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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稻收割完后，就要开始整田，为来
年的烤烟种植做准备了。”10月11日，新宁
县巡田乡腊元村烤烟种植户蒋重锌正忙
着收割烟稻轮作的晚稻。随着烤烟种植过
程中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该村农机合作
社提供的农机服务能有效解决农忙时节
用工难的问题，这让蒋重锌从容了不少。

邵阳种植烟叶历史悠久。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烟叶产业发展，连续三年将烟
叶工作纳入“三重点”讲评，并纳入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市委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行动。2022年，全国人大代表、邵阳纺织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吴继发参
与提出了“推进烟叶生产机械化、烟草与
大农业机械协调发展”的建议。这个建议
缘何而来？两年时间过去了，该建议在邵
阳落地成效如何？

“2022年，我和刘小平代表一起到隆回
县实地走访了中国烟草总公司投资援建的
东风水库，对当时的情景感触颇深。水库承
担下游4个乡镇12万人的防洪安全，可灌
溉农田6.4万亩，每年助农增收400万元以
上。”作为一项涉及民生经济的产业，烟草
在助农增收、服务乡村振兴方面的积极作
为给吴继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吴继发走
访烟区，看到很多现代化的烤房坐落在烟
田旁。和当地烟农聊天后，他了解到，很多
传统燃煤烤房已经被改造为生物质燃料
烤房，并且在烘烤上运用互联网技术，实
现温湿度全程掌控。“烟农朋友和我算了
一笔账，烟草公司还为他们购置的农机提
供补贴，在烟叶生产环节每亩可节省4.5个
人工。”吴继发回忆道。

“我自己本身就是学机械工程的。烟
草产业朝着机械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是必
然趋势，能够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
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烟叶生产提质
增效。因此，我提出了要加快构建全过程
的机械化生产系统，实质性提升烟叶生产
机械化水平，更好实现烟叶生产减工降本
的建议。”吴继发介绍，“2022年，国家烟草
专卖局办公室政务服务协调处处长姜泓
海一行来到邵阳，现场答复了我们的建
议。2023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工作

人员再次来到邵阳，与我们共同走访了新
宁县安山乡车头村、邵阳县金称市镇金马
村两个烟草行业级粮烟融合发展综合体。”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障粮食
生产能力，确保需要时产得出、供得上。”
吴继发说，“烟草部门贯彻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不但提升了粮食及整
体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而且促进了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在邵阳县金称市镇开
展的土地整理项目，将‘小丘改大丘、荒田
改良田’，不仅在连片规模上实现了大的
跨越，更重要的是让农业现代化、机械化
变成现实，推动了翻耕起垄机、打穴施肥
机、水肥一体机、培土机、无人机等农机的
使用。”

除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让吴继发更
为欣喜的是，烟草部门还在助力“乡村振
兴 产业先行”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巧用设施的闲置期，形成了“烟田耕整地+
大农业生产”“烟苗+秧苗+蔬菜瓜果”的综
合利用模式，为烟农创造实实在在的福
利，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活
力。在新宁县安山乡车头村打造的“烟稻
公园”，更是推动实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近年来，邵阳烟草在推进烟叶生产机

械化作业上做了很多尝试，效果显著，同
时在加速数字化转型上也迈出了坚实步
伐。烟站进行的收购线智能化改造升级，
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
利用无人机摄影测量的方式，结合卫星遥
感影像、航拍影像等数据，绘制高精度基
本烟田图斑，网格员对翻耕、起垄、移栽、
病情、虫情、灾情等数据进行采集，将烟田
地图与生产基础数据动态关联；设立可视
化烟田监测点，初步建成了集烟田、设施、
烟农、土壤、气象数字信息一体化的“数字
烟田”，可实现生产全过程动态监测与精
细化管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烟草部门积极推动烟叶产业融入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立足‘三农’工作大局，逐步形成以
烟稳粮、以烟促粮的良好局面。”吴继发表
示，将持续关注邵阳烟草农业机械化、现
代化的发展，期待烟草部门在助力缓解乡
镇财政压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农村稳
就业促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生态
农业建设、农业多元化发展等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红云 伍洁 通讯员 杨海龙
王冬梅） 10月22日，我市在城
南公园启动“承岐黄薪火 扬中
医文化”2024年中医药文化传播
宣传活动。副市长晏丽君出席，
为弘扬中医药文化助力。

活动现场，精彩的中医药
文化节目表演吸引了观众的目
光。市中医医院带来刚柔并济
的八段锦表演，展示了传统养
生功法的魅力。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的节目《厨房里的中药小
卫士》，以生动有趣的形式，介
绍了生活中常见的中药食材及

其功效。正大邵阳骨伤科医院
的八极拳表演，将中医与武术
完美地结合起来。

此外，现场还设有健康义
诊区、中医药文化体验区、中医
药文化展示区等区域，为市民
免费提供诊疗服务，让市民体
验中医针灸、推拿、艾灸等传统
疗法，了解中医药的历史渊源、
发展历程和独特魅力。

晏丽君表示，大家要充分
利用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在国家
中医药综合改革的浪潮中，为推
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承岐黄薪火 扬中医文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钟如玲） 10 月 18
日，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的化妆品智慧监管平台操作培
训在武冈举行。主讲人一边讲
解，一边邀请大家拿出手机，共
同体验“智慧化妆品监管系统”
小程序的各种功能。

随着化妆品行业快速发
展，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再
加上化妆品经营门槛较低、进货
渠道良莠不齐，导致化妆品监管
面临较大挑战。为此，今年以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化妆品经
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为重点，积
极打造智慧监管平台，为化妆品
行业健康发展注入新活力。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经营化妆品必须建立并
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这直
接关系到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然而，我们在
监管中发现，我市化妆品经营
单位普遍存在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未建立或不完善、不规范的
问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解决这一普遍
问题，该局自主开发了智慧化
妆品监管系统，并专门开通企
业服务端口，为化妆品经营单
位提供一个免费、便捷的电子
化进货查验平台。

据悉，通过该平台，化妆品
经营单位能够轻松建立供应商
档案，完整保存和记录供应商
的各类信息，从源头把控进货
渠道的质量安全。平台的在售
商品台账、进货验收记录功能，

可以准确记录每一批次进货的
化妆品的完整信息和数据，方
便经营单位进行管理。针对不
合格产品，不合格产品处理台
账功能可以完整记录每一个处
理环节，实现产品流向可追溯。
平台还支持产品合法性证明查
验和不合格产品公示信息查
询，有助于经营单位快速确认
所售化妆品是否合法合规，避
免出售存在风险的产品。

监管部门则可以通过该平
台适时发出通知公告，及时传达
相关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等重要
信息；可以推送培训资料，提升
化妆品经营单位管理水平和员
工专业素养；可以发布科普知
识，提高公众对化妆品安全的认
知度。此外，该平台还建立了监
管部门与化妆品经营单位的沟
通渠道，双方可通过实时沟通互
动，及时解决现存问题。

为了普及和推广该平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行动，
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各县市区开
展现场培训和操作演示，向化
妆品经营单位介绍智慧化妆品
监管系统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让经营人员直观感受平台的便
捷性和实用性。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智慧化妆品监管系统的运行情
况，并根据化妆品经营单位的
反馈意见不断优化平台功能，
同时加大推广力度，确保更多
化妆品经营单位能够享受到这
一便捷的服务。”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造并推广智慧
化妆品监管平台

化妆品真假一查便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萍） 10月2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邵阳
县支行获批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贷款2.3亿
元，并实现首笔投放1.4亿元，用于支持该县
重点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及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建设。

邵阳县境内煤炭等矿产资源丰富，由于

长时间、大规模的地下开采，导致地表出现
大范围塌陷、开裂，矿区范围内也遗留了大
量的露采场、废石堆，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破坏。为有力推进该县重点采煤沉陷
区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建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邵阳县支行组
建项目营销推进专项小组，银政企三方同向

发力，促进项目高效落地。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29424.61 万元，主

要建设内容为53.33公顷的重点采煤沉陷区
环境治理，以及 745.58 公顷的废弃矿区治
理、土壤修复和山体生态复绿等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该项目致力于恢复矿区的生态平
衡，消除重点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隐患，改
善环境质量，提升土地利用率，为当地居民
创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同时通过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综合利用，助力长江大保护
以及打造循环经济产业。

2.3亿元“绿色信贷”助力矿区复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光宇 通讯员 周维标 欧朝飞）

“过去我们组上的山塘淤泥太
深，还有点漏水。现在山塘整修
一新，我们再也不用为没水灌
溉而发愁了。”10月21日上午，
面对武冈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的来访，法相岩街道独山村 6
组村民钟爱文放下锄头，指着
远处的报井塘说。

报井塘是一口以灌溉为主
的山塘，因年久失修，塘内淤泥
不断增厚，塘基破损，成为一口
漏水之塘，不仅蓄洪能力减弱，
灌溉能力也明显下降。

今年 8 月初，武冈市纪委
监委收到群众反映的有关报井
塘的问题线索后，立即将其纳
入“为民办实事”活动的重点内
容，由该委主要领导带队入村
进行实地调研，充分征求当地
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意见，提出
了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此后，
武冈市纪委监委积极与武冈市
农业农村局对接、协调，推动项

目立项实施。同时紧盯山塘整
修项目的审定报批、协调监
管、组织验收等全过程，对标
项目开工、隐蔽工程完工、巡
查监管、质量验收“四到场”要
求，开展实地监督，以有力有
效监督护航民生实事项目落
实落地。

武冈市纪委监委还举一反
三，推动该市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老弱病残”山塘大整治，实
行“一口山塘、一名领导、一套
班子、一抓到底”的“四个一”工
作机制。该市所有问题山塘均
得到彻底维护，其中报井塘整
修项目现已顺利完工，可为十
余公顷农田轻松“解渴”。

“山塘作为农村重要的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对保证我们
端牢自己的饭碗发挥着巨大作
用。我们有责任让‘老弱病残’
山塘重新挺起结实的‘腰板’，
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解难事。”武冈市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武冈市纪委监委以有力有效监督护航
民生实事项目落实落地

“老弱病残”山塘重挺腰板

全国人大代表吴继发建言献策，邵阳烟草全力推进烟草农业机械化现代化

让代表建议落地有声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罗柔 梁鹏程

全国人大代表、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吴继发（左）在工作中。

新宁县安山乡车头村打造的“烟稻公园”。

（上接1版）
要强化力量保障。坚持专班推进、靶向

攻坚，抽调精兵强将，落实“一项目一专班、
一项目一方案”工作模式，逐一找准项目推
进的问题难点，倾听群众合理的诉求焦点，

宣传棚改安置政策的实施要点，用好国省市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出台的存量、增量“政策
包”“工具箱”，盘活“三资”资源，完善基础配
套，面对面解难、点对点破题，扎实稳步推进
项目建设。

要强化要素保障。坚持同题共答、合力
攻坚，各部门要紧密衔接，担当作为，坚持一
线服务，优化办理流程，打好并联审批、协同
联动的“主动仗”“组合拳”，确保调度有力、
运行流畅，全面加快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