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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容秋琼） 2 月 14

日，全市政法重点工作专题调

度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省委

政法工作会议和市委有关会议

精神，部署推进当前重点工作，

确保全年政法工作开好局、起

好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杨卫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重点调度部署了维护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越级访

治理、“利剑护蕾”、综治中心建

设、“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社会

稳定”专项治理五项工作。

会议指出，我市要以“3×

3”政法工作体系建设为载体，

以持续推进政法巡回服务、深

化“五共”举措、加强行政执法

协 调 监 督 三 项 重 点 工 作 为 抓

手 ，一 体 落 实 中 央 、省 委 和 市

委 总 体 安 排 、具 体 任 务 、工 作

要求。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政

法战线职能作用和优势，坚决

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风险硬仗；

要积极有效、依法依规推进越

级访治理工作；要以县级为重

点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实行专班式推进、清单式管理、

督导式帮扶；要坚持运用“一二

三四”工作法，抓住重点人员、

重点时段、重点场所，坚持预防

为主、打防结合，坚持“一月一

主 题 ”，坚 持 七 个 专 班 协 同 配

合，坚持做实“六进”和“六个

一”，推动常态化“利剑护蕾”工

作高质高效开展。

打基础利长远 推进政法工作高质效开展
  全市政法重点工作专题调度会召开
杨卫平出席并讲话

“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精神，

吹响了 2025 年我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邵阳篇章的新号角，传

递出市委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鲜明信号。”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拥军日前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全市水利系统将紧紧围绕

市委中心工作，以“抢占赛道”的干劲、“敢

啃硬骨头”的勇气、“干就干好”的决心，深

学深悟、苦干实干，交出更加优异的水利

答卷。

黄拥军说，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是为“十五五”开局打下良好基础的

关键之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水利系

统将全力做好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水利有效投资，全力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2025 年，全市将积极争

取中央、省级财政投入，创新多元化投融资

模式，力求在水利投资上取得新突破。用

好增发国债水利资金，继续加强灌区节水

改造配套等水利工程项目储备、申报工作。

重点谋划建设山门水库、大圳灌区数字孪

生灌区建设等重大项目，全力推进犬木塘

灌区等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提升

全市水安全保障能力。

二是加强完善工程布局，着力构建邵

阳现代水网。根据邵阳市“十四五”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着

力构建“四纵三横、西水东引、丰枯互济”

的现代水网格局。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山

门灌区（新建）、大圳灌区（扩建）、六都寨

灌区（扩建）、犬木塘

灌 区（在 建）四 大 灌

区。通过“西水东送”

将西部丰富的水资源引入中东部干旱区

域，缓解衡邵娄干旱走廊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布局与水资源承载力不匹配的问题。

三是加快水毁工程修复，筑牢全市水

旱灾害防线。加快雨水情测报设施建设，

抓紧完成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等防洪

薄弱环节建设；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

险情抢护，健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强化中

小河流、主要支流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

统筹防汛抗旱与保供保灌，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四 是 加 强 农 村 水 利 建 设 ，夯 实 乡 村

振兴水利基础。持续开展灌区续建配套

节水改造。    (下转 4版)

“干”字当头开新局 “实”字为要促发展
——访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拥军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朱加妮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波 通 讯 员 刘 炼） 2 月 14

日，市气象台发布春运气象信息

专报：未来一周我市雨日雨量偏

多，个别乡镇累计雨量较大。

气象部门预测，2 月 17 日至

23 日，我市有一轮轻度到中度

连阴雨天气。持续降雨将造成

地质灾害风险升高。

气 象 部 门 提 醒 ，要 关 注 2

月 17 日至 23 日持续降雨造成

的地质灾害升高风险，防范降

雨 、低 能 见 度 对 春 运 交 通 出

行、能源保供、城市运行和公众

健康等的不利影响。此外，近

期我市气温起伏大，各地各部

门要加强城乡居民用火用电用

气安全提醒和隐患排查，谨防

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风险。

未来一周我市雨日雨量偏多，气象部门提醒

出行注意防范降雨不利影响

邵 阳 日 报 讯 （ 记 者 
黄云 通讯员 雷一鸣） 2月

11 日，在邵东市九龙岭镇 10

千 伏 九 镇 线 71 号 杆 作 业 现

场，国网邵阳供电公司五级

工匠李征带领带电作业班工

作人员，仅用 2 小时便完成中

相绝缘子更换工作，作业过

程减少了 90个停电时户数。

李征带领的带电作业班

共 10 名成员，2024 年度全年

执行带电作业超 1000 次。该

班组此次作业首次引入绝缘

脚手架技术，标志着国网邵

阳供电公司在配网带电作业

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传统带电作业主要依赖

绝缘斗臂车，常受限于道路

通行条件。本次创新应用的

绝缘脚手架技术，通过搭建

多层绝缘作业平台，既保障

了高空作业安全性，又有效

破解了复杂地形下的装备应

用难题。

“绝缘脚手架技术的成

功实践，不仅丰富了复杂环

境下的作业手段，更为构建

现 代 供 电 服 务 体 系 提 供 新

范例。”李征介绍，新技术的

应 用 在 保 障 设 备 安 全 运 行

的 同 时 ，实 现 了 用 户 用 电

“零影响”。

“下阶段，我们将持续加

大带电作业投入，推动‘能带

不停’理念向更深层次实践，

计 划 新 增 配 置 带 电 作 业 车

辆，并重点拓展绝缘手套作

业法等新项目，以技术创新

驱动供电质量提升，为区域

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电力

动能。”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首次在带电作业

中引入绝缘脚手架技术

高空作业更安全 用户用电“零影响”

今 年 春 节 ，由 于 多 家 快 递 公 司 不 停

运，洞口县高沙镇的电商主播“@高沙徐

姐 ”—— 徐 艳 红 几 乎 每 天 都 在 进 行 助 农

直播。手机屏幕前 ，她操着一口亲切的

乡 音 热 情 吆 喝 ；屏 幕 外 ，越 来 越 多 的 村

民带着自家农产品赶来 ，排成长队等待

上播。

表皮油亮的腊鸭、散发着烟熏味的猪血

丸子、刚出坛的甜酒……徐艳红热情招呼村

民将农产品端上来，一边展示农产品，一边

与在线客户沟通，帮双方协定好价格后，一

笔交易便顺利促成。在徐艳红的助力下，这

些“土货”即将飞出大山，被运往全国各地，

成为游子们年节餐桌上的必备佳肴。

打开农产品“云”销路

“80 后”徐艳红是土生土长的洞口县高

沙镇人，原本在广东做小本生意，因父母年

迈需要照顾，选择回乡就业。“很多在外地

的同学经常来找我，说想吃家乡的猪血丸

子和腊肉。”徐艳红说，她利用业余时间手

工制作了很多家乡农特产，打包发给同学

后，大家纷纷夸赞她的手艺好，逐渐积累了

许多回头客。

2020 年，徐艳红开始用短视频记录自

己在农村的生活点滴，并尝试通过短视频

推介自己家的农产品，受到在外老乡们的

青睐。2023 年，随着农产品订单量变大，徐

艳红成立了湖南徐姐食品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徐艳红下乡收咸菜时，在

洪茂村偶然碰见一户村民向她求助——因

家中鲜笋囤积过多，该村民希望她能帮忙

收走卖掉。“一开始我觉得很为难，鲜笋很

难过夜，没有好天气也晒不干。后来我们

想了个办法，用现场直播的形式去售卖，效

果竟意外地好，几百斤笋销售一空。”徐艳

红说，当时直播间的顾客还在线上问有没

有别的卖，其他村民一听，争先恐后地把自

家剩余的农产品拿出来了，大家都尝到了

甜头。

“很多农户的农产品销售难，不是农产

品品质不行，而是没有销售门路。”徐艳红

从这场直播中得到启发，决心把助农活动

坚持做下去。

一场火热的“双向奔赴”

“徐姐，我家做了好多榨菜，根本吃不

完，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村开直播？”“徐姐，

我从广东打工回来，想帮我家卖苕粉，你能

过来宣传一下吗？”……徐艳红走红后，越

来越多的人在她的直播间和账号后台留

言，邀请她去自己村帮忙售卖农产品，许多

异地乡镇的村干部也纷纷来向她取经。

每到一个村，徐艳红总能和乡亲们打

成一片。除了在镜头前热情地推介农产

品，直播结束后，她还会将自己做菜的经验

分享给手艺不好的村民。“像酸菜制作流程

简单，生产成本低，农户一次卖一百多斤，

能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徐艳红说。

“腊肉、猪血丸子等这些农特产都是我

们自己亲手做的，通过徐姐的直播间帮我

们变成现钱，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龙山村

村民李贞菊说。

谈及直播助农这一年，徐艳红最感动

的是村民们对她的无条件信任。“农村大部

分人都是很勤劳的，只要有赚钱的机会，他

们都愿意去尝试。”徐艳红感慨道，“尤其村

里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做农特产比我们

年轻人做得还要多、还要好，每天都干劲十

足，只因相信我能帮他们把农特产卖出去，

为他们多增加一份收入。”

徐艳红的公司还积极承担了交易中存

在的退货风险，让村民们再无后顾之忧。

如今，已累计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价值 200

余万元。

带货要流量更要品质

徐艳红介绍，自开始进行助农直播以

来，几乎每天都有一场以上的直播邀约，每

场直播时长在 3 小时左右，在线观看人数平

均有几百人，流量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尽

管工作十分忙碌辛苦，但在直播正式开始

前，她和团队另外两个人总会雷打不动地

对村民送过来的农特产进行层层筛选，严

格把控好产品品质。

“ 在 这 一 行 做 久 了 自 然 能 看 得 出 好

坏。”徐艳红说，“很多老乡都是冲着我来买

的，东西做得不好，我们是不能放在直播间

卖的，否则既帮不了老百姓，老乡对我也失

去了信任。”直播结束后，徐艳红及其团队

又会带着村民们的农特产，第一时间赶回

公司发货，确保食材新鲜。

“东西都很好吃，我在三亚也能吃到真

正的家乡味了，以后还会再来买。”网友“@

孤独的狼”在徐艳红的直播间留言。

“很多时候都是如此，老百姓拿这些东

西卖不出去，外面的老乡拿钱买不到原生

态的家乡的东西，我只是在中间架起了一

座桥梁。”徐艳红说，“未来，除了把自己生

产的农产品销售好之外，将继续帮助周边

老百姓拓宽增收渠道，带着大家一起，把家

乡的农特产推广到全国。”

“80 后”电商主播徐艳红“流量助农”架起农产品出村进城桥梁

村民排队上直播 “土货”飞出山窝窝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通讯员 曾林吉 欧阳沐娟

2 月 14

日 ，新 宁 县

崀山镇农资

经营管理部

门工作人员

在深冲村为

农户家配送

化肥。春节

前 后 ，该 镇

农资经营管

理部门备足

化肥、农药、

种子等农资

产品配送上

门 ，强 化 服

务助春耕。

石国兴 摄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权威访谈

平安便捷温馨春运

带电作业班工作人员在邵东市九龙岭镇 10 千伏九镇线

71号杆开展中相绝缘子更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