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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 （ 记 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杨贵新） 

3 月 3 日，隆回县开展第十二

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

动，倡导市民增强保护野生

动植物意识，做文明、守法、

有爱心的好公民，共同守护

隆回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天，在县人民广场，该

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志愿

者们向市民发放《保护野生

动物倡议书》，宣讲保护野生

动物知识。一块块野生动物

展板吸引市民驻足观看。一

位市民高兴地说：“有这么多

的保护动植物，说明我们‘宝

贝’多，要好好保护起来。”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

然 赋 予 人 类 的 珍 贵 自 然 资

源 。为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该 县

自 2023 年 起 在 全 县 开 展 为

期 5 年的禁猎期。同时，通过

各种宣传活动，增强全民保

护野生动植物意识，号召大

家 不 滥 捕 、不 猎 杀 野 生 动

物 ，拒 绝 食 用 野 生 动 物 ，坚

决 抵 制 非 法 经 营 、贩 运 、加

工 、制 作 、销 售 野 生 动 物 及

其制品，积极阻止并举报各

类破坏林木、伤害野生动物

的违法行为。

隆回县

同心协力 守护良好生态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欧阳沐娟 欧阳怡友） 3 月

3日，洞口县林业局、洞口县野

保协会以及各自然保护地机

构在县城雪峰广场联合举行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主题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对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意识，倡导全

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

当天，工作人员通过设

立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以及进行普法宣讲等

方式，向过往群众和商户发

放环保袋、野生动植物辨识

图册等各类宣传品，并向市

民介绍洞口县常见的野生动

植物及其保护级别，普及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

规和知识。工作人员还耐心

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

进一步增强群众对野生动植

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野生

动植物保护成果展示区，通过

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展示了洞

口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图鉴以及近年来在野生动植

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进一

步激发群众的保护热情，增强

公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推动野生动植物

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洞口县

齐心守护 筑牢生态屏障

三月春风至，人间百花开。为鼓励先

进，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省委宣传部近日

授予 30 个集体为第五批湖南省岗位学雷锋

标兵集体，武冈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名

列其中。近年来，武冈市以智能化志愿服务

体系、常态化志愿服务队伍、高效化文明实

践品牌，不断书写新时代的文明高度和幸

福温度。

武冈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自 2020 年

成立以来，建立 1 个中心、118 个所、494 个

站，实现基层阵地全覆盖；组建志愿服务总

队、大队、分队以及学雷锋特色志愿服务队

四个层面队伍 668 支，注册志愿者 35.8 万

人；探索形成一批具有本土特色、可复制可

推广的做法，组织开展学雷锋文明实践活

动 18 万余场，服务群众 30 万人次，成功打

造“善星小集”“弦歌不辍”“红小帽”等文明

实践品牌。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级书记责任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该市坚持组织领

导高位化、工作推进高效化、阵地建设高标

化、实践活动高频化、品牌打造高端化。

武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将其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纳入市委议事日程，纳入党政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和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该市成立了武冈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挂牌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并设立了文明

实践专项资金；制定《武冈市深化拓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试点工作任务书、时间表、路线

图。

该市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作为“书记工程”，层层压实各级书记责任。

该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指挥长的工作指

挥部，明确各级各单位党组织书记担任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机构”和志

愿服务总队、大队、分队、专业队“四支队

伍”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实行市领导和乡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联点新时代文明实践

示范站制度，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以身作

则，每个月到联点实践站调度指导工作不

少于 2次，带动联点示范工作落到实处。

强化资源整合，建强互融互通阵地

武冈市被确定为邵阳市唯一的全省融

媒体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互融互通

试点县（市）。按照“机制互融、平台互通、队

伍互动、资源互享、品牌互育”要求，该市积

极推进互融互通试点工作，实现了有特色、

有亮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目标。

武冈市整合市级阵地，按照“能融则

融、应融则融、优势互补”原则，对武冈市融

媒体中心、武冈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办公场所进行重新布局，打造文明实践项

目展厅、实践讲堂、指挥调度大厅等功能融

合办公区，推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精

神文明建设和主流舆论阵地资源整合、联

动发展，实现两个中心一体化传播思想、一

体化调度工作、一体化服务群众。

同时，整合乡级阵地，按照资源共享、

充分利用原则，对市直机关单位和各乡镇

（街道）党政办公场所、服务大厅、综合文化

站等阵地进行改造，建成集民情收集、政策

宣传、文明实践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118 个；整合村级阵地，利用各村

（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

闲置学校等现有资源，在 315 个村（社区）建

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村级阵地建设

全覆盖。武冈还在人员聚集的政务服务中

心、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体育馆、图书馆等

公共场所，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因地制宜

开发了便民利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266个、示范岗 468个，实现服务“零距离”。

聚焦重点任务，强化品牌培育

该市聚焦文明实践重点工作，将中心

打造成学习传播科学理论的大众平台、加

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阵地、培育时

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开展中

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建立健全“一天一

小时”“一周一活动”“一月一主题”“一季一

通报”“一年一总结”工作机制，推动扶贫、济

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

等领域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

文明实践形成“六字”模式。以“宣”明

向，组织宣讲队伍，以微宣讲、微课堂、入户

讲等方式开展宣讲 600 多场次，将理论政

策、先进文化、道德法治、奋进故事送到田

间地头、千家万户。以“学”致用，精准对接

群众所需所急所盼，举办科技、卫生、法律

等实用技能培训班、学习班 246 个，提高群

众脱困致富、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帮”弘

德，组织志愿者开展上门走访、心理疏导、

公益帮扶、技术指导，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

活、矛盾纠纷、情感心理等难题 4208 个，引

领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文明新风尚。以

“育”化人，开展“文明实践进校园”“反对餐

饮浪费”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607 次，优化育人环境、倡树文明新风。以

“评”扬先，通过评比“新时代文明实践标

兵”“新时代文明实践星级户”“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道德模范”，褒奖善行义举、倡

导争先创优，培育文明新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以“乐”养性，组织开展接地气、增

人气、养性情的文体活动 1005 场，满足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群众道德修

养、精神境界。

该市各级各部门将文明实践活动与本

职工作结合、与中心工作结合、与主题党日

结合、与文明创建结合、与作风建设结合、

与党建工作结合、与基层治理结合，不断擦

亮“党员先锋”品牌，“为民服务”品牌和“武

冈特色”品牌。全市共建立 315 支“党员突击

队”，开展科普宣传教育 44.7 万次，“学雷

锋”志愿服务 5400 余次，捐赠助力乡村振兴

物资 207 万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市开

展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 11203 次，开展植

树造林、科技助农、保护母亲河等文明实践

活动 1246 次，受益群众 46.2 万人次。具有武

冈特色的“善星小集”志愿服务站、“文明武

冈·志愿星期五”服务日、“月月红·学雷锋”

志愿服务年、“弦歌不辍”“红小帽”“少者怀

之”六大品牌不断凸显，实现文明实践活动

“定点、定时、定事”集约式开展，群众参与

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武冈市

书写新时代的文明高度和幸福温度
贺旭艳 伍婷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胡梅 通讯员 胡晓建） “今年

全区将加快‘五城三园三中心’

建设，对标对表省、市‘七大攻

坚’总体方案，力争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5.5% 左右，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 7%，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7% 的目标。”这是 3 月 2

日至 3 月 4 日大祥区召开两会

时确定的今年工作目标。

大祥区将全方位拉动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宝庆颂

城、璟禹城中心、大圆能源总部

经济综合体等商贸综合体项目

建设；扩大消费品零售市场，建

设以红星社区、红旗西路、西外

街等为重点的美食聚集地；打造

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云溪谷、

台上田园综合体等城乡精品旅

游线路。

全面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该

区大力配合邵永高铁、沪昆扩

容、犬木塘水库等省重点项目建

设，推动高铁新城南广场沿线排

水设施、资江湾一号商业综合

体、城市智慧停车场及配套设施

建设、2025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和

电梯改装等 18 个市重点项目建

成见效。

全面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该

区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配套

发展乡村游、研学游、体验游，打

造红色旅游研学教育基地，支持

资江南岸沿线市民休闲区和犬

木塘水库工业旅游片区建设，打

造“城郊农业美丽经济带”。

加快城市品质升级，打通雪

峰南路、大祥路、马蹄路、桂花路

梗阻，高质量完成扩改翻项目，

按期完成前进山、六岭、深塘、中

驰等棚户区项目建设，搭建城市

运行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不断

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幸福指数。

大祥区锚定“五城三园三中心”建设全面发力

以项目攻坚构筑发展引擎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郭胜 吴多梅） 3 月 1 日上午 9 时，2025 年

湖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在邵东市拉开帷幕，

54名农机手陆续完成云上智农App扫码，走

进教室，开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培训。

“我今年 67 岁了，很高兴又能参加提升

种田技能的培训。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

有着 40年农机驾龄的陈求生笑着说。

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限制放宽，此次前

来参加培训的“农人”，60 岁以上的“老把

式”就有 20 多人。大家全神贯注，眼神中满

是对提升种植技术的渴望。

此次培训紧扣春耕需求，课程涵盖粮

食生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解读、水稻工厂

化育秧、机插（抛）秧数据采集系统、无人机

使用、水稻和油菜机械化收割减损技术及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单产提升等内容，

既有专业知识讲解，又有实践教学，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

“现在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技术更新

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作为新农人，不学习新

技术，就容易被时代抛弃。”31 岁的女农机

手赵媚在课后交流时感慨。

今年来，邵东市农业农村局全面助力

春耕备耕，既要让“老把式们”吃上“科技补

药”，又要让“新农人”迅速成长为“云上农

技团”，领跑春耕备耕。

邵东市

科 技 赋 能 领 跑 春 耕 备 耕

3 月 2 日，新

宁县崀山镇崀山

村村民在田间翻

耕土地准备播种

玉米。今年，该县

16 个 乡 镇 计 划

种 植 杂 交 玉 米

13000 公 顷 。广

大 农 民 抢 抓 天

时，纷纷下地忙

着翻耕土地春播

春种。

郑国华 摄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鄢跃斌 蒋平） “小朋友们，在

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做到安全

用火用电呢？有谁知道答案，可

以举手回答。”“你们的身边有哪

些好人好事。”……雷锋精神代

代传，团结之花处处开。3 月 3

日，一支由新宁县委统战部、共

青团新宁县委、风雨殿风电场团

支部志愿者组成的“活雷锋志愿

团队”来到黄金瑶族乡圳源小学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用雷锋

精神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与学生

围坐，分享雷锋事迹，鼓励学生们

勇敢展示自己，讲述身边的“小雷

锋”故事，将雷锋精神的种子种在

孩子们心中。志愿者为各族孩子

精心准备了用电安全教育课程，

向孩子们传授了家庭用电安全和

室外避雷防电的基本知识，讲述

了不随意触碰电器、安全用电的

重要性。与此同时，点亮小灯泡实

验课的实践教学引起了孩子们强

烈的好奇和兴趣，教会了孩子们

通电原理和串联电路的知识。

活动结束时，每位孩子都收

到了志愿者精心准备的礼物，有

书包、书籍、文具套装等学习用

品，也有水果发电、点亮小灯泡、

鲁班锁等实验器材。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关爱瑶乡

儿童的活动，让大山里的孩子感

受不一样的温暖。”共青团新宁

县委负责人表示。

新宁县

瑶乡来了一群“活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