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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
员 周辉） 小籽花生再获丰收，安全饮水
工程力解水源难题，两条交通要道加紧施
工，一口口山塘正在清淤保灌溉……12月1
日，穿行于洞口县杨林镇，随处可见城乡建
设的热闹景象。通过开展“强信心、重担当、
敢作为、塑形象”主题活动，该镇干部群众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汽车从黄桥下高速，驶出黄桥集镇往
东几公里，就进入杨林镇。黄杨公路提质改
造工程，正在施工。坝上村支书李少立说：

“公路延伸到我们村，村民们非常高兴，纷
纷表示，即使利益受到一点损失，我们也不
要任何补偿。”再往东行驶至锁口村，通往
武冈市的交通要道也在紧张施工。据介绍，
该镇还有3条村道正在改造施工。

杨林镇位于衡邵干旱走廊，全年降雨

稀少，地面储水能力弱。各村积极响应镇党
委政府号召，因地制宜，选择种植耐旱的小
籽花生。今年，该镇的小籽花生种植面积约
133公顷，平均亩产160公斤左右。现在，该
镇的小籽花生已进入线上线下销售旺季，
预计产值570多万元。

杨林缺水，一遇天旱，饮用水就成了问
题。该镇党委政府积极向上级汇报，反映百姓
诉求，得到市、县的大力支持。今年，经过协
调，从武冈引水入镇的安全饮水工程启动建
设。记者乘车沿着盘山公路上山，到达峨峰
村。公路边，院落中，工人们正在铺设新水管。
村民杜伟连说：“天旱时，我们都眼巴巴盼着
消防车送水上山来。水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洗
了澡又用来洗衣服，较干净的洗衣水用来喂
猪浇菜。现在好了，饮水工程建好后，我们再
也不用担心没水了。”村民李大洪接过话茬：

“有时，水稻刚出穗就天旱，减产成了常事。今
后，我们再也不怕天旱了。铺设水管，逢地开
挖，遇路开路，村民们没讲一句啰嗦。”据介
绍，该工程总投资360万元，建设供水管网约
30.6公里，惠及峨峰、锁口、塘下三个村村民。

来到草塘村7组，只见村干部李刚正在
协助挖机师傅为一口山塘清淤。他说：“清
淤完成后，这口山塘储水量会大增，能管30
亩水田的灌溉用水哦。”据介绍，上级拨来
专款，按计划为杨林镇的30口山塘清淤。种
粮大户李开东曾为水田灌溉伤透了脑筋，
说：“山塘清淤，加上逐渐完善的其他水利
工程，给我们这些种粮人吃了定心丸。”

在杨林镇，从镇村干部到普通居民，人
人都是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者、推进者。街
道清扫、门前“三包”、垃圾分类、院落改造，
每天都在进行，城乡建设氛围浓厚。

杨林镇全面推进城乡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宁 煜 通讯员 杨 贵 新） 12 月
1日上午，隆回县六都寨镇长砂龙村
石排上，数公顷柏木傲然挺立在青
石头间。有风吹来，柏木树叶与枝
桠沙沙作响，松涛阵阵，就像一曲雄
浑的乐曲。“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
没有一棵树，只能看到一块一块的
青石头。”该村78岁的老人周雪云
站在山岗上，极目远眺，感慨万千。

这只是隆回县 40 多年来石漠
化治理取得巨大成效的一个小缩
影。据了解，1975 年开始，隆回县
务林人艰苦奋斗、克难攻坚，与荒
山斗、与石头斗，浓墨重彩地描绘
了一幅生态建设的壮美画卷，完成
了从“荒山大县”到“美丽隆回”的
艰辛跨越。至2023年底，全县森林
蓄积量达121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55.15%。

隆回县南部地区分布有石灰岩
岩溶土地8万公顷，其中重度石漠化
面积达3万公顷，分布在全县15个乡
镇，绵亘50公里。这一带地瘦草枯，
一片荒凉景象。多年来，隆回县推进
石漠化治理，强化培育管护，探索出
以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恢复植被为主
的治理路径。

隆回县实行县级领导包乡镇、
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的包干
责任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以
及县直机关和各乡镇领导每人带
头负责退耕还林石山造林示范点。

为攻克石山造林难关，隆回县
科技人员通过长期摸索，筛选了柏木、刺楸、中国槐、柿、枣等
16个适宜树种，并摸索出柏木+枫香、柏木+南酸枣、柏木+刺
槐等造林模式，探索出“客土改良、引水保湿、容器苗上山、见
缝植苗、合理密植”的技术路线。隆回县石灰岩石山造林技术
研究及应用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在全国石漠化地区
得到推广应用。

隆回县对林木种苗工作也十分重视，先后建立8个育苗
基点和2个联营苗圃，全面推广水田育苗和容器育苗技术，累
计培育优质苗木1.1亿株，满足石山造林的需要。

40多年来，隆回县在石漠化地区共植柏木等生态树种1.5亿
株，成林面积2万多公顷，营造柿、枣、梨等经济林2000多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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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以上的村卫生室可为群众提供中医
服务，70%以上村卫生室群可享受6项以上中
医药适宜技术，基层中医药诊疗服务量达到
了整个医疗业务量的35%以上。在中医服务
基层群众上，新邵县的步伐走得更深、更实。

近年来，新邵县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中医馆服务能力等级建设、中医药服务体系
建设、中医药人才建设，全面提高中医药服务
能力，为群众打通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11月29日，走进新邵县小塘镇卫生院中
医馆，一股浓郁的中药味扑鼻而来。医馆内中
医诊室、治疗室、煎药室等一应俱全，还配备
了多种中医治疗设备，能提供推拿、针灸、刮
痧等服务。治疗室里，医生正在为患者针灸、
推拿、拔罐。“自从我们卫生院设立了中医馆

后，来理疗的病人很多。”该院院长李晓忠说。
该县中医馆按照“有人员、有场地、有

服务、有设备”的“四有”标准建设，全部设
置中医临床诊室、中药房、中医治疗室等，
统一配齐260种以上中药，配备多功能颈腰
牵引床、煎药机、针灸包等中医设备，服务
质量整体提升。目前，该县在15个乡镇卫生
院建成了功能齐全的标准化中医馆。

新邵县积极构建“医院有特色、科室有
特点”的中医发展格局，在开展中医药服务
中，各乡镇卫生院结合自身实际，推出符合
群众需求的服务项目，形成了各自特色。如
酿溪镇卫生院中医疼痛科、坪上镇卫生院
糖尿病专科等特色专科临床疗效明显，获
得越来越多患者的欢迎。

此外，新邵县为363个村卫生室配置了
针灸、火罐、刮痧板、TDP神灯等四类基本
的中医诊疗设备，目前，289个村卫生室均
能开展4类6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村
卫生室中建成50个标准“中医阁”。

好的中医技艺，少不了优质中医人才的操
作。新邵县选派优秀中医专家，下沉至乡镇、村
（社区），开展针灸、中医磁疗、电针等中医药适
宜技术培训，帮助基层中医药人员熟练掌握相
关技术。通过组织开展传统“师带徒”“西学中”、
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等，培养实用型中医人才
和中医全科医师。近年来，150余名乡镇、村卫
生室医护人员参与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去年，

“孙燕湖南基层名中医药传承工作室”在新邵
成立，为当地提供源源不断的中医人才。

让老百姓看上“好中医”
——新邵县打通中医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孙诗明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郭慧鹏 通讯员 周
良军 林星辰） “这种情况在资源冷杉的成长
史上比较罕见。”近日，湖南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舜皇山国有林场（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
在开展样地专项资源冷杉调查过程中发现，在高
海拔针阔混交林中生长出一株珍稀资源冷杉天
然幼苗。

这株资源冷杉幼苗的株高 41cm、干径 1cm，

幼苗长势良好，是新宁境内目前发现仅有的幼
苗。此次发现表明该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
改善，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境条件有新的优化。

据了解，资源冷杉是我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
孑遗植物，属全球极度濒危植物之一，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发生和演变，以及
古气候、古地理有重要意义。（下转4版）

新宁舜皇山发现首株资源冷杉天然幼苗

在我市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
上，文明之风正悄然吹拂着城市的每一
个角落。从繁华街市到干净整洁的公
园，再到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博物馆，每一
处都成为了展现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
明风范的生动窗口。

新风尚：书香满城

11 月 22 日，走进市区宝庆东路，繁
华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社科文教书店
静静地坐落在街边，为这座城市增添了
一抹书香。书店内，整齐排列的书架上
摆满了各类书籍，从文学名著到科普读
物，各种图书琳琅满目。书店内设置的

“免费读书区”，不仅环境优雅、安静，更
是市民学习阅读的好去处。

“书店氛围很好，为我提供了一个安
静、舒适的学习环境。”正在准备考研的大学
生孙芳芳说。为了安心备考，她经常来书店
学习，店里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经常为
她提供各种帮助和指导，让她感觉很舒心。

市松坡图书馆也是市民们学习充电
的好去处。宽敞明亮的阅读大厅内，一
排排书架整齐地排列着，书架旁的阅读
区，是正在低头阅读的市民。他们或坐
或立，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享受着阅读
带来的乐趣。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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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
员 周澍 杨微） 11月30日，永州至新宁
清江桥高速公路（简称永新高速）交工验收
会议召开。经综合审议，永新高速公路通
过交工验收，这标志着永新高速通车试运

营在即。
交工验收会议前，湖南永新高速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组织各与会代表及专家进行了实
地查看，认真审阅交工验收资料，听取了建
设、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工程执行情况汇

报及永新高速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检测报告。
交工验收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永

新高速建设管理规范，工程质量合格，工程
档案资料齐全、规范。

永新高速通车后，将与G59呼北高速、
S85白新高速在湘南和桂北地区形成一条
连接桂林、崀山、永州及衡阳的省际旅游黄
金通道，加速永州、邵阳两地融入大桂林旅
游圈，对促进永州、邵阳两市乃至整个湘西
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交工验收

永新高速通车在即

三 渡 水 大 桥三 渡 水 大 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