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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①）要切实加强与

人 大 代 表 联 动 ，及 时 向 代 表

们 反 馈 和 报 告 情 况 ，努 力 形

成“ 齐 争 取 、共 发 力 ”的 强 大

合力。

周迎春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代表集中视察的重大意

义，支持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各位代表要坚持从大局出发，

认真做好出席国省人代会的议

案建议准备工作，积极为我市

争取政策支持和发展机遇；要

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

不断提升代表依法履职能力和

水平。

（上接 1版②）

会议强调，筹备好市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是当前头等大

事，各工作组要高度重视，精益

求精，有序推进；对标对表，查

漏补缺，形成合力。要严肃会

风会纪，展示优良形象，发挥

“关键少数”表率作用，带头履

行职责，时刻绷紧纪律规矩之

弦，确保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

任务，努力把会议开成一次高

举旗帜、围绕中心，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风清气正、团结奋进

的大会。

会议还协商了有关人事事

项。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唐圭 伍微颖） 12 月 9 日，72 岁的唐子江

和家人跨越千里，从山东赶到湖南，将父亲

唐健如将军生前的 27 件见证革命历史的物

品无偿捐赠给湖南革命军事馆。

当天上午，一场庄重简朴的革命遗物捐

赠仪式在湖南省军区举行。

捐赠仪式上，唐子江将一个厚重的皮箱

放在桌上，皮箱内整齐地摆放着唐健如将军

留下的文字资料、证件、功勋章、军大衣等生

前物品。捐赠的是父亲的珍贵遗物，带回的

是父亲对家乡的牵挂和思念。

唐健如，1912 年出生于邵阳县，1933 年

2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参加土地革命战争、中央苏区第五

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55 年，唐健如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

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

章；1988 年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一级红星功勋

荣誉章；1996 年 2月 29日在山东济南逝世。

唐子江这次不远千里从山东回到湖南，

是为了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送他回家。“这

是我父亲一生的情怀。父亲十几岁的时候

就离开家乡参加红军，跟随着红军爬雪山、

过草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唐子江说，虽

说父亲很早离开了故乡，但他对故乡的情

怀、对家乡的感情始终不变，在世的时候经

常跟自己讲起老家的事，说有时间一定要回

来看看。“作为后人，应该尊重他的遗愿、满

足他的心愿、圆了他的情怀，湖南毕竟是故

乡，是养育他、培育他的地方。”

珍贵遗物的背后是一段段感人故事，见

证了唐健如将军的战斗经历。唐子江告诉

记者：“父亲对红军时期的事情感触非常深，

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差点过不来，因为他

当时身材不是很高，陷到草地里面，都是靠

其他战友用枪杆把他给拉上来的。”一枚枚

功勋章、一幅幅手稿、一件件实物，都刻下了

历史的记忆，烙上了红色印记，承载着唐健

如将军报效国家的光荣历程，体现了老一辈

革命先驱无畏无惧、忠于人民的崇高信仰，

传递着他对国家及家乡人民的热爱。

唐子江说，功勋荣誉虽说是父亲唐健如

的，但都是国家给予的，是家乡人民养育、培

育的，这些东西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交给国

家、交给家乡人民。“我们当然可以留，但是

我们再留，也就是放在家里，起不到什么作

用。捐出来以后，就可以通过湖南革命军事

馆这个大平台，将这些具有厚重历史沧桑感

的文物大规模、高集中度、高强度地展示和

宣传，这是很有意义的。”

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唐健如将军，从

没忘记自己穷苦出身的革命初心。革命胜

利之后，虽然环境、身份变了，但他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没有变，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没有

变，公而忘私的精神没有变。在侄女唐细云

心中，二叔唐健如是一个公私分明、坚守原

则的革命军人。1969 年 1 月，唐细云到山东

济南看望二叔，从来没有坐过小轿车的她想

搭顺风车去城区逛街，却被二叔拒绝了。“我

就跟他说，二爷，我们没坐过这个车，你带我

们坐车，你去上班，我们在百货公司下车就

行。”“那不行，这是国家配给我上下班的，你

们不能坐！”二叔皱眉的严肃模样，令唐细云

印象深刻。

唐健如将军作为老一辈革命军人，这些

功勋章是他革命功绩的历史见证，也是传承

红色基因的鲜活教材。湖南革命军事馆相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

军事历史类场馆，该馆将保护好、管理好、利

用好革命文物，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

代代传承，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焕

发出新的活力。

“我们深知保护与传承这些革命文物责

任重如泰山。它们将被妥善珍藏、深入研

究、生动展示，让红色基因融入民族血脉，成

为新时代奋进征程中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

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追梦途中，秉持先辈遗志，奋勇拼搏，书写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湖南革

命军事馆文物征集组组长高辉说。

邵阳县籍开国少将唐健如后代捐赠 27 件革命文物

跨越千里，带回将军对家乡的牵挂

12 月 10 日，市人大代表、城步苗族自治

县茅坪镇党委书记石辉走进城步双桥村竹

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向企业负责人杨

丰诚详细询问企业发展情况。

作为市人大代表，石辉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他带领茅坪镇干部群众，坚持党建引领，多

措并举，探索兴业富农的新路子，奏响了乡

村振兴的“协奏曲”。

党建引领 让党员示范更具效果

担任茅坪镇党委书记以来，石辉带领该

镇按照“党支部+合作社+企业支部”的思

路，以村级党组织为龙头，挖掘培育有一技

之长的党员群众，成立一大批致富产业龙头

企业，解决村民就业难题，吸引一大批年轻

人回流。同时，建立镇级农村实用型人才

库，入库人才 257 名，为全镇各类产业发展

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备选。此外，通过组织党

员开展示范带头、志愿服务、技术培训等，引

导广大党员争做致富带富帮扶先锋，用率先

试行带领群众、成功经验惠及群众，有效促

进了全镇产业发展、项目落地。

通过“干部沉下去、党员带头做、村民组

长上门说”等互动式走访的方式，该镇形成

共同画好目标“同心圆”、奏响落实“最强

音”、打造发展“聚能环”的局面，实现产业

兴旺。

创新形式 让乡村经济更有活力

茅 坪 镇 金 兴 村 曾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贫 困

村。2019 年，该村按“公司+村集体+农户”

的发展思路，承包千亩良田种植荷花，大力

发展莲子加工、荷花鱼、旅游观光等乡村旅

游产业，以农旅结合的模式助力群众增收致

富。但时间久了，单一种植荷花不仅使得游

客审美疲劳，秋冬“闲田”的劣势也显现出

来，“非粮化”的问题随之而来，产业转型迫

在眉睫！

为了帮助金兴村实现产业转型，石辉决

定“走出去听听专家的意见”。2023 年，他带

领茅坪镇和金兴村的干部赴省农科院交流

学习，为金兴村确定了“夏种水稻冬种油菜”

的发展路径，制定“精品化乡村旅游”的发展

新思路，将该村打造成全县第一个以彩色水

稻、油菜花观赏为主的“金色”观赏基地，当

年就吸引游客 38 万人次，旅游产业收入达

到 400 万元。2024 年，该村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约 50万元。

近年来，茅坪镇紧紧依靠“一竹一果一

文旅”，大力发展南竹加工、猕猴桃种植产

业，并建有大古竹海观赏基地、金兴金色乡

村旅游基地等苗乡特色文化旅游基地，11 个

村（社区）集体经济合计突破 200万元。

积极履职 让百姓生活更加幸福

“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是我最大的愿

望。”石辉时刻不忘自己身为人大代表的责

任和担当。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石辉积极深入

村（社区），对公共卫生服务、食品安全、临时

困难救助等工作进行调研，广泛征集代表和

群众意见，切实推动惠民安民政策进一步落

实落细。针对群众反映的人居环境脏乱差

问题，他大力推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投入实施茅坪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

目。针对双桥村集体经济创收不佳、群众增

收难问题，他主导引进了双桥村南竹加工

厂，创造工作岗位 100余个。

在石辉的带领下，茅坪镇党委、政府及

人大代表通过实地检查、代表联络站联动和

明察暗访“三合一”的方式，开展排查整治工

作，发现解决安全隐患问题十余个。

展望 2025 年，石辉信心满怀，“明年我

镇将引入高山秋月梨这一新的产业项目，扩

大产业多元化发展规模，带领更多的村民走

上致富道路。”

兴业富农 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访市人大代表、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党委书记石辉

邵阳日报通讯员 石金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梁佩珊） 12 月

13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

市城区大宗食材供应商集体约

谈会，进一步强化大宗食材供

应商主体责任，指导完善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师生

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约谈会上通报了前期检查

中发现的大宗食材供应商在经

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结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冷链物流规范》《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

范》以及湖南省地方标准《校园

食材配送服务规范》，对大宗食

材供应制度管理、场所设备设

施配置、卫生管理、采购验收、

入库查验、食材贮存、配送运

输、食材交接、追溯召回九个方

面作出风险提示，对校园大宗

食材配送单位的定期自查提出

要求。

会议强调，各经营者要强

化认识、直面问题、抓好整改，

切实把食品安全放在心上，落

实在行动上；要进一步健全完

善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

知识培训，把好采购关、储存

关、配送关。

会议现场，学校食堂大宗

食材供应商签订食品安全承诺

书，承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

为学校师生提供质量可靠、安

全卫生的食材。

市城区大宗食材供应商集体约谈会召开

切实把食品安全记于心践于行

“村集体资产守住了，我心

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12

月 4 日，绥宁县李熙桥镇湾头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莫

祚荣激动地说。

李熙桥镇纪委在对辖区

16 个村（社区）开展“驻场解剖

麻雀式”农村集体“三资”专项

清理时，发现湾头村的村集体

山塘承包存在问题：放在村委

会的承包合同丢失，承包租金

被拖欠多年。

发现这一问题后，专项检

查组第一时间向村“两委”了解

情况。原来，该山塘的承包人

已去世，目前由其儿子负责经

营，由于村里承包合同丢失，现

经营人员几年来一直未向村委

会交纳租金。

专项检查组经向李熙桥司

法所咨询相关法律规定，联系

了山塘的目前经营者，与其沟

通协商，耐心讲解政策。最终，

经营人同意支付原来拖欠的租

金，该村组织召开党员村民代

表会，重新签订该山塘的承包

合同，一次性收取了山塘承包

租金 2.4 万元，切实挽回了村集

体经济损失。

“经过镇纪委的这次‘教科

书式’守护村集体家底，我们学

习到了许多理念和方法。今

后，我们要像守护自己的钱袋

子一样，守护好集体‘三资’。”

莫祚荣感慨道。

村集体山塘承包合同遗失之后……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沈颖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危飞跃） 为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精神，全面提升我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法治素

养、执法能力和规范化水平，12

月 11 日，2024 年全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开

班。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市辖三区涉农街道办

执法大队长、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全体干部职工等参加

培训。

本次培训班为期4天，邀请

了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和省农业

行政执法教员进行专题授课，并

邀请相关技术公司培训“湘农执

法通”App使用方法。培训班课

程内容紧扣工作实际，采取法律

法规解读、办案技巧分享、典型

案例分析等形式，对动物卫生执

法、兽药饲料执法、渔政执法以

及农业行政执法操作过程中常

见或疑难法律问题等重点领域

进行详细解读。

“希望通过这次培训，切实

提高我市农业执法人员的业务

水平和执法效能，全力打造一

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业务精

湛、执法公正的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为我市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市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左

保表示。

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锻造护航“三农”执法铁军

12 月 12 日，新宁

县公安局大数据实战

中心揭牌启用。该中

心分为视频侦查区、数

据研判区、综合协调区

和网络战训区，实行24

小时值班值守。投入

运行后，将全面开展数

据分析、协同作战、防

控预警等工作，实时响

应各警种、基层派出所

的实战需求，真正做到

“一警发起、全局响应”

“ 一 线 吹 哨 、数 据 报

到”，成为汇聚警种资

源数据的新宁公安“最

强大脑”。 

  汤伟志 艾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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