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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武冈市荆竹镇光荣村玉竹加工厂的工人正在晾晒黄精中药材。

新年伊始，该工厂向产业种植户谈种植、话扩建、谋销路……传递着中药材

经济更上新台阶的信心。             王岐伟 摄

上月 30 日晚，邵东市举行 2025 年“爱我邵东”新年音乐会，以文艺为纽带，为市民送上新年文化大礼包。音乐会聚焦

时代主旋律，贴近群众生活，有《保卫黄河》《游击队歌》等红色经典歌曲，也有《听见中国》《邵东人闯天下》《湖南邵东》等

家乡原创歌曲，旋律悠扬、歌声动人，抒发了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展现了邵东人民团结拼搏、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风貌。

 邵阳日报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姚天启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兰 绍 华 
通讯员 李汪清 徐舒娴） 上周，洞

口县黄桥镇工作人员分组整治马路市

场、排查消防安全隐患。1 月 6 日开始，

该镇再次集中整治市容市貌。

2024 年 以 来 ，黄 桥 镇 深 入 开 展

“强信心、重担当、敢作为、塑形象”主

题活动，突出目标导向，强化激励引

导，聚焦重点工作，绘好黄桥乡村振兴

富景图。

以信念为“笔”，渲染文明新风。黄

桥镇不断擦亮开国少将袁也烈、“中国

好人”侯长亮、平民英雄曾维龙、消防

烈士袁志方、体育健儿邓泽文等黄桥

好人名片，树立乡风文明风向标。29

个村（社区）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和居民公约，规范村级自治管理，树立

文明新风。

以绿色为“画”，勾勒美丽黄桥。该

镇科学制定考评细则，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走深走实。全镇 158 名保洁员、

1800 余名片组邻“三长”分级负责、齐

抓共管，实现全天候保洁。拆除棚户区

老旧危房 49 座、整治黑臭水体 32 处，

打捞水葫芦、水白菜 300 余吨。在镇、

村 主 干 道 种 植 紫 薇 花 、桂 花 共 计

27000 株。成功打造市级和美乡村 1

个，县级和美乡村 1 个，县级和美屋场

1个，卫生村 3个。

以担当为“针”，扎牢治理之基。该

镇建立镇属各部门、黄桥派出所、黄桥

司法所及石江法庭有效联动的访源、

警源、诉源“三源共治”体系，构建群众

诉求“一平台受理、一站式服务、一张

网共治、一揽子解决”的全链条受办机

制和“1、3、5 分钟”快速反应机制，让

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

2024 年，该镇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成

功率达 90% 以上。

以创新为“弦”，激发产业活力。

该镇不断加快产业升级，创新销售模

式，推进联农带农机制，激活产业发

展新动能。2024 年，新引进落地 3 家

湘商企业，总投入 5000 万元。不断发

展壮大三角柚子基地、石狮杨梅基

地、车轮葛根黄桃套种基地等传统产

业。引进石背胜岳蔬菜加工基地，重

点规划推广药材种植、“梯米”种植、

香猪养殖三项产业，拓宽渠道助农增

收。开展直播带货“新农人”培训，构

建“双线销售+渠道量销”销售模式。

2024 年，黄桥本土达人利用电商平

台，为农户销售农产品 90 余万元，受

益群众达 420 余户。

以使命为“线”，穿引幸福万家。该

镇以全面促进群众增产增收为使命，多

措并举稳就业、促生产、保民生。年内新

引进 3 家湘商企业，新增就业岗位 300

余个，石捷包袋厂完成升级改造带动千

人就业，新增扶贫车间 2 家，解决就业

人口 200 余人。鼓励脱贫、监测人口积

极发展庭院经济增产增收，全年发放庭

院经济奖补465户共44.48万元。

洞口县黄桥镇

强化治理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屈凌芙蓉 

唐文峰 刘娜婷） 1 月 6 日，走进

位于新邵县潭府乡大江村的新邵县

中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红薯干加工

车间，只见村民们正忙着将红薯削

皮、切片、清洗、蒸煮、烘干。在经过

一道道加工流程后，“糖化”的红薯

干色泽金黄、口感软糯，成为了人们

钟爱的传统零食。

“相较于普通的红薯干加工方

法，我们采用三蒸三烘六道工序，这

样不仅能保证红薯干在制作过程中

糖化更加充分，口感也更加软糯。”

新邵县中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恒春介绍道。

今年来，大江村引进新邵县中

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红薯干

加工，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生

产优质红薯干产品 ，解决了村里

20 余名老人和妇女的就业问题，

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 ，

不 仅 有 效 利 用 了 本 地 闲 置 劳 动

力，也为当地红薯种植增加了“甜

蜜值”“含金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当地收购

了农户 50 多万斤红薯，每天需要请

20 多名农户在这里工作，平均每天

加工 1 万多斤鲜红薯。”李恒春表

示，下一步，该公司将在当地发展更

多农户种植红薯，并给他们保底价

回收兜底，更好地带动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

近年来，潭府乡始终打好党建

“引领牌”，以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为主线，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不断盘活农村“沉睡”

资源，让“看得见”的撂荒闲地变

成村民手中“握得住”的股份“红

利 ”，形 成 了“ 行 业 协 会 + 龙 头 企

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截至目前，该乡各类规

模种养基地达 60 余个，农业产业

化省市级龙头企业达 5 家，特色农

业规模初显。

新邵县大江村

红薯干变身“黄金条”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唐 光 照 

戴龙柱） “以前路边的十二生肖石雕

横七竖八，花草杂乱枯黄，破烂广告大

煞风景，现在公园里到处生机盎然，整

洁舒适，在这里散步，真是一种享受。”

1 月 6 日傍晚，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

镇南湖公园沿河文化艺术长廊散步的

刘先生发出由衷感慨。

去年 12 月初，城步十三届县委第

六轮巡察启动，巡察组进驻该县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政治巡察。为迅速找准城市治理的“落

针”点，巡察组加班加点走访，广泛听

取商户及居民意见。通过半个月的调

查走访，巡察组向该县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党组交办了第一批次共 12

个立行立改问题，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执法监督、城市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和建议。

针对学校周边放学时段拥堵问

题，该县城管执法大队立即与县公安

局交通警察大队、县教育局完善了校

园周边环境整治行动方案，组织精干

力量，分点分片开展高峰期巡查，以上

街宣传、劝导教育、张贴温馨提示等方

式，全面规范乱停乱放行为。截至目

前，共取缔城区校园周边乱摆摊点

160 个、整治跨门经营店铺 12 户、整治

乱堆乱放 72 起、整治噪音 27 起，规范

人行道非机动车摆放 500余辆次。

针对占道经营、摊点外溢现象，该

县市场服务中心对农贸市场进行重新

规范布局，规范场内乱停乱放车辆

300 余辆次，拆除违规搭棚 21 个，清除

乱堆杂物 56 处，确保摊位整齐划一，

商品种类分区经营。并增设了自产自

销区、便民服务点和志愿者服务点，无

偿为进城销售自产商品的群众提供销

售场地，无偿提供农产品检测服务 40

次，免费为群众提供饮用水、雨伞、紧

急药品等 500多次。

该县环卫中心增加了道路洒水降

尘频次，在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增设

了垃圾桶，实施全天候清扫保洁，确保

垃圾日产日清。该县园林绿化中心整

修城区绿化带围栏 65 米，补绿 1000 余

平方米。该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维护

风雨连廊防水 200 余平方米，更换破

损地砖 420 块，维修儒林大道民族特

色建筑漏点 12 处；对学校、餐饮场所、

酒店和乡镇燃气网点开展燃气安全管

理培训和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

隐患问题 36个。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维护好群众

利益，事无巨细，始终是巡察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一城之美，始于建设，

久于管理。今后，我们将督促相关单位

整改好发现的系列问题，推动长效长

治，绣出宜居城步新画卷。”城步县委

第六轮巡察组负责人表示。

城步苗族自治县

以巡促改 绣出宜居城市新画卷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何 雯 

唐文峰 郭雅倩） 1 月 6 日，走进

新邵县酿溪镇王家坪村萝卜园，只

见一个个水灵鲜嫩、硕大圆润的白

萝卜整齐排列在田垄间，村民们穿

梭其中忙采收。

王家坪村地处酿溪镇西北部，资

水绕村而过，土地水分充沛，昼夜温

差较大。该村的田土多为沙质土壤，

蕴含着多种微量元素，种出的萝卜口

感脆嫩，汁多味甜，营养丰富，备受市

场青睐。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名声在外的“王家坪萝卜”还有着悠

久的种植历史，村民一直沿袭祖辈传

承下来的原生态种植方法，全都使用

菜枯、家禽家畜的粪便等有机肥，确

保了萝卜品质“稳定在线”。

村民李定满家之前种了 2 分多

田的早萝卜，以每公斤 6 元的价格

拿到市场上去卖，“听说是王家坪的

萝卜，大家抢着买。”即便面对当前

市场白萝卜大量饱和、价格低廉的

情况，李定满家的第二季迟萝卜依

然是“香饽饽”，且比其他产地白萝

卜价格高出 1 元至 2 元每公斤。易管

理、周期短、见效快、品质好的白萝

卜，让王家坪村老百姓在家门口实

现增收致富。

据了解，王家坪村的萝卜品种主

要为“春不老”“蓝山萝卜”等，种植面

积超6公顷，亩产值约10000元。

“我们王家坪村的萝卜种植历

史悠久，气候条件、土壤条件都很

好，种出来的萝卜又脆又甜，口感

好，非常受市场欢迎。下一步，我村

将发挥旅游优势，把萝卜作为‘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来打造。”王家坪村

党支部书记、主任邓雨民说。

新邵县王家坪村

白萝卜种出“好钱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为传承和发扬武冈餐饮文化，通过一

桌菜品展示武冈丰富的美食和独特的

饮食文化，提升武冈美食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1 月 5 日，武冈市餐饮行业协

会首次推出“武冈一桌菜”。

“我们全方位调研了本地特色食

材，深入武冈各乡镇，全力挖掘潜藏的

味觉宝藏，精心雕琢具有浓郁武冈地

域标识的特色菜品体系，历经数月的

反复打磨、试菜优化，‘武冈一桌菜’菜

谱最终圆满敲定。”武冈市餐饮行业协

会会长刘小平介绍。

发布会现场，宴席设计精巧，包括

铜鹅肉包、红烧全鱼、海参假鱼肚、墨

鱼三丝等在内的开门小吃、四冷盘、四

热盘、八大碗，总共 21 道菜品。这些

菜品由武冈餐饮界的资深厨师分工协

作，共同打造而成。这些菜品中，粉蒸

铜鹅、武冈扣肉、米花丸子蒸鸡、血浆

鸭、卤菜拼盘等特色菜品不仅口感独

特，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

了武冈饮食文化的精髓，让食客们在

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武冈悠

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

“这桌精心打造的菜品汇聚了武

冈市地方特色食材与传统烹饪技艺的

精髓，从选材到烹制，我们都经过了严

格把关。”刘小平介绍说，武冈一桌菜

的推出，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品尝

和体验，从而推动当地旅游和餐饮行

业的发展。

“武冈一桌菜” 吃出家乡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