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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照相馆”内，志愿者赵佳乐为老人拍照。

老人随“时光旅行团”参观市博物馆。

干 部 任 前 公 示 公 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邵阳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姓名

付 凯 军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
面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禁
借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9月26日
受理举报单位：邵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邵阳市委大院一办公楼
受理电话：0739—12380；1911822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受理网址：https://www.sysdj.gov.cn/wyts/
邮政编码：422000

中共邵阳市委组织部
2024年9月19日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9.02

学历学位

在职大学
法学硕士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职级)

娄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

拟任职务（职级）

拟进一步使用

(上接1版①)
如今，商会有会员企业

125 家，成立了商会党委，
下设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102 人。这些年，邵阳市创
业商会紧扣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搭建“共商、共
建、共享，双赢、多赢、共赢”
的商会平台，使会员成为推
动邵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

以商养会 加强“造血”

传统意义上的商会，基
本按收取会员“会费”“捐
赠”维持运行，自身“造血”
功能缺乏。而邵阳市创业商
会成立之初，会员们以筹
资、筹智、筹渠道等方式进
行项目合作，赚取到了第一
桶金，成为商会资金积累的
坚实起点。每逢商机便积极
把握，逐步构建起了一套自
我循环、持续发展的“以商
养会”模式。自创业商会成
立 12 年以来，已累计 5000
多万元的现金资产。

“以商养会”的成功实
践，离不开商会内部强大的
凝聚力。“无论你是会长还
是普通会员，我们都一视同
仁，实行统一的会费标准，
确保每位成员都能享有同
等的权益，共同参与、共同
成长，实现双向流动。”邵阳

市创业商会党委书记胡向
荣介绍。除此之外，商会还
设立了积分制度，会员对商
会的付出都会通过积分来
体现；设立内部会议机制，
确保每次会议内容传达至
每位会员；设立监督机制，
在监事会和秘书处的双重
监督下，保障商会信息透
明，带动会员企业积极参与
商会建设，共同推动发展。

合作共赢 共绘蓝图

走进邵阳金喜饮食连
锁管理有限公司，香味四
溢，食客们细细品味着盘中
佳肴，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容。公司负责人、商会副会
长阮新宝介绍，金喜由商会
部分会员企业共同投资而
成，现有 6 家门店。这家企
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商会
内部紧密合作、优势互补、
助力邵阳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体现。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头号工
程”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出
台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措
施，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

刘建雄表示，今后要进
一步提升集群发展的能力，
在商会内形成产业链条，实
现集群抱团发展。

(上接1版②)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
对表抓落实，推进流域综合
治理，促进人水和谐共生。要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大开
放大发展中谋求新机遇、担
当新作为。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推
动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要保持严的基调不放松，
筑牢“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思想防线。要立足岗位实
际，以学促干，以学提能，将
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
职担当的强大动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邓 琢 玲
实习生 李佳暄） 为进一
步增强群众网络安全意识，
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网络安
全观念，营造健康文明的网
络环境，9月12日，市公安局
在市区城南公园开展2024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
治日”主题活动。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李长跃出席。

活动现场通过播放宣
传视频、布设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问答等形式，
向群众宣讲公安机关加强
网络空间治理、维护网络安
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做

法和成效，并围绕《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开展普法教育，引导
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保
护好个人隐私，远离网络犯
罪，共同构建网络安全的坚
固防线。

此次活动共计接受群
众咨询 1000 余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 2000 余份。各县
市区公安局分别在当地同
步组织开展网络安全进学
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
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全面营造依法上
网、健康用网、全民护网的
浓厚氛围。

共同构建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颖 通讯员 姚志远）
9月19日，邵阳市2024年全
国科普日主场活动在市区西
苑公园启动。副市长易洪海，
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
刘承智出席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以“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
强国”为主题，由市政府及
大祥区委、区政府主办，市
科协、大祥区科协承办。启
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邵阳
市青少年综合实践科普教
育基地等 5 个 2024—2029
年度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湖南南山牧业科普教育基

地等13个2024—2029年度
邵阳市科普教育基地授牌。

易洪海要求，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以全局的视
野和科学的态度，精心谋
划、周密组织全国科普日活
动。要进一步提升科普服务
质量，突出活动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要进一步强化科普
宣传工作，凝聚推动科技和
文化融合的强大合力，为建
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
慧和力量。

今年“全国科普日”系
列活动于9月15日至25日
集中开展。

为科技强国建设凝聚强大合力

“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中秋节礼物！”9
月13日，收到“拾光小铺”志愿者装裱制作好
的“写真照”，93岁的邵阳县五峰铺镇居民刘是
英爱不释手，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8月初，位于邵阳县五峰铺镇兴峰社
区的“拾光小铺”正式营业。作为我市第一家开
在乡村的公益小铺，“拾光小铺”开设了“时光
照相馆”“时光餐馆”“时光旅行团”“时光书屋”

“时光读书会”“时光露天影院”六大核心活动
项目，一经推出便“吸粉”无数。

这间乡村公益小铺里，老人们乐享免费拍照、旅行、观影等服务——

被“拾光”温柔以待
邵阳日报记者 唐 颖

正值饭点，“拾光小铺”内人声
鼎沸。“你来啦，中午吃什么？”“今天
的肉挺香的，你也尝尝！”相熟的老
人们热情交谈，身穿红色马甲的志
愿者穿梭其中，询问老人们对饭菜
的意见。

75岁的老党员文满玉一边吃，一
边拿出手机记录幸福瞬间：“来这里就
餐很方便、味道好，还能和那么多老朋
友相聚，非常开心！”

包括文满玉在内，越来越多的老
人在便捷就餐的同时，还能参加丰富
多彩的活动。在“拾光小铺”内，还配置
有照相馆、读书角、多功能室等。这里
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就餐问题，也实
现了各项志愿服务的无缝衔接。

此外，“拾光小铺”综合考虑辖区
内老年人口密度、养老需求和服务半

径等因素，采取个别用餐配送服务的
运营模式，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助餐服务。

“刘奶奶，饭到了，快趁热吃吧！”
临近中午，志愿者张鑫、李睿带着一盒
热腾腾的饭菜，走进民胜社区居民
刘常娥家中。饭盒中的菜是清炒白菜、
西红柿炒鸡蛋，水果搭配香蕉，口味清
淡、营养均衡。

90岁的刘常娥是独居老人，平日
里煮一锅稀饭就管三餐。一次偶然的
机会，张鑫了解到老人腿脚不便，便主
动联系社区为老人登记送餐服务。

（下转8版）

照进老年人生活的一束光

“每一束光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群体的需求。”

“上个星期，我和姐妹们去看了体
育馆和博物馆。”刚见到记者，74岁的
张秀云就忍不住分享，赞叹那里的建
筑、设施太美了。虽然离村子只有几十
公里，她此前却从未去过。

“拾光小铺”营业后，如何满足老
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呢？刘军风告
诉记者，除了提供相关设施设备和服
务，他们还针对老人的需求提供短途
旅行，也就是小铺的核心项目之一
——“时光旅行团”。

带着一群六七十岁甚至年过八旬
的老人外出旅游，安全是最让刘军风
挂心的问题。组织出游前，他都会邀请
医生为所有报名的老人做身体评估。
出游时，也会邀请医生随行照顾老人，
并为老人们穿上印着“时光旅行团”字
样的荧光蓝色马甲，额外给每个老人
买保险，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点名，确保
老人能玩得开心，更能平安回来。

兴峰社区位于五峰铺镇中心，距
县城28公里，常住人口2500余人。随

着年轻劳动力外流，乡村社区逐渐呈
现出老龄化、空心化的趋势，独居老
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生活需求
问题日益凸显，这给社区的养老服务
工作带来一定挑战。

今年7月，在开展乡村调研后，刘军
风团队开始筹备“拾光小铺”公益服务项
目。为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他们的团队
邀请社工团队与技术专家，会同社区工
作者进行多轮座谈，并实地勘测。

困难多，挑战大。很多人问刘军
风，为什么要把这个公益小铺开在乡
村？他答道：“开在乡村很难，但开在乡
村更有意义。”

“‘拾光小铺’的出现，不仅进一步
满足了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
强了辖区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
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刘军
风说，项目创新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乡村志愿公益项目发展，可复
制性、可持续性较强，与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孝老的优良传统高度契合。

难做的事和有意义的事
“开在乡村很难，但开在乡村更有意义。”

周一去吃饭，周二去
拍照，每个月10日之前还
可以预约旅行……中秋节
前夕，“拾光小铺”内热闹
非凡，周边居民排着队接
受服务。“我们的服务内容
和服务时间都会预先公
布，居民都很喜欢！”小铺
志愿者贺钰霖说。

听说“时光照相馆”提
供免费拍照，还为70岁以
上的老人送相框，77岁的
蒋同娥十分高兴。

“等一下，我去洗把
脸。”说着，蒋同娥打来一
盆水，拿起一条毛巾洗了
洗，把脸擦得干干净净，又
把头发梳理整齐，这才来
到“时光照相馆”。

对蒋同娥来说，拍张
照片不是一件简单事。年
轻人拿起手机，“咔嚓”就
是一张自拍，可她连看清、
读懂手机上推送的信息都
困难。

对蒋同娥来说，拍张
照片更不是一件玩笑事。
她坐得端正，手扯着衣角，
在镜头前露出腼腆的笑。
她希望通过这张照片被后
人记住，多留下一些念想、
一份体面。

满足像蒋同娥一样的
乡村老人的心愿，正是“拾
光小铺”践行的初心。

五峰铺镇是湖南省首

批 10 个“五社联动·家园
助力站”社区基金助推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的试
点乡镇之一。通过“五社联
动”，即社区、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及
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之间的
紧密协作，社区基金有效
汇聚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爱
心与资源，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推动
社区治理现代化。

两年来，五峰铺镇依
托社区，以“五社联动”社
会关爱服务体系，培育了
13 家社会组织，招募了
900 余名志愿者，撬动 70
余家商铺以及爱心人士，
为各类公益项目的开展奠
定基础。

在此背景下，“拾光小
铺”公益项目应运而生。它
是邵阳市义工联合会开展
乡村调研后，由志愿者刘
军风、李睿、张鑫、赵佳乐、
贺钰霖策划实施，旨在走
进乡村，为居民提供物质
与精神上的双重关怀。

“虽然我们是‘小铺’，
但没有任何盈利，赚的所
有东西都是快乐和幸福。”
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
入，小铺内满是温馨。看着
每位老人脸上洋溢的笑
容，刘军风的内心感到无
比满足。

开在乡村的公益小铺

“没有任何盈利，赚到的是快乐和幸福。”

“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中秋节礼物！”9月13日，
收到“拾光小铺”志愿者装裱制作好的“写真照”，93岁
的邵阳县五峰铺镇居民刘是英爱不释手，满脸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今年8月初，位于邵阳县五峰铺镇兴峰社区的“拾
光小铺”正式营业。作为我市第一家开在乡村的公益小
铺，“拾光小铺”开设了“时光照相馆”“时光餐馆”“时光
旅行团”“时光书屋”“时光读书会”“时光露天影院”六
大核心活动项目，一经推出便“吸粉”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