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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洞口县一共召开院落会议

4392 场，收集群众“金点子”785 个，惠及

群众 50多万人。

2024 年 7 月 15 日，新宁县安山乡大

桥村村民王师傅和老伴的生活便利了

许多。88 岁的王师傅驼背严重，肢体二

级残疾；老伴体弱，行动不便。驻村工作

队将其纳入“民生可感行动”，为其配发

了拐杖，安装了淋浴椅、坐便器和家庭

扶手等。2024 年以来，新宁县以“民生可

感行动”为抓手，集中力量实施困难老

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老年助餐服务点

建设、困难群众救助标准提标等 3 个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切实解决困难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共投入资金 81.6 万

元，对全县 272 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

了适老化改造。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基层治理的

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2024

年以来，我市始终聚焦民生民利，一个个

“民生愿景”，正在慢慢变成一处处“幸福

实景”。

绥宁县推行“法律明白人”志愿服

务，734 名法律志愿者在全县 235 个村

（社区）帮助群众开展法律援助、普法宣

传，解决群众“糟心事”；洞口县充分动

员 1659 名 党 员 担 任“ 片 长 、组 长 、邻

长 ”，排 查 反 馈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10466 个，行业主管部门参与解决 221

个 ，解 决 率 达 100%；北 塔 区 纵 深 推 行

“强街镇、优居村”基层治理“十无”工作

法，构建区、街（镇）、村（社区）、网格四

级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调解矛

盾纠纷 935 件……

一个个数据背后，是对基层情况的

熟练掌握，是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深

入群众、苦干实干的生动写照。

2024 年，我市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信息系统数据

完善更新，对全市 202 个乡镇（街道）、

3640 个村（社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梳

理完善。

“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基层；

只有了解群众，才能理解群众。”市委

书记严华说，“党员干部只有在基层历

练，才能真正成长为基层治理的行家

里手！”

2024 年，我市大力推进党员干部践

行“四下基层”，推动“走基层、找问题、想

办法、促发展”活动实现常态长效，要求

市级领导、市直部门“一把手”、县市区党

政班子及人大、政协负责人等“关键少

数”，在 9 月至 10 月必须在村（社区）开展

“三天两晚”驻村调研走访，严明纪律要

求，严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禁为基

层增加任何负担，切实深入群众听民声、

察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双清区渡头桥镇东城村的养老服

务中心修好了；大祥区火车南站街道

板铺社区下马组洪涝灾害隐患彻底消

除了；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高桥村

水渠通水了；武冈市晏田乡青山亭村

1.6 公 里 泥 巴 路 全 部 硬 化 了 ；邵 阳 县

419 个村（社区）医保经办服务点建设

完成了……

通过走访调研，当年全市共收集“走

找想促”日常调研信息 23915 条，已解决

23423 条，解决率 97.94%，其中“三天两

晚”驻村调研活动发现调研问题 721 个，

收集金点子 99 个，推动化解 323 个信访

问题。

一件件民生小事，汇聚成破解基层

治理难题的密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守正创新，唱响特色主旋律

“守正道而开新局，致广大而尽精

微。”基层治理，既要站位高远、立足全

局，又要俯下身子、深耕细作。

我市立足自身实际，强化顶层设计，

创新工作方法，唱响和谐主旋律，不断构

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感谢你们上门为我们调解普法，解

开了我们邻里之间 6 年来的心结。现在

只要看到你们的背包，我们就感觉特别

亲切！”2024 年 11 月底，通过近 2 个小时

的调解，武冈市邓家铺镇卧龙村村民肖

某与邻居刘某握手言和，一起马拉松似

的土地纠纷终于在背包式人民调解员的

耐心调解中顺利化解。

一把雨伞、一支手电筒、一个扬声

器、一把皮卷尺、一套普法资料、一沓案

卷材料、一枚调委会公章、一盒印泥、一

本工作手册、一部常用法律条款汇编，是

背包式人民调解员的标配。

“ 背 包 式 人 民 调 解 员 从 乡 村‘ 五

老’、村干部、乡贤和驻村法律顾问中推

选、聘任，可以调解一案、教育一片、普

法一方。”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卫平

介绍。

目前，我市登记在册的背包式人民

调解员共有 15450 名。他们深入院落田

间，随时准备“拎包即走”，事不解决“背

包不放”，疑难问题“打包会诊”，调处结

果“放包见效”。

每当夜幕降临，行走在北塔区资江

北路，只见颇具邵阳特色的“江北夜宵

城”的烧烤摊前，一片热气腾腾的人间烟

火景象。

“现在的邵阳，安全感满满！”正在和

朋友聚餐的一位女士高兴地说，“无论多

晚回家，看到路边警灯闪烁，我心里就格

外踏实！”

近年来，我市在全市所有行政村和

社区探索推行“片警+辅警+治保会”模

式，“一村一辅警”“城市快警”“宝庆大叔

红袖章护平安队伍”“政法巡回服务专家

团”“邵阳红志愿服务”等一系列市域社

会治理创新品牌相继出现，构建起“专群

结合”基层治理新模式。

以前，基层单位申请项目长期处于

一种“乡村干部打报告、县级领导批条

子、部门干部来表态”状态。2022 年以

来，洞口县创新推出以“零违建、零污

染、零非访、零发案、零违纪、零事故”为

主要目标的“六零”村（社区）创建工作，

让基层工作清单化，基层管理积分化，

以“小积分”换取项目资金“大礼包”，激

发基层干事创业“大能量”。该县竹市

镇安南村成功从信访重点村蝶变为无

访示范村，在 2022 年度“六零”工作评

比中位居全县第一，获得 42 万元项目

资金，利用奖励资金建设了大棚育秧与

蔬菜轮种产业项目，村集体收入一举达

到 13 万元，并吸纳 27 名村民家门口就

业。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在不增

加财政支出的前提下，洞口县分别统筹

项目资金 5000 万元、5200 万元和 6200

万元，用于推进基层治理先进村（社区）

的发展。

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创新“六

联”方法，推动片、组、邻“三长”按照矛

盾纠纷联调、突出问题联治、社会治安

联防，基层平安联创、重点工作联动、

工作例会联席思路，激活乡村治理新

活力。

隆回县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

力抓好“和美小区”品牌建设，整合人力、

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推进社区党组织

和驻地单位、行业领域党组织结对共建，

以和美“小单元”撬动基层“大治理”，全

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

一个个创新案例，凝聚基层治理人

民智慧，延伸幸福生活美丽画卷。

解锁基层善治“密码”
——我市全面夯实基层治理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杨海龙 陈名慧） 2 月 21

日，全市民生补短提质攻坚工作调度

推进会议召开。副市长晏丽君出席。

会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汇报 2024 年全市省、市重点民生实

事工作情况，部署 2025 年民生补短

提质攻坚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生

态环境局对民生补短提质攻坚工作

作安排部署。

2024 年 ，全 市 省 定 、市 定 十 大

重点民生实事全部顺利完成，实施

民生可感行动、办好“十大重点民

生实事”等荣获省政府大抓落实工

作激励。

会 议 要 求 ，要 提 高 站 位 、高 度

重视，激活做好民生补短提质工作

的“动力源”，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要正视

问题、认清差距，坚定做好民生补短

提质工作的“信心源”，强化部门协

同，增强工作主动性，完善项目“建

管用”机制。要聚焦关键、创新方

法，握紧做好民生补短提质工作的

“金钥匙”，加快推进速度，加大工

作力度，注重项目质量，夯实基层

基础，确保全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圆满完成。

补短板提质量 增进民生福祉

“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安排部署，

要求抓好就业创业、办好民生实事、兜牢民

生底线，为 2025 年的人社工作指明了方

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黄兆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们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十二届

九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

上来，稳步推进2025年人社工作，在服务

和保障民生中彰显人社担当。”

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促

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确保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5 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5.3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

控制在 5.5% 以内。抓好特色劳务品牌

建设工作，在 2025 年底前，确保各县市

区至少打造 1 个劳务品牌，构建“一县一

品”“一业一品”劳务品牌格局。持续抓

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退役军人、农村劳

动力和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确保零就

业家庭动态清零。加快建设就业服务平

台，确保 2025 年全市就业服务平台（含

零工市场、就业超市、就业驿站）建设总

数不少于 50 家，各县市区就业服务平台

新增 3 家以上。做好邵阳市人才集团的

组建工作，更好地发挥人才对邵阳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

全力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推动基本

养老、工伤、失业保险扩面提质，统筹推进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稳妥做好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过渡期结束

后待遇平稳衔接工作。深入实施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贯彻落

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

办法。持续关注帮扶车间用工人员等特

殊群体的工伤参保工作。大力推进企业

年金参保扩面，探索建立人才年金。全

面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聚焦经办服

务、基金监管等重点工作，奋力打造高水

平社保经办服务体系，全力擦亮“温暖社

保”品牌。

全力提升人才工作水平。深化校企

合作和产教融合，支持技工院校发展，继

续实施国家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和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

年内建设 5 至 10 家市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按照立“三实”破“四唯”要求，修改

完善系列职称评审细则，组织开展民营

企业职称专场评审、乡村人才职称评审

等工作。瞄准省、市重点战略、重点产

业，加强博士后工作站建设。立足邵阳

实际，扎实推进“宝庆人才行动计划”，加

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

度。开展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等优秀

高层次人才选拔推荐工作。

全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不断完善

劳动关系统筹协调及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建立健全治理欠薪工作机制，推进劳动人

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建设，逐步建成覆盖

全市的劳动关系监测预警调处体系，确保

实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60%、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90%以上。

全力推进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扎实

办好 2025 年市本级十大重点民生实事，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老百姓“盼的事”

变成政府“干的事”。积极主动延伸民生

实事项目服务边界，努力打造一批“大民

生”项目。全力以赴牵头抓好全市民生

补短提质攻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项

工作，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

在服务和保障民生中彰显人社担当
——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兆勇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陈名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
讯员 罗屹豪 莫梦娜） “按照平

台上的巡视流程逐步进行，各类缺陷

将无处遁形，大大提高我们的巡检质

效。”2 月 21 日，在邵东经开区 220 千

伏昭阳变电站主控室内，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变电检修人员雷卓亚根据智

能运检平台上的数据比对，迅速锁定

了巡检信息存疑的设备。他立即拿

起检修工具，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昭阳变电站承担着邵东经开区

的供电任务，是湖南省“十四五”电网

重大项目——梁州变 500 千伏输变

电工程梁昭Ⅱ线的受电端，属重要的

供电枢纽。随着 2025 年春季检修工

作启动，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选派责任心强、

技术出众的党员组成巡检队伍，对昭

阳变电站进行全方位巡视，确保设备

运行状态良好。

区别于常规的运维巡视，此次昭

阳变电站春检充分展现了数智化的

优势。工作人员利用集成了二次设

备信息的智能运检平台，搭建了立体

的数字云系统，进行自动化、数字化、

智能化巡检。平台实时显示各项设

备信息，关键设备定位更加精准。平

台能够自动核对模拟量、信号开入等

数据，有效解决变电站检修大量业务

信息分散等问题，使得巡检人员能够

专注于外部运行环境和隐患缺陷排

查，提高了工作效率。

截至目前，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已

完成辖区内 22 座变电站的数智化春

检工作。春检期间，该公司将持续加

强智能运检平台推广应用，全面提高

智能巡视覆盖率，确保春检工作更安

全、高效、优质。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数智化让春检更高效

2 月 22 日，湖南绥宁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举办以“保护湿

地 共筑未来”为主题的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湿地保护重

要性的认识。图为志愿者人工增殖放流 10000 余尾鱼苗。

             孙芳华 黄柳安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夏泽彪 唐传真） 近日，

武冈籍因公牺牲军人杨远科的遗属

满怀感激之情，将一面印有“高效落

实优抚政策尽显担当 暖心服务退

役军人情系军魂”的锦旗送到武冈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对该局帮助因公牺

牲军人遗属高效落实优抚政策的贴

心服务表示由衷感谢。

杨远科生前在解放军某部服役，

因表现出色，2004 年和 2005 年各荣

立三等功一次。不幸的是，2023 年

11 月 21 日，杨远科倒在了工作岗位

上。2024 年 9 月 30 日，杨远科被正

式认定为因公牺牲。

得知杨远科因公牺牲的悲痛消

息后，武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立即行

动，组织专门力量，着手准备一次性

抚恤金的给付材料，并紧急召开局党

组会议，深入研讨相关事宜。为确保

抚恤金及时、足额发放，该局积极联

动多个相关部门，全力处理善后工

作，并于一个月内将抚恤金送到遗属

手中。

杨远科的遗属动容地表示：“抚

恤金的发放高效、贴心，让我们深刻

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

爱。这不仅体现了对军人及家属的

敬重与关怀，更为全社会树立了尊崇

军人、优待军属的良好风尚。”

2024 年，武冈市累计为 7000 余

名优抚对象按月按标准足额发放抚

恤补助金。武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精

准落实抚恤优待政策，加大拥军优抚

保障力度，更好地服务退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让他们及时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与关爱。

武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高效落实优抚政策

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权威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