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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贺旭艳

本报讯 12月11日下午，由市小
记者协会组织实施的“推进融合教育，
关爱残疾儿童”公益项目，在市社会福
利院开展第六场活动。20名小记者带
着礼物、手工制作工具，在家长陪同下
共赴这场爱心之约，为冬日的邵阳增
添一道暖色。

此次活动原定于在市残疾儿童康
复中心开展，由于该机构的残疾儿童来
自各县市，在天气非常寒冷的情况下，
临时接上级通知放假三天。为了不让
已经招募的小记者失望，市小记协联
系了市社会福利院，得到对方的大力
支持。当天下午，身穿红马甲的小记者
们在家长们的带领下提前来到活动地
点。带着与严寒天气形成强烈对比的
热情、活力和爱心，他们排队参观了残
疾儿童干净整洁的住所和教室，用人手
一份的粘土、橡皮泥等手工制作工具，

与残疾儿童一起快乐做手工，友好互
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家长们也积极参
与，或指导或亲自动手。随着小兔子、毛
毛虫、企鹅等手工品的完成，现场充满

了欢笑声语。此次活动还向残疾儿童赠
送了小记者们精心准备的图书、玩具、
零食等爱心礼物，以及上次小记协图书
漂流活动中募集的爱心物资。

“推进融合教育，关爱残疾儿童”公益项目第六场活动

小记者走进市社会福利院看望“小伙伴”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刘 郁

12月12日上午，北塔区委、区人民政
府举行的“幸福新北塔·建功新时代”纪念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一组组
数字述说着令人振奋的改革变迁：农业总
产值由 1998 年的 8762 万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3.23 亿元；2017 年全区实现整体脱
贫；安全生产连续20年保持无较大以上
安全事故发生……承继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北塔区建区以来，开拓创新，社会经济
跨越发展，城乡面貌翻天覆地。

经济指数节节攀升

北塔区建区之初，规模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为零。围绕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挥师江北，再造新城”发展战
略，全区上下加快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强
化经济发展动力支撑，实现经济规模和经
济质量效益“双提升”。2015年，全区首次
荣获“湖南省经济快进县”荣誉称号。2017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是建区时的16倍；
完成区级财政总收入15495万元，是建区
时的31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亿元；完
成规模工业增加值30.47亿元。

发展质量大幅提高

该区不断壮大产业规模体量，优化产
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由 1998 年的
37.7：32.3：30 演变为 2017 年的 9：52：39。
农业总产值由1998年的8762万元增长到
2017年的3.23亿元，从单一、分散的小农
经济发展到多品种、多结构的现代农业体
系。规模工业增加值从零起点，到2017年
的30.47亿元，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个、省
级著名商标5个，湘窖酒业成为全省白酒
行业的领跑者，荣获“湖南省省长质量
奖”。2017年该企业新推产品“红钻湘窖”
荣获第 19 届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奖赛

“大金奖”。服务业快速发展，总产值由
1998 年的 6968 万元发展至 14.51 亿元。
2016 年，北塔区被省发改委确定为我市

唯一一个“全省服务业示范集聚区”。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建区伊始，该区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通过招商引资，多渠道筹集资金，全力以
赴抓基础设施建设，西湖大桥、江北大堤、
蔡锷大道等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城
市基础设施项目率先完工，魏源路、资江
北路、北塔路、云山路、龙山路、中山路等
一批城市主干道和雪峰大桥、桂花大桥建
设相继完成，邵西大道、虎形山路等城市
三环线正式启动，全区交通网络逐步完
善，城市骨架不断拉大。恒大华府、中驰一
城、九盛北海、乾道大院、西湖春天等一批
高品质房地产开发项目加速建成。

同时，该区坚持城市扩容与城乡提质
并举。着力改善环境，以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积极开展乡村
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新农村旧貌换新颜，城区道路干净整
洁，美好社区全面覆盖。2009 年，该区荣

获全国“和谐社区示范城区”称号。

民生福祉大幅提升

北塔区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民生、保障
民利，社会保障日臻完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健
康养老机构不断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全面消除城区超大班额，在全省率先
建成中小学校“三通两平台”信息化建设，
被评为“湖南省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示范
县（市区）”“湖南省第三批教育强县（市
区）”，被国家教育部认定为“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精准扶贫全力推
进。2017年实现整体脱贫。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安全生产连续20年保持无较大以
上安全事故发生。强力推进“公安消防三
年大建设”，全面落实“一村一辅警”工作，
建成2个快警警务平台。全区未发生过有
负面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刑事案件。
2018 年被评为“湖南省三年禁毒大行动
先进集体”。

崛起的新城 幸福的北塔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彭 超

本报讯 年猪一般要到年边
边上才开宰。可是随着时代的变
迁，绥宁开宰年猪的时间越来越
提前了。这不，12 月 8 日，农历十
一月初二，该县红岩镇柳山村四
组年近七旬的村民李吉富早早就
杀了年猪。

问起今年为何要提前近两个
月宰年猪？李吉富老人说：“今年
喊吃‘刨汤’的人太多了，我初步
算了一下，有一二十家，我怕到时
没时间杀自己家的年猪。”

绥宁过年素有吃“刨汤”的习
俗，即每逢杀年猪的时候，将亲朋
好友邀到家中，品尝散发着热气
的新鲜猪肉。在当地人眼中，过年
有年猪可杀，有“刨汤”可请，即意
味着这个家庭的日子“六畜兴旺，
五谷丰登”；反之，即表示这个家
庭日子比较难过。

李吉富人如其名，他自己勤
劳肯干，养育的两儿两女也个个
事业有成。改革开放 40 年来，他
家年年杀年猪，吃“刨汤”，从未
间断。

“以前，总是我请别人吃‘刨
汤’的多，近几年来，请我吃‘刨
汤’的亲朋好友也越来越多了。尤
其到了今年，整个腊月几乎天天
要吃‘刨汤’，推都推不脱！”李吉
富老人有些为难。

当日中午，凛冽寒风中，数十
位亲朋好友亲亲热热地围坐在李
吉富家，一起吃“刨汤”：绥宁特有
的“槽血肉”必不可少，还有“筒子骨炖大萝卜”；
一些喜欢喝家酿米酒的人还在烫热的米酒里滴
上几滴猪胆汁，喝起来起初清苦清苦的，后来舌
尖上缭绕的是甜蜜的味道。

柳山村七组今年45岁的贫困户吴炳兴在
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大胆预测市场，用政府贴
息贷款发展生猪规模养殖，一举走向富裕。

“今年过年我要杀两头年猪，把过去欠李吉
富舅舅等亲朋好友家的人情都补起来。”吴炳兴
高兴地表示。

“据我所知，在柳山村，今年至少有50户以
前从来杀不起年猪的脱贫户会杀年猪。”绥宁县
驻柳山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向利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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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礼物赠送礼物。。

一起做手工艺品一起做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