部
携带西瓜、矿泉水等物资前往马杨村慰问
正在烂泥田里忙着收割的村民。受李皇辉
等人惜粮精神的感染，两名00后干部主
动挽起裤腿，捡拾烂泥田中遗漏的稻穗。

端牢自己的饭碗，靠每一位中国人。

端牢我们的饭碗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