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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黄江南） “井盖与井圈一定要注意紧密贴
合，这样车辆碾压时才不会有‘哐当’声。”11
月12日15时30分，市政工作人员正在大祥
区红旗路路段开展井盖的更换升级工作，市
市政维护事务中心沥青路面维护所副所长
贺金跃不时叮嘱施工人员把控施工质量。

“下班高峰期人流车流增多，道路易拥
堵，我们争取赶在下班高峰期前完成今天的
施工任务。”在放置好新井盖并夯实沥青层
后，施工人员细心地将路面进行清理，随即
便进入了下一个井盖的更换流程中。

井盖被称作“城市的纽扣”，扭住了地面
与地下管网的连接。看似寻常的井盖，不仅
关乎城市颜值、品质，更是一道生命“防线”。

“更换井盖之前，不时有市民反映井盖
与路面不齐，开车时容易产生噪音，并且井
盖周围的马路易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贺金
跃介绍，此次在我市主城区首次使用的自调
式防沉降井盖，能够将负荷直接分散到路面
结构层，防止井盖周围沥青路面沉降碎裂；
嵌入式胶条能有效减少震动、降低噪声；弹
性锁定装置能防止井盖跳动、位移或意外开
启，升级改造后的防坠落装置更是有效保障
了市民的“脚下安全”。

更换井盖繁琐复杂，从设置隔离围栏开
始到完成清理通车共有 12 道流程，尽管 13
名施工人员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抢抓进度，
一天也只能完成5个井盖的更换工作。入冬
后的阳光少了些毒辣，但不少施工人员的额
头仍冒着汗水。

“我家门口的一处井盖也被封严实了，
有车经过也不响，晚上睡觉总算踏实了”“破
损的井盖被更换了，路面看起来美观多
了”……看到破损、下沉的井盖不见了踪影，
过往的市民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据悉，红旗路的井盖更换升级工作于11月
8日开启，预计15个工作日内将全面完工。除
此之外，我市魏源路、邵水东路、雪峰南路等多
个路段的井盖更换升级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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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何春艳 刘斌） 11 月 11
日，市救助管理站举行 2024 年“寒冬
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启动仪式。此
次行动旨在确保全市流浪乞讨人员及
其他生活无着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
救助，温暖过冬。

专项行动期间，市救助管理站
将全面织密救助服务网络。通过在
市福利彩票中心销售亭设置寻亲显
示屏、设立求助引导点，以及在邵阳
人民电影院投放寻亲公告等措施，
广泛延伸服务范围，提升公众对流
浪乞讨及临时遇困人员救助、寻亲
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针对车站
码头、繁华街道、地下通道、桥梁涵
洞、废弃房屋、城乡接合部等流浪乞
讨人员可能露宿区域，该站将加大

巡查频次。
对于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残

疾人及行动不便者，市救助管理站
将积极劝导并护送其进站接受专业
救助；对于流浪乞讨的危重病人和
精神障碍患者，将协助其前往定点
医院接受及时救治和诊断；而对于
不愿进站接受救助的人员，市救助
管理站将根据其实际需求，提供食
品、衣物、棉被等物资，并留下求助
方式，确保后续能够持续跟踪回访，
提供必要的帮助。

“我们设立了 24 小时求助热线，
在集中力量加大街面救助力度的同时
也会加强与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调
合作，形成救助合力，确保救助工作无
死角、全覆盖。”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
亦武表示。

市救助管理站启动“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

寒冬送温暖 救助不停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何伟 易熠 易熠） 11月
11日，在邵阳县九公桥镇立吉塘村
箭杆冲水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
车辆穿梭，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
扎钢筋、支模板、浇筑水池镇墩，开
挖土方、吊装材料、铺设输水管道
……多点作业、井然有序，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金秋时节，正是水利工程施工
大干快干的“黄金期”。“这个时间
节点水利工程灌溉、防洪任务减
少，水利项目建设对农业生产活动
影响相对较小。”该县水利项目服
务中心主任孙剑民介绍说。

箭杆冲水库系小二型水库，因
年久失修，已出现多处渗漏，严重
影响蓄水功能。今年，该县水利局
将该水库列入除险加固项目，投入
国债项目资金162万元。水库除险
加固后，将新增蓄水能力1.56万立
方米，有效保障周边村人民群众的
饮水安全。

2024年，该县争取国债水利项
目建设资金1.66亿元，对全县26座
小型水库、1 个大中型水库、2 个河

道水闸进行除险加固和雨水情设
施建设。自 5 月全面开工建设以
来，全县增发国债资金项目累计完
成国债投资约1.4亿余元，占国债资
金的 85%，为年度目标圆满完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国债项目申报工作启动以
来，该县水利局抢抓增发国债重大
政策机遇，及时组建工作专班会商
研判，对照国债项目投资方向，分
析筛选符合支持范围的重大水利
项目，抢抓时间窗口，迅速完成项
目谋划、系统填报、审核推送、汇报
争取等工作，获得了国债资金的支
持。同时，该局锚定投资目标，精
心协调要素保障、严格管控质量安
全，充分发挥国债水利项目投资效
益，全力冲刺国债水利项目投资建
设任务100%完成的年度目标任务。

“接下来，邵阳县水利局将优
化细化施工进度，抢抓秋冬水利
工程建设黄金期，全面完成国债
水利项目投资建设任务，为来年
群众春耕生产用水带来更大便
利。”该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小前表示。

邵阳县全力推进国债水利项目建设

力保来年春耕生产用水无忧

11 月 5 日，绥宁
县东山侗族乡东山
村，在两辆“中国邮
政”绿色货车旁，一
件件红提整齐地排
列 着 ，一 声 响 亮 的

“开始，‘送亲’。”，工
作人员立马井然有
序地将一箱接一箱
的红提装车。

东山侗族乡坐落
在偏远山区，土地肥
沃，生态环境优美。
一到秋天，遍地红提
娇艳欲滴，犹如盖着
红 头 巾 备 嫁 的“ 新
娘”，引众多客商前来

“相亲”。
“今年红提量少

果壮，竟然还卖不上
好价钱！以前外地客
商早早就排好了队
……”望着一行行畦
垄上稀疏垂挂的红提，种植户杨通煌心中
忐忑不已。由于花期雨水过多，今年东山
侗族乡的红提产量骤降，且市场价格不佳。

67岁的杨通煌，几年前在村里的鼓励
帮助下，加入了红提种植合作社。2023
年，红提产量高、卖价好，加之有邮政的
BUFF“加持”，杨通煌一年赚了 30 多万
元。今年，他种植了1.07公顷红提，只采摘
了 2 万多公斤果，加之销量差，又卖不上
价，他估摸着今年收入非“腰斩”不可。

“幸好有邮政公司给我们‘兜底’，卖了
个好价钱，估摸着今年也可以挣到25万元
呢。”杨通煌笑着说。

像杨通煌这样受益的种植户还有很
多。种植户杨剑说：“今年，我家种了5亩
地，产量1.3万多斤，按照邮政帮扶的价格，
赚个6万元问题不大。”双门村的种植户杨
显良种了1.3公顷红提，能摘到3万多公斤
果子，除去人工成本，还能赚不少钱。

中国邮政邵阳分公司立足乡村特色产
业，出台了《2024 年绥宁邮政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方案》，以“四流”解“三难”为切
入点，做大农产品规模，体系化推进服务乡
村振兴规模化发展。自2017年以来，该公
司已经连续六年助力当地种植户拓宽销
路，成功将原本滞销的红提销往全国各
地。截至11月8日，该分公司已累计销售
红提9.8万余件，实现销售收入66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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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谢珊） 进出高速收费站更快，付费方式
更多元化，收费人员更少……经过“数智
云”改造后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将给过往
司乘人员带来更好出行体验。11 月 13
日，湖南高速集团邵阳分公司透露，目
前，我市已启动“数智云”收费站改造试
点工作。

据了解，G60 沪昆高速邵阳段洞

口收费站“数智云”改造项目已于 11
月 10 日开工，预计 12 月中旬建成并开
通运营。项目改造完成后，洞口收费
站将成为我市首座整站式“数智云”收
费站。

据了解，“数智云”收费站车道划分
为ETC专用车道、自助混合车道、人工混
合车道。在实现ETC车辆快速通行的基
础上，收费站入口可实现特殊车辆管理、

发放MTC车辆通行介质等功能；收费站
出口可支持 MTC 车辆按多种支付方式
付费。

洞口“数智云”收费站改造完成后，
将大大提升收费站通行效率和服务品
质，降低用人成本，为公路收费实现“无
人化、非现金、快速通行”提供高效解决
方案，营造更加安全、温馨、便捷的通行
环境，进一步推动邵阳高速公路向“智慧
化”转型。

由于工期短、任务重，目前，洞口收
费站在施工期间出入口各保留两条车道
通行，特提醒司乘人员合理规划进出路
线，以避免拥堵和延误。

我市启动高速公路“数智云”收费站建设

进出高速更快捷

市政工作人员正在更换井盖。

从 11 月 12
日起，市园林处
组 织 园 林 工 人
对 西 湖 路 沿 线
两边绿化带里的
灌木进行冬季补
栽，预计整个补
栽工作在本周内
完成。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11月13日，“陪读妈妈”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区一学校旁的美鑫饰品
加工厂上班。近年来，该县通过招商引资、引老乡创业等模式，在城乡学
校周边开设一批“微工厂”“微车间”，将就业岗位送给“陪读妈妈”，确保她
们挣钱与陪读“两不误”。目前，全县“陪读岗”已达1.6万多个。

严钦龙 王杨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