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发展“加劲” 为民生“加码”
——邵东市牛马司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邓朝霞 曾小慧 通讯员 刘少军 李长乐 刘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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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旗村村部，村民们

正聚精会神地排练着健身柔

力球。领队的教练站在队伍

前方，手持柔力球拍，动作优

雅地示范着每一个招式。学

员们则紧随其后，认真地练

习着每一个动作。这样的排

练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每天下午练习3小时。

“今年 12 月 26 日，我们

村有件热闹事，要在村里举

办‘村晚’，大家很是期待。”

龙旗村龙山片五组村民岳艳

开心地说，“举办村晚在我们

村还是头一次，大家干劲十

足，准备在村晚中露一手。”

“村晚”承载着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龙旗村群

众对幸福生活的新追求，正

是牛马司镇建设富有底蕴、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真实

写照。

该镇以建设和美乡村、

提升群众幸福感为目标，加

速补基建短板，启动水毁工

程项目13个，完成水毁道路

修复13处、安全防护栏整改

2处，清淤整治山塘、渠道18

处，设置 3 处临水临崖路段

警示标志、2 处水毁路段警

示 标 志 ；完 成 乡 道 养 护

50.873 公 里 、村 道 养 护

122.259 公里，新修乡道 5.1

公里、水渠 4.5 千米，维修改

造各村路灯共100盏。同时，

该镇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上发力，在全镇各村新增垃

圾收集箱 500 个，配备保洁

员 142 名，保障主干道一日

一清理、村道二日一清理、

边缘院落三日一清理，实现

垃圾处理市场化运作。

在龙旗村袁国平故居

美丽屋场，村保洁员袁石桥

一手拿着笤帚，一手拿着撮

箕，仔细地清扫着故居前坪

广场的路面。他不时弯下腰

来，耐心地捡起地上的纸

屑、树叶等杂物，沟渠里那

些难以察觉的小垃圾也没

能逃过他的眼睛。“我每天

至少来这里清扫一次，确保

地面干净整洁。”袁石桥说，

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乱丢垃圾的人也越来越少。

牛马司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李原平介绍，该镇按照

“一村（社区）打造一美丽屋

场”的要求，在全镇建设美

丽屋场 30 个，并在晓水村、

牛马司村、桐杨村、西洋江

村、上桥村、龙旗村6个村打

造了亮点品牌，袁国平故居

美丽屋场就是其中之一。

培育文明新风，是建设

和美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该镇 30 个村（社区）制定和

完善《村规民约》《家庭文明

公约》，出台评选办法，广泛

发动群众，评选出文明示范

家庭、文明进步家庭、遵规

守约家庭共计60户，道德模

范以及“好婆婆”“好媳妇”

共计 150 名，并为其发放奖

牌奖金。

西洋江村已经连续三

年开展了评选表彰活动。

“我们村近些年变化很大，

乡风文明是关键。”村干部

杨青红说，通过评选身边模

范，选树身边典型，在全村

形成了户户争当文明家庭、

人人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该镇还深入推进红白喜

事移风易俗工作。今年来，村

民代表、党员、镇村干部参与

志愿服务 1 万余人次，劝导

和制止铺张办酒席100余场

次，村庄精神风貌不断改善，

乡村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这些年政府一直大力

开展宣传教育，不断提醒我

们不要铺张浪费、大操大办。

如今大家的思想已经转变过

来，追求的是人情的温馨，而

非背负人情债。”西洋江村龙

潭片十六组村民唐幸福说出

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和美乡村入画来

时间无言，实干有声。
从冬日冰雪、春日葱茏，再到夏日繁盛、秋

日金黄，邵东市牛马司镇上下只争朝夕、奋楫笃
行。今年1至11月，牛马司镇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59.9亿元，同比增长11.1%；规上工业增
加值14.4亿元，同比增长8%；规上新产品产值
42亿元，同比增长11%；限上零售额1.6亿元，同
比增长10%；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1亿元，同比
增长13.12%……这是一串振奋人心的数据，也
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2024年，牛马司镇以坚持“拼在产业、赢在
环境、爱我邵东”为主题主线，全力以赴抓发展、
惠民生、优环境，经济社会呈现出稳中有进、进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眼下，正值芹菜、莴

笋等蔬菜成熟上市的高

峰时节。12月12日，记者

走进位于牛马司镇西洋

江村的龙海无公害蔬菜

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只

见蔬菜大棚内一株株青

翠欲滴的芹菜和莴笋长

势喜人。大棚里，菜农们

正忙着采收、分拣、打捆、

搬运，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基地的蔬菜主

要销往邵东、邵阳、怀化、

娄底等地。”龙海无公害

蔬菜专业合作社前任负

责人朱仁贵说，“邵阳市

江北蔬菜批发市场的芹

菜和莴笋基本都是我们

合作社供应的。”该合作

社成立于 2007 年，年产

蔬菜 2 万余吨，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2018 年，

该合作社申报的莴笋、丝

瓜、黄瓜、芹菜四个产品

均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2019 年，该合作社

晋升为国家级专业示范

合作社。

“我们正在和科研院

所、高校联系对接，希望

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以

改变粗放式经营方式，提

高蔬菜品质。”朱仁贵介

绍，接下来，合作社还将

打造农耕文化体验区和

农耕文化博览馆，全方

位、多角度地展示农耕文

化的魅力与价值。

近年来，牛马司镇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现有

“龙海”“西洋江”等 4 个

蔬菜专业合作社，蔬菜产

业链年产值近2亿元；猪

场 18 家，存栏 7.5 万头，

年出栏10.2万头；蛋鸡场

4 家，存笼 33 万羽，肉鸡

存笼12万羽；存栏羊800

头、牛 1000 头；祖华“碧

绿珠”葡萄基地种植总面

积达 106万余平方米，葡

萄产业链总产值近 3000

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该

镇打造了西洋江蔬菜、祖

华葡萄、生猪养殖等品牌，

成为邵东市的“粮袋子”

“肉铺子”“果盘子”。

在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的同时，牛马司镇积极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依托

机械制造、炼煤化工、鞋

服制造等传统优势工业，

打造邵东西部工业园区，

全力做大做强优势工业。

“今年 4 月，我们支

持湖南催化剂厂、双胜化

工、志恒智造等企业完成

生产系统、环保系统、排

污系统的技术升级改造

并新增生产线，帮助他们

提升产能和产品竞争力，

预 计 增 加 产 值 8000 万

元。”牛马司镇党委书记

李兴科介绍，牛马司镇立

足鞋服熟练工人富集优

势，与盛翔鞋业、今福鸟

健康科技、跃奥驰鞋业三

家公司签订初步合作协

议，拟利用巧大娘食品公

司计划用地兴办总投资

2.1 亿元、总建筑面积为

6.5万平方米的标准化鞋

厂，将牛马司镇打造成邵

东最重要的鞋业制造基

地；计划利用煤矿闲置工

业用地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将牛马司镇打造成邵

东的鞋业服装基地。

该镇坚持推动一二

三产业齐驱并进协同发

展，实施“一镇一品”文

化工程，加大点与点之

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规划打造“红色、古迹+

欢乐谷+观光农业”一体

化的特色旅游产业链，

将袁国平故居、洪桥、龙

虎坝、祖华葡萄采摘和

西洋江蔬菜采摘等串珠

成链，将牛马司镇打造

成全市乃至全省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目的地。

镇域经济“加速度”

12月 12日，走进位于牛马司镇的

邵东特丽洁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帮扶车

间，只见一台台洗涤设备自动运转，洗

净烘干后的酒店布草从熨平机传送带

“吐出”。该帮扶车间于今年 1月设立，

吸纳了 5 名脱贫人员，57 岁的李来新

就是其中之一。

在进入帮扶车间工作前，有着轻

度智力障碍的李来新是一名无业人

员，家中有90多岁的老母亲需要赡养，

家庭经济较为困难。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邵东特丽洁洗涤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新友将其吸纳进入帮扶车间，

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给他安排了门

卫的工作，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

“我这种情况在外面几乎找不到

工作。如今能在帮扶车间有一份相对

轻松且收入稳定的工作，我很满足。”

说起现在的工作，李来新十分珍惜。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就业稳则

民心安、社会稳。牛马司镇深刻认识到

稳就业的重要性，今年帮助监测对象、

脱贫户外出务工818人，其中安排公益

岗位19人；新增帮扶车间2个，目前已

有帮扶车间11个，吸纳脱贫劳动

力56人；联合30余家企

业开展了 2 次

大 型

招聘会，共有1000余人前来应聘，为求

职者提供了市场信息和就业机会，同

时也为企业找到合适的用工人员创造

了条件。

该镇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完善防止

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在驻

村和结对帮扶方面建立了“党政领导

联点、片长包片、驻村干部包村、帮扶

干部联户”制度，确保每个脱贫户、监

测对象实现帮扶干部全覆盖，推动各

项帮扶举措精准到户到人。今年以来，

该镇为 86名困境家庭学生发放“雨露

计划”补助金12.9万余元。

在西洋江村，璐璐是“雨露计划”的

受益者之一。她的父亲前些年因病去世，

弟弟正在上初中，家中开销全靠母亲打

零工支撑。2021年，璐璐考上了湖南省汽

车技师学院，可全家人却为学费犯了难。

村干部在入户走访了解情况后，迅速帮

助璐璐申请了“雨露计划”补助金。当年9

月，她就享受到了每学期1500元的经济

补助。“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帮我们减轻

了家里的负担，让孩子能够安心学习。”

璐璐奶奶刘梅花笑着说。

该镇坚决兜牢民生底线，今年 1

至11月共发放临时救助金50余万元、

低保金500余万元、特困资金220余万

元、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150余万元，

免费上门为特困对象和低保户服务

8000 余人次，免费为困难残疾人发放

适配辅助器具20余人次，并为20多名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上门办证。“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四位

一体’女童、单亲家庭儿童等群体，也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李兴科介

绍，村里需按规定对“四位一体”女童

进行上门走访，村干部每月走访两次、

驻村干部每月走访一次。

民生保障有温度

▲鸟瞰祖华葡萄基地。

▶龙虎坝风景迷人。

◀列车正驶过怀邵衡铁路牛马司段。

           申兴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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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牛马司镇的湖南志

恒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