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
讯员 刘健 陈芳芳）2 月 15 日，在邵

阳县中医医院体检管理中心，首批报

名参加“家政兴农行动·天鹅到家”项

目的 200 多名培训人员在工作人员引

导下，有序进行初筛体检。

“我认为家政行业大有可为，希望

通过培训掌握更多实用的家政服务和

护理技能，找到新的就业方向，实现人

生价值。”来自邵阳县白仓镇黄连村的

曾欣欣今年 26 岁，在得知邵阳县“家

政兴农行动·天鹅到家”项目后，立即

报名参加。

家政服务业一头连着城镇居民对

高品质生活的期待，一头托着广大农

村富余劳动力的致富梦，既是朝阳产

业，又是兴农工程。“天鹅到家”的创始

人兼 CEO 陈小华是邵阳县人，于 2014

年创立公司，经过 10 年发展，该公司

已成为国内家庭服务业的重要企业，

2024 年全国累计促进就业 70 余万人，

全国累计培训 159 余万人。此次邵阳

县“家政兴农行动·天鹅到家”项目拟

在邵阳县委、县政府支持和指导下，通

过产业化支持、市场化运作，注册家政

信用平台公司，帮助邵阳县家政产业

实现规模化、品牌化、专业化和数字化

转变，助力邵阳县经济社会发展。

邵阳县

小家政撬动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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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阳望春 唐

菲） 灯笼高挂迎元宵，花灯映照苗乡夜。

2 月 12 日晚，城步苗族自治县“苗乡过年几

有味”元宵灯会在该县城南公园举行。“陪

孩子一起猜灯谜，既领到了富有纪念意义

的奖品，又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陪同孩子参加元宵灯会的陈女

士高兴地说。

去年以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以承办第三届邵阳旅游

发展大会为契机，围绕景区大提质、交通

大跃升、环境大改善、品牌大提升，打好文

旅组合拳，做好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文章，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新

动能。

优化布局，提供游客出行新选择。该

县围绕“一都二地三区”发展定位，按照

“县城当作景区建，景区当作酒店管，乡村

当作公园画”思路，科学布局了县城、南山

国家公园两大旅游休闲功能区，建设了一

批以“草原、山地、峡谷、湿地、溶洞”为主

题要素的旅游目的地，构建了“步步皆是

景，处处画中游”的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新

格局，为广大游客“长度假”“微旅游”提供

全新出行体验和多元化选择。

创建精品，打造品质旅游新标杆。该

县不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要素，

进一步增强文旅的核心吸引力。推出苗家

腊肉、南山萝卜等最具苗乡特色的十二道

菜，让游客尽享苗族同胞的隆重礼遇和味

觉盛宴；建设了南山度假营地、蒙古包等

精品民宿集群；完成边溪至南山、南山至

绥宁等交通干线提质改造，加快城龙高速

公路建设；推出避暑养生游、红色主题游、

科考研学游、民俗风情游等黄金旅游线

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实施了民族风情

商业街、巫江夜游、南山特色小镇、玉龙洞

提质改造等重点文旅项目，推动文旅产业

提质升级。巫江夜游作为国内首个水上苗

乡数字幻游项目，将文化游、城市游、夜间

游、水上游、科技游相结合，用新技术创造

新业态、新体验带来新流量、新运营激活新消费，去年 9 月

中旬面世以来迅速火爆出圈，成为邵阳科技赋能文旅的新

标杆和全省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

品牌赋能，树立文化旅游新形象。该县创建了南山国家

公园候选区、南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

园、白云湖（十万古田）国家湿地公园、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五张国字号生态名片。城步吊龙、油茶习俗、中国南方

杨家将故事、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城步苗绣等列入国

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丹口古苗文石刻群列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第一牧场”南山草原入选全国首批红

色草原名录，红军长征第一山老山界入选潇湘“红八景”。湖

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成为全省四大民俗节庆品牌之一，

成功列入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获评“中国优秀

当代节庆奖”“中国节事卓越品牌”等殊荣。

促进合作，共筑区域发展新优势。该县与怀化通道以及

广西桂林龙胜、资源、柳州三江等县签订框架协议，建立两

省四市五县旅游合作联盟，实现资源共享、路线互推、客源

互送、政策互惠、利益共赢。

2024 年，该县预计接待游客人数 440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45.4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3%、30%。今年春节期

间，该县旅游迎来开门红：共接待旅游人数 108.05 万人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5.48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50.66%、

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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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
讯员 陈斌） 今年春节期间，从四面

八方回隆回过年的人们惊喜地发现，

农村的环境越来越整洁、越来越美丽

了。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和崇德润心

的文明乡风，正成为乡村振兴相得益

彰的动人景象。

“村庄干净整洁是乡村振兴的基

本要求，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事关

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福祉。”去年以

来，隆回县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目标，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幅提升，

农村面貌明显改善，群众有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激发出爱

家乡、建家乡的热潮。

2024 年，隆回县进一步强化组织

领导、强化群众参与和强化资金保障。

通过落实乡镇（街道）班子成员包片、

驻村干部包村、村干部和党员组长包

院落包户的管理机制，常态化进行暗

访督查，集中开展两轮考核，实现了

县、乡、村三级联动，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合力。各乡镇（街

道）、村（社区）广泛利用网络、微信、村

村响、宣传标语等方式，对整治过程中

的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进行宣传，

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活动中来，大力营造“人人参

与、户户受益”的浓厚氛围。

在重点工作推进方面，农村厕所

革命、可再生资源回收、农村垃圾清运

等工作成绩显著。2024 年全县共改造

户厕 661 座，新建公厕 8 座，以“首厕过

关制”带动“每座过关制”，完善“县主

导+乡组织+村实施+户参与”的工作

机制，政府、工匠、农户、企业、监理五

方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并完善“建管

并重，责权一致”的长效管护机制，实

现问题厕所动态清零。全县共建成乡

镇可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12 处，“村级

可再生资源回收站”2172 个，覆盖全县 25 个乡镇（街

道），2024 年共回收低值可再生资源 360 余吨，整改回

收点 21 处。同时，健全“农户集中投放、服务企业收运、

市县统一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年共

投入运营车辆 108 台，清运垃圾 10.58 万吨，未出现一

例垃圾积压事件，切实做到了日产日清、常运常清。

各乡镇积极开展卫生整治。在集镇街道治理中，全

年共拆除空心房 60 余座，旱厕 30 余座，乱搭乱建 210

处，清理破旧广告牌 1000 余个，清理“牛皮癣”2000 余

处。在村庄院落治理中，组织群众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按照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置的要求，共处理废旧农膜

600 余吨。在路域水域治理，集中整治路域乱停乱放、

乱搭乱建、占道经营和水域倾倒垃圾等“顽瘴痼疾”，共

清理建筑垃圾 1280 车次。

为加强示范引领，隆回县对 S242 花门至金石桥段

和县级美丽乡村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整治提质。司门

前镇石阳桥村、高平镇富延村、羊古坳镇罗英村、岩口

镇石坳村、桃花坪街道小水塘村、六都寨镇张家铺村、

花门街道太平洲村等村庄规划科学，建设合理，群众不

等不靠，主动作为，为全县的乡村建设树立了样本。

2024 年全县共投入资金 1900 万元，撬动民间资金 500

万元，义务筹劳 5000 余个，创建省级美丽乡村 2 个、市

级美丽乡村 5个、县级美丽乡村 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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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
讯员 鄢跃斌 郑平栋）2 月 15 日，新

宁县水庙镇种植大户张曙光正在为春

耕生产做物资准备。他说：“我已储备

种子 9000 多斤，化肥 110 多吨。有了政

策的支持，今年我计划将双季稻扩种

至 1800 亩。”连日来，新宁县的农户们

纷纷从“节日模式”切换到“备耕模

式”。

新宁县将粮食生产作为农业农村

工作的头等任务，坚持“早谋划、早部

署、早行动、早落实”，抢抓有利时机，

全面启动春耕备耕工作，切实做到任

务分解早、农资储备早、政策落实早，

全力推动 2025 年春耕生产开好局、起

好步，见成效。

2 月 10 日，新宁县召开县委农村

工作会议，全面部署 2025 年“三农”工

作，明确“早”字当头的总基调。该县农

业农村部门在年前邀请全县 30 多家

种植大户座谈问需、共商农事，完成了

种植计划调研，并及早将 2025 年春耕

生产指导性计划下达至全县 16 个乡

镇，各乡镇落实到村组、到农户、到丘

块。同时，明确全年粮食生产“三不

变”，即“政策不变，示范片不变，任务

要求不变”，稳定种植大户种粮信心。

当下，该县农业农村部门正加紧

统筹调配农机、种子、化肥等农资，积

极对接县内农资企业及门店，做好春

播种子、农药、化肥、地膜等农资储备、

保供工作。县财政计划安排 3500 万

元，继续对种植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

组织进行支持，对双季稻种植、集中育

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烟稻轮

作、培育粮食生产品牌等进行奖补。该

县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全

面复工，各标段正加紧施工，预计 3 月

底前主体工程全部完工，确保不误农

时。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旱能灌、涝能

排、渠相通、道相连”的高标准农田约

846.7公顷。

新宁县

从节日到春耕，快速切换备耕模式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王 秀 丽 
通讯员 李高雄） 2 月 13 日，随着元

宵节的落幕，邵阳县汽车站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旅客们携带着大包小包的

行李，在自助售取票机和人工窗口前

穿梭购票，满怀期待地准备踏上返程

之路，为新一年的奋斗拉开序幕。据

车站数据显示，该站单日最高发送旅

客达 2000 人次，其中七成以上为前往

珠三角地区的返岗务工人员。

“这个大袋子里面装的是腊肉，是

我带到广东去的家乡味道。”在熙熙攘

攘的候车大厅里，龙小明正忙着整理

行李。他即将踏上前往珠海工厂的旅

程，3 件装满衣服和腊货的大行李让

龙小明手忙脚乱。车站工作人员见

状，立即上前帮忙，用行李运送车将他

的行李送上车。“我每次回乡、返岗都

选择这里的直达车，车站服务真的很

贴心，大件行李有专门的运送服务，让

我们省心又省力。”龙小明感慨道。

面对返程高峰，邵阳县汽车站提

前做好充分准备。邵阳湘运集团邵阳

县分公司经理唐结冰介绍，邵阳县是

劳务输出大县，从大年初六起，旅客返

程便迎来了高峰。车站通过“潮汐调

度”机制，分析务工流特征，动态调整

发车频次，加密广东方向班车运营，平

均每天有 6 趟车直达广东地区，近 26

辆车跨省跨市运营，全力保障务工人

员顺利返岗。

“出行时能喝上一口热水，心里真

是舒坦。”准备前往新宁务工的刘先生

接过志愿者递上的热水，对车站的服

务赞不绝口。车站内，一群志愿者忙

碌在各个角落，主动为旅客提供帮助，

无论是指引方向、搬运行李，还是提供

热水、应急药品，他们都乐此不疲，只

为让旅客们的返程之路更加温馨与便

捷。

点对点服务 温暖出行路

2 月 15 日，绥宁县东山侗族乡东山村红提园里，村民抢抓农时，忙着

进行土地平整、施肥、剪枝等，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孙芳华 龙宪智 摄影报道

2 月 14 日 ，

成群山羊正在觅

食。绥宁县长铺

子苗族侗族乡荣

岩村养殖户李明

吉依托当地山地

资源优势，目前

已发展养殖山羊

200 多 头 ，实 现

增收。

张贻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