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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过年故事

(上接 1 版①）在效率变革方面，

聚焦要素保障、政策落实、项目

建设等关键节点，实行招商引资

全生命周期服务，常态化开展

“三送三解三优”等行动，推动生

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

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在生

态重塑上，将打造法治政府、诚

信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保护企

业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

从春天出发，向着希望而

行。全市上下要树牢“人人都是

营商环境”的意识，躬身入局、起

而行之，争当优化营商环境的参

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奋力推动

全市营商环境实现新跃升，让市

场主体和服务对象对优化营商环

境的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得实

惠”，努力以一流营商环境催生发

展新动能、培塑发展新优势。

  (上接 1版②）

男子被救上岸后，120 急救

人员立即展开救治，防止其因失

温而出现生命危险。随后，男子被

送往医院。据警方初步了解，男子

因与家人发生矛盾，一时想不开

才选择跳河。

谢原杰、谢卫民和任喜华都

是普通市民，袁爱国就职于大祥

区城管局，但他们都有着丰富的

冬泳经验和救援知识，曾多次参

与类似的救援行动。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事，救人是我们冬泳队员的责

任。”任喜华谦虚地说道。

据医院方面消息，跳河男子

经过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

正在接受心理疏导。“如果不是

他们及时出手相救，后果不堪设

想。我们真的非常感激。”男子的

家属说道。

春节是阖家团圆、温馨美好的时刻。

然而，有这样一群交通人，却放弃与家人欢

聚，坚守岗位护航春运。2 月 4 日，春节假

期最后一天，记者走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部分执法人员，探寻这道独特

的风景。

15 时许，在市区双拥路与邵州路口，该

支队运政执法二大队副大队长贺利军正带

领队员，对一辆网约出租车进行检查。针

对车辆存在的卫生不达标以及未粘贴网约

出租车标识等问题，贺利军对驾驶员进行

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提出了明确的整改

要求。

“春节期间，我们大队每一名执法人员

都要上路执勤 2 天。虽然节日上班，让我们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变少了，但这是我们的

职责所在，我们无怨无悔。”贺利军介绍，执

勤时，他们深入市区各大站场、重要商圈周

边，进行定点检查与全路段巡查，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督促相关企业以及从业人员提

升服务质量、遵守行业准则、重视运营安

全，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疏导。

在汽车南站外，贺利军又一次对一辆

巡游出租车展开检查。他微笑着询问乘客

驾驶员有无违规加价，在得到乘客“未乱加

价”的回答后，才放心地让出租车离开。

“近几年春节，我们加大检查力度，重

点整治违规加价等问题，成效显著，投诉

量大幅下降。”贺利军说，“这是我们春节

执法‘不打烊’的意义所在。虽然我们辛

苦点，但一想到能给广大乘客带来文明、

舒适、安全的城市客运出行体验，一切都

值了。”

16 时许，一架无人机从沪昆高速长冲

口大桥上腾空而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高速路政执法大队邵阳南中

队的工作人员谢健荣、肖亮、余建军，正在

对桥下空间进行巡查，防止高速公路桥下

空间被非法占用。    (下转 8版)

交通执法“不打烊” 护航春运“我在岗”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铭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蓝 通讯员 李威） 2 月 5 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红果到

邵阳经开区调研重点企业、项目

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要全力

以赴抓发展、拼经济、抢开局，以

“开局精彩”带动“全年出彩”。

龚 红 果 先 后 前 往 三 一 专

汽、湘中制药、中国移动邵阳生

产调度楼总部、宝东医药、台劲

数 控 、邵 虹 特 种 玻 璃 、达 力 智

能、邵纺机、嘉亿机械等企业和

项目现场，感受火热的生产氛

围，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生

产经营、市场拓展及项目建设

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现存问题

和困难。龚红果对企业开足马

力忙生产、拓销路的做法予以

充分肯定，鼓励企业和项目负

责人立足自身优势，抢抓市场机

遇，实现投产企业效益稳步提

升、在建项目加快推进，同时叮

嘱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龚红果指出，各级各部门要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及时帮助

企业解决资金、人才、用工等方

面的问题，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做优。要广泛征求企业意见

建议，分批分类梳理诉求，形成

工作清单，加强跟踪督办，确保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强

化要素保障，完善园区配套，持

续提升园区通达性和便利性，不

断增强员工的幸福感、安全感和

归属感。

以“开局精彩”带动“全年出彩”
  龚红果到邵阳经开区调研重点企业及
项目复工复产情况

“老公公，为什么别人家门口到处都

是鞭炮纸屑，你家门前这么干净，是不准

别人在你家放鞭炮吗？”1 月 30 日（正月初

二）上午，我带着女儿跟随父母一起到洞

口县竹市镇秀峰村给爷爷拜年，10 岁的女

儿说了几句祝福语，便好奇地问。

爷爷今年 97 岁，1952 年 7 月入党，土

改开始参加工作，曾任过乡长等职，在乡

镇基层奋斗了整整三十年。老家堂屋的

墙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县里颁发给他的

各类奖状。

面对曾孙女的询问，爷爷放下手头正

在制作的扁担，笑着坦然承认：“是的，凡

是过来拜年的，我一律不准他们放鞭炮。

你晓得是为什么吗？”

女 儿 仰 头 想 了 想 ，突 然 大 叫 起 来 ：

“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环保大侠！”此话

一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爷爷有四兄弟，他年龄最小，孙辈们

都喊他晚爷爷。爷爷辈分高，早年就定了

一个规矩——凡是春节给他拜年的，都不

准买礼品、不准放鞭炮。爷爷这个不成文

的规定已经生效 15 年了。记得爷爷上 90

岁时，也未破例放过一挂鞭炮，更别说接

受亲友的祝寿礼物了。

爷爷家门口有个小菜园，用青石砖围

起来，种了一些蔬菜，旁边修建了一个沤

肥池。“平常，我的生活垃圾很少倒放到垃

圾桶去，除了废铁、废纸和塑料薄膜类垃

圾，其余都统统倒进这个池子沤肥料。”说

着，爷爷用手一指，“屋后还有两个池子，一

个是废水池，平常洗菜和洗澡用过的水全

部流进这个池子用来浇菜；另外一个是化

粪池，用来供应种菜的肥料……”讲起自己

的垃圾废水循环利用之道，爷爷津津乐道。

接着，爷爷又像在重温往事似的告诉

我：“你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还是烧柴烧

煤做饭。而今炒菜做饭都用电，算起来有

15 年没买煤球了，现在每月电费也才 50

元钱左右，划得来哦！”

此时，我打断了老人的兴致：“爷爷，

你既然做饭不烧柴了，门外怎么还摆放这

么多木头和竹子呢？”

“哦，这些材料呀！”爷爷又打开了话

匣，“都是院子里左邻右舍送过来的，他们

要我帮忙做扁担、勺子、锄头把等农具。

这不，春节后马上就要春耕生产了，还急

需这些农具派上用场呢！不瞒你说，这个

月我零打碎敲地做了 6 根扁担、9 个竹勺、

4个锄头把……”

这时，邻居三哥前来趁热打铁：“我们

院子里的锄头把、竹勺和竹木扁担，大

部分都是晚爷爷帮忙做的。他做的东

西扎实又好用，大家都喜欢。”爷爷不

是木匠出身，但他购买的斧头、刨子、凿子

等工具，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他的自学成才

和老有所用。

下午返城时，偶遇一位村干部，他幽

默地对我说：“伍记者，你采访过不少先进

人物，为什么不去采访你爷爷呢？你莫身

在宝山不识宝呵！”我哑然失笑，心里却涌

起一股对爷爷的敬意。

爷爷是个“环保侠”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1月31日（正月初三），邵阳县岩口铺镇

046县道上车水马龙，途经吊井楼村羊肚菌

种植基地，一排排规划整齐、错落有致的黑

色大棚矗立眼前，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参观。

“这羊肚菌原来我们岩口铺镇老家也

有种呀！”回乡拜年的钟小宇说，“这可是

卖得上好价的好东西，市场上新鲜的得上

百元一斤。”

走进大棚一看，6 列土堆一字排开，上

面整齐摆放着营养袋，大棚内上方悬挂着喷

淋加湿设备，宛若奏响春收序曲的小铃铛。

“依托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的帮扶指

导，我们从 2023 年开始盘活了这 9 亩地作

为羊肚菌种植基地。”吊井楼村羊肚菌种

植基地负责人莫尤介绍，“这批菌种是去

年 11 月种下的。等菌种冒头出土后，我们

会有至少 20名村民集中采摘新鲜羊肚菌，

打包发货到邵阳周边和四川、广东等地。”

吊井楼村位于邵阳县岩口铺镇与小

溪市乡交界地带，距离邵阳西站 8.7 公里。

近年来，该村积极探索“村企联建+村民共

建”模式，由农业公司提供技术,村集体提

供场地与生产劳动力，发展羊肚菌、黑皮

鸡枞菌种植产业。如今，吊井楼村已从

过去无村集体经济收入、劳动力流失

严重的“空心村”，变成了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 20 余万元、帮助 30 多个村民实现

就近就业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我们村还依托车万育故居弘扬国

学，配套建设‘农耕文化体验园’，开办农

家乐、民宿，打造‘学在吊井楼、吃在吊井

楼、玩在吊井楼’的乡村旅游品牌。 ”吊

井楼村党支部书记罗艳平介绍道。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千年

弦歌不绝，作为《声律启蒙》的作者，先贤

车万育精神代代相传。走进吊井楼村，精

致的墙绘为宁静的村庄增添无限生机活

力，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洋溢出喜庆

年味，整洁的村道、嬉戏的儿童、悠然闲聊

的村民，处处展现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的秀美乡村新画卷。

乡村面貌新 致富有“蘑”力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蓝 通讯员 尹娇琳） 2 月 5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周永红来到市政务服务

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为

新合作邻里（邵阳）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发出蛇年开年后的首张

营业执照。

当天上午，新合作邻里（邵

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理

人陆女士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

交谈中，周永红了解到，该公司业

务发展迅速，需尽早完成法定代

表人变更，以便后续业务的开展。

得知情况后，周永红现场调度，要

求窗口工作人员特事特办。工作

人员迅速进入高效工作状态，对

申请材料进行逐一核对，在确认

材料准确无误后，当场完成受理

审批流程。随后，周永红将崭新

的营业执照交到陆女士手中。

“现在办理登记事项太便捷

了！从提交申请到拿到执照，整个

过程高效又顺畅。市场监管部门

的服务真的太贴心了，为我们企业

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给新一年的

业务开展开了个好头！”接过营业

执照，陆女士难掩欣喜之情。

新年伊始，市政务服务中心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热闹非

凡，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的群众

络绎不绝，窗口工作人员也迅速

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工作模

式”。“我们将全身心投入到服务

工作中，耐心解答群众的每一个

问题，细致办理每一项业务，用

优质服务为新一年市场监管工

作开好头、起好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窗口负责人表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事特办提升服务质效

发出蛇年首张营业执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

丽 通讯员 欧阳国江） 2 月

6 日 ，记 者 从 市 商 务 局 获 悉 ，

2024 年我市大力推进以旧换新

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

计，汽车置换更新、汽车报废更

新，家电、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等项目累计实现销售

额超 20亿元。

过去一年，我市针对各行

业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并

成 功 征 集 了 768 家 企 业 参 与 。

为了广泛宣传发动，我市共举

办了 10 场次培训活动，并分组

进行督导检查，确保活动顺利

进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国 、省 、市 各 级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25588 万元，实际发放补贴达到

24476.65 万 元 ，惠 及 123446 笔

交 易 ，最 终 实 现 含 税 销 售 额

212272.04 万元。

具体来看，汽车报废更新方

面，共有 3580 人参与，实现销售

额 4.296 亿元，居全省第六位；汽

车置换更新补贴惠及 9741 人，

销售额高达 11.4176 亿元，居全

省第六位；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共

完成 93614 笔交易，销售额达到

3.8965 亿 元 ；家 装 焕 新 补 贴 方

面 ，共 有 16910 笔 交 易 获 得 补

贴，实现销售额 15799.58 万元；

此 外 ，电 动 自 行 车 补 贴 惠 及

1216 人，销售额为 371.16 万元，

居全省第四位。

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20亿元

爷爷展示帮助左邻右舍制作的锄头把。

新春走基层·记者回乡看振兴

2 月 3 日 迎 来 立 春

节气，一场充满传统韵

味的新春放河灯民俗活

动在绥宁县花园阁国家

湿 地 公 园 花 园 阁 村 举

行，吸引了众多村民和

游客参与。据了解，放

河 灯 是 该 县 民 间 历 史

悠久的传统习俗，承载

着 人 们 对 新 一 年 的 美

好祈愿。

孙芳华 李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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