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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在当下，“装修是个无底洞”似乎成了许

多年轻人买房后面临的一大难题。不少年轻

人在背负房贷的同时，还需为装修四处筹

钱，压力如山。然而，隆回一对 90 后夫妻，却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毛坯房里升起了生活

的炊烟，重新定义了体面生活的内涵。

今年 2 月初，抖音博主@小朱的毛坯房

在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入住毛坯房的经历，引

发众多网友关注。朱女士表示：“原本以为会

遭受众人的指指点点和嘲笑，没想到收获的

大多是鼓励。原来，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在

毛坯房里为生活努力奋斗。”

2018 年，朱女士和丈夫花费多年辛勤工

作攒下的积蓄，在隆回县城购置了一套商品

房。“本想着再攒些钱就装修，没想到生意也

逐渐不好做了。”朱女士说。拖着拖着，房子

就一直空着，朱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外租房

住，丈夫则外出打工了。

2023年底，朱女士的公公突发中风，丈夫

不得不回来照顾老人。与此同时，两个孩子逐

渐长大，原本租住的房屋愈发显得狭窄，难以

满足一家人的生活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

女士果断作出决定——入住毛坯房。

“想到就做，我联系师傅安装好水电后，

便带着两个孩子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刷墙

固和地面漆。”朱女士回忆道。经过半个月的

努力，简单装修花费了一万多元，一家人顺

利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毛坯房。

“这是自己的房子，即便没有豪华装修

和昂贵家具，但我也要把日子过得不一样。”

朱女士在自己的抖音视频里说道。她在客厅

的墙面上画了一幅可爱的涂鸦，墙上挂满了

彩色壁画，沙发上摆着孩子们的玩偶，家里

布置得温馨又整洁。

如今，朱女士在隆回县经营着一家童鞋

店，生意虽不算大，但也稳步发展。她的丈夫

则在今年承包了 1 公顷多土地，投身于隆回

当地特产——龙牙百合的种植。“一直很感谢

妻子做我坚强的后盾，她全身心支持我的事

业，生活在一步步变好。”朱女士的丈夫说道。

尽管居住的房子简陋，但朱女士一家

的生活却充满了希望与活力。她坚定地表

示：“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子肯定会越

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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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家”，

城市精细化管理，既是政之所

向，也是民之所盼。回眸 2024

年，市民脑海中浮现的是树绿

花红、空气清新、道路顺畅、市

容整洁，这背后，是无数城管

人的坚守。

过去一年，我市城管部门

聚焦城市发展短板弱项，用

“整容”的精致、“绣花”的细

腻，实现城市“颜值气质”双提

升，通过深入贯彻落实可持续

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强筋健骨”。

打造绿色宜居城市风貌

为给城市增绿添彩，过去

一年，我市城管部门以“扩量

增绿、提质增效”为目标，在城

市绿化上下足功夫。全年栽

种、补植乔木及亚乔木 1500

余株，补植小灌木及地被小苗

约 130 万株、麦冬约 8200 平方

米、草皮 12000 平方米，更换

草花 150 万盆，摆放花卉 10 万

盆，营造“四季有花、四季有

景”的城市园林绿化景观。

在邵水东路沿河风光带

中段铁路桥下地块，原本裸露

的土地，种上了樱花、银杏、水

杉等苗木。工作人员定期前

来，对苗木开展稳固、浇水、打

护桩等后期养护工作，以确保

苗木的成活率和栽植质量。

如今，785 株苗木长势良

好，这也让原本属于城市中小

面积的“边角料”，变为了“上

好料”。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后

期将在该地块铺设步道、增设

座椅和各类娱乐设施，将其打

造成为集生态、健身、畅行、休

闲功能于一体的口袋公园，为

市民搭建精致精美的生活新

场景。

在西苑公园，架着相机拍

照的市民王先生感慨道：“近

年来，邵阳的天空越来越蓝！”

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步道

上洒下一片金黄，顺着光线的

方向移动镜头，一片蔚蓝色涌

入镜框。“不用调整，无须滤

镜，拍下来就是最美的色彩。”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过去一年，我市城管部门

大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工地和道路扬尘管控，严

格进行建筑垃圾处置审核，严

格把控建筑垃圾运管流程，对

城区建筑垃圾处置工地和消

纳场扬尘污染进行集中整治，

并用好道路抑尘辅助工具开

展降尘工作。推进餐饮油烟治

理，在用餐时段对餐饮单位进

行随机抽检，并对违规排放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督促清扫保

洁公司按照“保洁全天候、管

理无缝隙、责任全覆盖”的要

求，对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开展湿扫、喷雾降尘作业，

做 到 市 城 区 机 械 化 清 扫 率

95.9%、冲洗率 100%。全面推

进“门前三包”工作，常态化开

展市容乱象整治行动，让市城

区市容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

提升。

夯实城市污染防治基础

污染防治力度彰显城市

文明高度。

感应式开箱、无接触式投

放、密闭式消杀……2024 年

以来，一座座漂亮的垃圾分类

智能投放设施出现在各小区，

其新颖时尚的外观、智能实用

的功能，引来不少居民关注。

在金湘花园小区，绿色箱

体的智能废品回收机十分显

眼，只见箱体上张贴着衣物、

床上用品、书籍等 8 类不同的

可回收物图片，提醒居民按类

别进行投放。

“操作挺简单的，按照箱

体上面的步骤，一按一投一

扫，系统就会自动称重并在屏

幕上显示投放物品的重量，并

按照每公斤 0.5 元计算出总金

额 存 到 扫 码 者 对 应 的 账 户

上。”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称，上

了年纪、看不清使用说明的居

民也不用担心，只要到小区物

业处，就会有志愿者手把手教

学。

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

四个桶”，从“规定工作”到“自

觉动作”，从“新时尚”到“好习

惯”，我市城管部门瞄准垃圾

分类堵点，从分类源头出发，

助力形成党建引领、居民自

治、居委协调、物业参与的生

活垃圾分类新工作格局，进一

步提升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治

理效能。

“要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效

益最大化，除了要打通前端分

类和中端收运‘淤堵处’，还必

须在后端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上持续发力。”市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全市 4 座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已全部建成投产，设计总

处理规模达 2800 吨/日，中法

合作项目——市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

目竣工投产，每年可处理餐厨

垃圾 65700 吨，可发电 1095 万

千瓦时。

每天午间和傍晚时分，一

辆辆餐厨垃圾专用运输车穿

梭在市区大街小巷。它们的日

常任务，便是将从各个餐饮店

收集到的厨余垃圾一趟趟送

往后端处理场所。

据悉，收运后的餐厨垃圾

将被统一运往餐厨垃圾收运

社会企业进行油水渣三项分

离，提取出的油脂经处理后成

为日化用品、生物柴油等，剩

下的废水和渣料通过厌氧发

酵，产生沼气用以发电，残余

的尾水则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达标后进行排放。

为全面夯实城市污染防

治基础，我市城管部门还聚焦

城市污水治理质效提升，积极

推进“一厂一策”整治、管网排

查检测、GIS 系统建设运行等

工作；启动以红旗渠污水处理

厂为试点的按效付费工作；严

格落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并联合生态环境部门规范污

水排放，有效降低城镇水污染

风险；完成红旗河 13 公里老

旧污水管网的隐患排查，通过

管网清淤、修复、更换等措施

完成全面疏通修复，确保红旗

河沿线生活污水得到妥善收

集和处理。

“城市管理的过程，是一

个永无止境的提升过程、也是

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

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将继续以“绣花功夫”当

好城市管家，推动城市精细化

管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市民

创造更加优美、整洁、有序、安

全的城市环境。

精建精管 打造宜居城
——2024 年邵阳城市管理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陈细华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廖娅娈） 2 月 19 日，长沙银行邵阳分行营

业部正式迁址至邵阳大道步步高新天地商

业中心，以全新面貌呈现在市民面前，开启

金融服务新篇章。

当 天 上 午 ，满 怀 期 待 的 市 民 黄 女 士

早早地踏入了长沙银行邵阳分行营业部

的新址，期待体验一番全新的金融服务。

在工作人员的热情指引下 ，她轻松地通

过智能柜员机完成了业务办理。“工作人

员服务周到，业务处理迅速，整个开户过

程快捷无比。”黄女士环顾着宽敞明亮的

营业大厅，由衷赞叹道，“新网点不仅地

理位置优越，硬件设施也焕然一新，让人

眼前一亮。”

截 至 目 前 ，长 沙 银 行 邵 阳 分 行 下 辖

网点数已达到 24 家，惠农支付服务点更

是遍布城乡，达到 415 家，服务客户数量

超过 43 万户。此次搬迁是长沙银行邵阳

分行优化服务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的关

键一步。

长沙银行邵阳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搬迁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换，更是我们服

务理念的一次革新。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

续坚守立足邵阳、服务地方经济的初心，不

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邵阳的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长沙银行邵阳分行开启金融服务新篇章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唐湖湘 罗琴方） “火警电话是多少？”“如

何正确拨打报警电话呢？”“玩火的危害性有

哪些？”2 月 20 日，在洞口县城一幼儿园内，

洞口县消防救援大队的宣传员为孩子们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知识教育课。

眼下正值开学季，校园里充满了新学

年的活力与期待。为提升师生们的消防安

全意识，增强大家的自防自救能力，营造安

全稳定的校园环境，连日来，市消防救援支

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春季“开学第一课”暨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进校园”系列活动，为

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在大祥区、新邵县、邵阳县、新宁县等

地，消防宣传人员走进校园，向 1 万余名新

生普及了消防安全常识。结合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特点，消防宣传人员采用图片展示、

案例分析、互动问答等多种方式对消防基

本知识、火灾预防、应急疏散和灭火器材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同时，消防宣传人员

为师生分析了学校宿舍、教室、实验室等重

点区域的消防安全隐患，讲解了火灾发生

后师生应掌握的“一懂三会”消防技能，手

把手示范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与步骤，并

邀请学生现场体验油盆灭火。

隆回、洞口、城步等地消防部门联合教

育部门，深入各学校开展“地毯式”消防安

全排查整治，合力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落实防范措施，为全力做好学校消防安全

工作开好头，把好消防“安全关”。

自 2 月 17 日以来，全市共开展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进校园”活动 150 余次，发放宣

传资料 2万余份。

春季开学“消防行” 铺就校园“安全路”

回 眸 2024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2月20

日，中国妇女网发布公示，拟表彰一批全国三

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其中，市家政服务

行业协会获“全国巾帼文明岗”表彰。

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自成立以来，紧

密围绕“邵阳家嫂”劳务品牌技能要求，高

效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成功构建了多层次、

多元化的培训体系。培训方式上，该协会灵

活采用集中授课、实操演练、在线学习等多

种模式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培训效果与

劳动者的参与热情。截至目前，“邵阳家嫂”

从业人员超过 11 万人，其中本土从业人员

达 3万余人。

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该协会不仅精心

策划家政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双方高效交

流平台，还积极寻求与外地家政协会及龙头

企业的合作，通过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组织

企业互访学习等形式，为“邵阳家嫂”牵线搭

桥，输送就业岗位。目前，“邵阳家嫂”服务网

络已覆盖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厦门、长沙等

城市。近 3 年，该协会累计向省内外合作家

政企业输出从业人员超3000人。

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刘冬元表

示：“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擦亮‘邵阳

家嫂’品牌，提升服务质量，拓宽就业渠道，

奋力谱写新的品牌发展篇章。”

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擦亮品牌名片 绽放巾帼风采

这对 90 后夫妻的经

历，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

另一种可能。在追求物质

享受的时代，他们用行动

诠释了幸福并非取决于

房子的华丽程度，而是源

自家人之间的陪伴、对生

活的热爱以及为梦想努

力奋斗的决心。他们在毛

坯房里谱写的生活篇章，

或许能给更多在生活压

力下徘徊的年轻人带来

启示：生活的本质是追寻

内心的满足与幸福，只要

心中有光，无论身处何种

环境，都能绽放出属于自

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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