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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江雨珊
罗艳梅） “路基实了，我们的心也
跟着踏实了。”10月21日，新宁县委
第三巡察组工作人员现场核实麻林
瑶族乡竹阳村14组道路维修情况，
与他们随行的竹阳村老李看着修复
的路基满脸笑开了花。

“幸好有巡察组呀，把我们老
百姓的话当一回事，路基修复得
这么快！”9 月中旬，竹阳村老李在
巡察组开展入户走访调研时，还
半信半疑地询问巡察组能不能解
决问题。现如今，老李一脸忧心
变放心。

今年 9 月，新宁县委第三巡察
组进驻新宁县麻林瑶族乡党委开
展常规巡察工作。在巡乡带村的

走访中，老李带着巡察组一行 4 人
直奔位于竹阳村 14 组牛塘里的道
路，这条路是通往麻林瑶族乡政
府、新宁县城的必经之路，是村民
生产生活的出行要道。因受强降
雨天气影响，道路边坡堡坎被山洪
冲刷，影响范围长约20米、宽约3.5
米、高约 8 米，威胁着群众出行安
全，不及时抢修可能会造成路基进
一步垮塌。

民之所需，巡之所向。作为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新宁县委第三
巡察组第一时间召开组务会进行
研究，将其作为立行立改事项交
办给麻林瑶族乡党委，并督促其
抓紧抓实整改。麻林瑶族乡党委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

同时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巡察组
也全程跟踪介入，多次和乡党委、
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到现场
协商研判，及时确定了切实可行
的抢修方案。9月23日，施工队进
入现场开始施工，对冲刷的路面
和损坏的路基进行修复加固，10
月 12 日，全面完成修复任务。修
复后的路基牢固可靠，提升了群
众出行的安全性。

“每一轮巡察监督，我们都积极
推动解决一系列群众关心的问题。
同时，我们将持续紧盯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
监督，用心用情推动巡察监督向群
众身边延伸。”新宁县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新宁县

巡察走访让群众忧心变放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曾立波） 两家幼儿园因
接送学生线路问题产生纠纷，双
方经调解后握手言和并签下协
议。纠纷化解后，双方情绪出现
些许反弹。10 月 23 日，洞口县黄
桥镇党委书记胡晓林先后来到这
两家幼儿园回访。再次零距离交
流后，纠纷双方反弹的怨气逐渐
消除。

今年，黄桥镇开展“抓班子强
带动，提升引领力”“抓稳定强治
理，提升发展力”等“五抓五强五
提升”活动。镇党政班子成员示
范带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
带着一级干”，努力做好基层治理
这篇大文章，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因为小事发生纠纷，在农村很
常见。黄桥镇践行“枫桥经验”，创
新推进“背包式”人民调解工作法，
强化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积极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同时，推行“337”

速办速调机制：小纠纷 3 小时内现
场处理到位，一般纠纷 3 天内办结
到位，疑难复杂纠纷 7 天内攻坚处
置到位。

10 月 23 日，该镇石背村两户
村民因相邻土地界线模糊产生纠
纷。接到反映后，该镇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返聘的优秀调解员谢扬
标、蒲宏素迅速赶到现场。他们
拿出背包，取出里面常备的民法
典、丈量仪、皮卷尺等，耐心地向
矛盾双方宣传政策，苦口婆心做
矛盾双方的工作。他们找出依
据，根据实情丈量土地，明确界
线。胡晓林带着班子成员来到现
场，指导纠纷的协调处理。一个
多小时后，矛盾双方的心结逐渐
打开，心平气和地接受镇村干部
的公正调解。

以前坑坑洼洼的黄桥至高沙公
路，曾经是群众关注的焦点。洞口
县委、县政府以及县交通运输部门
高度重视，将这条公路的改造提质

列入重点民生工程。10 月 23 日，
看到节点工程黄龙桥和沿线工程
正在加紧施工，周边群众均表示满
意。这条公路的主体工程将于 12
月下旬全面完工，达到通车条件。
除了这条公路，群众关注的建兴大
道、黄杨路等重点项目建设也正在
稳步推进。

对于信访积案，该镇推行“一
名对象、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
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
模式，将全镇 20 个化解类信访积
案进行交办，采取会商研判、听证
说事、群众评议等方式，做好释法
明理、道德教化、帮扶救急等工作，
引导信访人打开心结、回归理性，
实现息访息诉。

今年，黄桥镇的信访总量、初
次信访量、矛盾化解量“两降一
升”：1 月至 9 月，信访总量同比下
降 23.6% ，初次信访量同比下降
25.7% ，矛 盾 化 解 量 同 比 上 升
115%。

洞口县黄桥镇

示范带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阳望春 陈信）“村里的
环境好了，邻里和谐了，收入也增加
了，现在住村里比住城里还舒服。”
10月21日，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坪
镇卡田村村民谢仕清讲起当前的生
活，满满的幸福感。

近年来，该村立足自身实际，以
基层党建为引领，聚焦乡风文明建
设，先后获得“城步苗族自治县文明
村”“全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等荣誉。

卡田村积极探索创新基层党组
织生活方式，依托红色点位、党群阵
地等资源，让党日主题活动、党员培
训、“三会一课”等活动接地气，聚人
气，迸发新活力，不断提升党员素质
和服务群众能力。同时，该村按照
空间布局“亲民”、功能服务“便民”、
文化活动“惠民”的基本要求，投资

5 万元完成了卡田村服务中心改
造，新建党建文化墙、清廉文化墙，
进一步完善了“清廉讲堂”和“微党
课”等党建阵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推进移风易俗中，该村通过
党员率先垂范，以“党员带动家人、
带动亲友、带动邻居”的模式，破除
乡村陋习。同时，完善村规民约、设
立道德“红黑榜”，开展“道德模范”

“文明卫生家庭”等活动评比。
卡田村将产业振兴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因地制宜，
因户施策，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
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
业。截至目前，卡田村共有养猪大
户1户，猕猴桃种植大户1户，蜂蜜
养殖户2户。

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党
建+网络”治理模式，依托“小网格、

大走访”工作，各网格员下沉到网格
中，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矛盾
纠纷排查等工作，协调处置群众生
活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切实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今年来，该村收
集群众建议90余条，均办理到位。

该村还积极探索“党建+文化”
新模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庆鼓
堂古朴、神秘，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该村以庆鼓堂文化为主线，完
善庆鼓堂文化中心，将党建与庆鼓
堂文化深入融合，打造独具卡田特
色的党建示范基地。同时引导、鼓
励党员学习和宣传非遗文化，成为
非遗文化阵地建设的倡导者、传播
者和弘扬者。此外，该村每年农历
十月初十举办庆鼓堂苗年活动，吸
引各地群众前来共同庆祝，促进民
族交往交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城步卡田村

党建引领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
讯员 李建钢 李媛媛） 10月24日，
新宁县金石镇大飘村双季稻田垄里，农
机手熟练地驾驶收割机作业。金黄的
稻穗被快速卷入机内，分离出稻粒。只
需 10 分钟左右，一亩水稻就能收割完
成。新鲜稻谷被迅速装上货车，送往农
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初加工车间。经
过烘干处理，稻谷彻底干燥后便可出仓
销售。从收割到烘干，农户无需亲自动
手，便可轻松实现快速收获。

这是新宁县农兴水稻专业合作社
给农户提供的全程机械化服务，实现
了水稻高效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不误
农时。

新宁县供销合作社建立了农业社
会化服务示范基地以来，推广实施集
耕、种、管、收、售为一体的土地托管服
务，开展标准化生产，带动更多小农户
接触新技术、融入新模式，实现了土地

集约高效利用。同时，拓展了烘干、储
存、加工、销售等全链条服务，促进农业
生产向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的高效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农兴水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儒
春说：“我们给农户提供全程机械化服
务，让广大农户种地成本更低，收成更
好。”农户李翠芳说：“合作社的服务很
贴心，都是先给我们种，再给他自己
种。就算下大雨，也要先帮我们小农户
打了，再打自己的。谷子都送到家里，
也可以送到马路中间，我们拿着袋子装
就可以了。”

新宁县供销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
年，供销旗下合作社共计服务农户
3500 户，服务面积约 3506 公顷。他们
正在建立“产供销”新型服务体系，不断
拓宽服务渠道，解决农户“种粮难、卖粮
难”问题，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

新宁县

社会化服务助粮食颗粒归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
讯员 王茜霆 刘洁） 金秋十月，武
冈市17533.33公顷晚稻迎来了丰收的
季节。10月26日，在邓元泰镇山岚村
的高标准农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密布，
散发着诱人的稻香。一台台收割机在
田间来回穿梭，金黄的稻谷迅速被切
割、脱粒、装运，大大提高了收割效率，
减轻了种植户的劳动强度。

“今年晚稻长势不错，颗粒饱满，
合作社通过集中育秧、机插机抛等技
术确保粮食高产，亩产湿谷将近 1200
斤，比去年每亩增产了 100 斤左右。”
种粮大户陈立贵是武冈市邓元泰镇鸿
腾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2019 年，该
合作社在山岚村承包了 78 公顷连片
稻田。今年，早稻、中稻、晚稻都取得
了丰收，面积、单产、总产与去年相比
均有增长。

为保障粮食产量，邓元泰镇积极引
导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
地流转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效益。
在完善基础设施，确保灌溉用水充足的

同时，加强技术服务，定期对种植户进
行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

为确保今年晚稻收割工作的顺利进
行，该市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已组织
了2场收割技术培训会，帮助种植户掌
握先进的收割技术和机械操作技巧。同
时，协调了100多台农机资源，确保每一
块稻田都能及时得到收割。截至目前，
武冈市17533.33公顷晚稻已收割面积达
60%左右，机收率100%，预计11月上旬
将完成收割，总产量达12万吨。

近年来，该市始终将保障粮食生产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严格贯彻落实耕地
保护相关政策，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持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实
现了粮食生产量质齐升的喜人局面。
今年，该市水稻播种面积达 54800 公
顷，其中双季稻种植面积超过34666.67
公顷，预计平均亩产可达 500 公斤以
上；一季稻种植面积20066.67公顷，亩
产 650 公斤以上。全年稻谷产量预计
将达到44万吨左右。

武冈市

机械化收割奏响晚稻丰收曲

10 月 22 日，新宁县首家社会福利
院正式投入运营。该福利院是新宁县
重点惠民工程，项目总投资2780万元，
新增床位182张。其中，特困供养床位
54张。

目前，该县60岁以上人口达11.48
万人，其中80岁以上人口约1.95万人，
老龄化趋势明显，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
长。今年，新宁县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引进了阳朔颐养庄园养生养老服务中
心作为“公建民营”运行机构，创新了该
县养老事业发展机制。

今年以来，该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以“民生可感行动”为抓手，扩大养
老服务有效供给，扎实推进社会福利
院、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助餐点等养老
领域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对272户困难
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高标准完
成了16个乡镇敬老院撤并工作。

（陈海军 李小安）

新宁县首家社会福利院正式运营

10月21日，游客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罗家水村千年银杏群景区赏
景。罗家水村有5棵集群银杏，平均树龄在1200岁以上。近年来，省民政厅
驻村帮扶工作队倾力改善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修建起高标准的民宿，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这里“打卡”，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了动能。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