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 年年 33 月月 2828 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    com    审稿审稿：：宁煜宁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张洋张洋        组版组版：：张凌张凌        总检总检：：尹一冰尹一冰

4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蒋易薇 兰绍华 
通讯员 李开扬 张凤） 3 月 26 日，洞

口县文昌街道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基

层民主实践——59 名佩戴红色出席证的

议事员从街道负责人手中郑重接过聘

书，标志着我市首个街道居民议事组织

正式成立。这一创新机制不仅填补了街

道一级人大制度空白，更成为湖南省深

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标志性突破。

8 时 30 分，成立大会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启幕。议事员队伍由人大代表、社区

干部、创业能人、退休教师等多元群体组

成，经民主推选产生，充分体现了广泛性

与代表性。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他们将围绕街道发展规划、民生实事等

核心议题开展常态化议事，推动省委决

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会议现场，《文昌街道 2025 年工作报

告》及人大工委报告以详实数据和清晰规

划为议事员锚定履职方向，展现出基层治

理从“被动执行”向“主动谋划”的转变。

在随后的分组讨论环节，议事员聚焦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等3项民生候选

项目展开辩论。针对老人和儿童群体的公

共空间需求、安全出行保障等痛点，议事员

曾欢提出：“民生项目必须优先解决‘一老

一小’的急难愁盼，让改造真正惠及最需关

切的群体。”基层经验与专业视角的交锋

中，20 余条针对性建议被提炼成“履职清

单”，推动“民情账单”转化为治理实效。

11 时，全体会议通过《民生实事项目

票决办法》，经无记名投票，“2025 年‘改、

扩、翻’工程”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项目”以超过 90% 的赞成率高票入选。议

事员尹玉静紧握选票感慨：“每一票都承

载着群众期盼，我们肩负的是万家灯火

的信任。”据悉，票决结果将纳入街道年

度重点工作清单，由街道人大工委全程

监督实施进度，确保“群众点单、街道接

单、人大督单”闭环落实。

作为全市首个街道级民主议事平

台，文昌街道同步推出“议事开放日”机

制，要求议事员每月深入社区走访，化身

“民情哨兵”收集一线诉求，确保决策始

终紧贴民生脉搏。同时，建立议题“立项

—督办—反馈”全流程跟踪机制，推动议

事成果从“纸面”落到“地面”。洞口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欧阳佑春表示，

居民议事组织成员会议制度是洞口县深

入贯彻落实“三会三文”精神，填补人大

制度的破冰实践，该模式将作为县域基

层治理改革范本在全市全面推广，为湖

南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注入新动能。

洞口文昌街道成立全市首个街道居民议事组织

激 活 民 主“ 末 梢 ”

“这次培训很实用，让我们不仅学会

了灭火技巧，还知道了如何引导人们去文

明祭祖！”日前，城步苗族自治县应急管理

局组织开展春季森林消防应急队伍集中

训练，50 名应急队员通过系统化、实战化

的训练锻造过硬本领，此次集训是城步高

度重视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生动缩影。

城步境内地形以山地为主，森林分布

广泛，林地面积 21.2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高达 80.3%，防火压力巨大。连日来，城步

通过“三举措”助力森林防灭火工作，为人

民群众安全“保驾护航”。

党政引领拧紧“责任链”

四级包保织密“安全网”

城步牢固树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的责任理念，压实森林巡护“一

长四员”及“四包”责任，构建县、乡、村、组

“四级包保”体系，确保任务划分到山头林

地、工作分配到单位、责任落实到人头，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

针对清明节等重点时段，该县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备

汛工作，县领导下沉乡镇指导，乡镇党政主

要负责人下沉防火重点区蹲点督查。同时，

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监测预警，各

部门协同合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共同守

护城步的绿水青山与人民安宁。

实战演练锻造“尖刀班”

打 造“ 半 小 时 应 急 圈 ”

城步结合县域实际，明确响应级别、

职责分工、扑救措施及人员物资调配等

事项，组织开展多场次应急演练，涵盖报

警、响应、集结、扑救、调配等环节，全面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按照“多个层次、分级保障、功能互

补”要求，组建县、乡、村救援队伍 217 支，

配备人员达 3800 余人。通过强化训练与

实战演练，打造出一支支关键时刻拉得

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尖刀班”队伍。同

时，严格值班值守，落实应急值守和 24 小

时战备值班制度，合理规划救援布局，打

造“半小时应急圈”，确保一旦发生险情，

能够迅速响应，及时处置。

多元宣传架起“连心桥”

全 民 共 筑 安 全 屏 障

“我们这些天一大早就会下乡做设

备检修，保证全县应急广播‘村村响’。”3

月 26 日，城步融媒体中心广播维修人员

正在兰蓉乡尖头田村对“村村响”设备进

行检修和维护，对信号是否正常、播出音

量是否适中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确保

森林防火播报能传入每一户人家。

除去“村村响”广播，城步还通过驻村

干部下沉一线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院落

会、进村入户等形式，在村、乡、镇地毯式

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在全县重点区

域、主要路段竖立永久性防火宣传牌 170

余块，悬挂横幅 1900 余条，张贴标语 5000

余张。多元宣传方式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

“连心桥”，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意识。

“责任网+应急圈+宣传网”，城步——

“ 三 招 ”守 护 青 山
邵阳日报通讯员 刘平甫 陈玉红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鑫 

通讯员 周鹏 银杰） “种子的

行距如果是30厘米就撒4粒种子，

40厘米撒5粒左右。”3月26日，在

邵阳县谷洲镇岳弄村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示范种植示范点，该县农业

农村局技术人员正在指导种植户

种植大豆玉米。现场，村民们将一

颗颗饱满圆润的大豆和玉米种子，

播撒进肥沃的土壤之中。

2025 年，岳弄村计划推广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38 公

顷，在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下，目

前已经顺利完成种植目标。“这种

种植模式下，大豆和玉米产量都非

常高，去年我们的大豆产量达到

每亩130公斤左右，玉米产量达到

每亩 500 公斤，一亩多产，成效很

好。”岳弄村种植大户杨义生说。

在隔壁的清水村，种植大户

覃红军正组织工人操作播种机进

行现场作业。今年，他家的 17 公

顷大豆玉米全部采用机播。在同

一块土地上采用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模式，实现了一亩多收，同

时还能改良土壤、提升田地肥力。

覃红军说：“使用播种机种植大豆

玉米，施肥、播种、盖土能够一次

性完成，不仅施肥均匀，株距也十

分标准，实用性极高。”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指2

行至3行大豆与2行至4行玉米形

成一个生产单元，通过品种搭配、

宽窄行带状配置、缩株保密等关键

技术，实现大豆玉米协同高产，增

产不增地。今年，该县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面积2100公顷，共建立

县级示范点 5 个，乡镇示范点 21

个，通过规范种植，科学施肥，统防

统治，使广大种植户增产增收。

为切实提高大豆单产水平，

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能力，全县统一采购 8 万公

斤的大豆种子，对示范片（点）、种

植面积 2 公顷以上的大户进行免

费 发 放 ，经 验 收 合 格 后 按 每 亩

150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奖励。种

植期间，该县农业技术人员还将

深入田间地头，针对机耕、机播、

选种、用肥、虫害等一系列问题，

为农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指

导，增强他们稳产增收的信心。

邵阳县

大豆玉米“跨界联手”
助农实现一地双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蒋易薇 通讯员 

陈心怡） 为培育乡村新业态人才，助力

农产品畅销与产业升级，3 月 25 日，新邵

县 王 家 坪 村 首 届 电 商 直 播 与 人 工 智 能

（AI）训练师培训在该村直播基地正式开

班。50 余名村民手持智能手机，从田间地

头迈向云端课堂，开启了为期 14 天的“数

字赋能”行动。

“要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

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本次培训由王家坪

村村委会牵头，联合新邵县工会、新邵县启

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及邵阳市叁笙传媒有

限公司共同举办。课程设置紧扣乡村实际

需求，涵盖短视频创作、直播间运营、AI 工

具应用三大核心模块，并创新开设“AI+农

产品营销”“智能数据分析与产销决策”等

实战课程。

参训学员年龄跨度从 18 岁到 55 岁，既

有返乡创业青年，也有种植大户和留守妇

女。53 岁的黄扣秀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

记录着操作步骤，“以前觉得直播是年轻人

的玩意儿，现在咱也要把山里的土货卖到

全国去！”黄扣秀说。

新邵县王家坪村

让 AI 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因为党的政策好，我们的日

子越来越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也能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带

去希望和温暖。”3 月 13 日，绥宁

县黄土矿镇阳光养殖专业合作社

负 责 人 向 雪 艳 通 过“ 出 手 吧 姐

姐 温暖 2025”关爱困境妇女儿

童募捐活动捐款 1 万元，这位扎

根养猪事业的养殖户以实际行动

反哺家乡，为更多的困境妇女儿

童播撒爱的种子。

向雪艳是绥宁县黄土矿镇小

安村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20 多

年前，为让小家庭脱贫致富，她与

丈夫一头扎入养猪事业当中。虽然

以往见过父辈们养猪，但是对于养

猪的技术与病虫防治向雪艳却是

一个“门外汉”，尤其在创业初期，

资金的缺乏让她面临着巨大的精

神压力。乐观向上的向雪艳面对困

难和挑战没有退缩，没有资金她就

掏出自己的嫁妆，技术欠缺就奔走

于各大养猪场打零工学习，她家猪

圈的生猪从存栏十多头到上百头，

到 2010 年发展至上千头规模，每

个发展阶段都有许多辛酸故事。目

前，向雪艳养殖场生猪存栏 3500

头，年出栏量10000头。

经过多年的努力，向雪艳摸

索出一套绿色科学的养猪方法，

成为了当地的“养猪专家”。在其

他养殖户还是粗放养殖时，她率

先进行标准化、环保化养殖。通过

不断努力，她的“养殖梦”也开始

逐渐延伸开来。

2012年7月，向雪艳成立了绥

宁县黄土矿镇阳光养殖专业合作

社，并建立了公猪人工授精站，常

年为周边乡镇的养殖户提供种猪

繁殖技术。为带动乡邻通过生猪养

殖一起发家致富，她经常到养殖户

家“串门”，为大家分享她从其他规

模化养殖场学习来的经验和技术，

现场为养殖户示范生猪病害防治

药物配比及科学投料等。在她的影

响下，加入到合作社的养殖户越来

越多，至今已经带动周边乡邻发展

生猪养殖30余户。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领父老

乡亲共同富裕才是真的富。”近些

年，向雪艳不仅手把手传授养殖

户养猪经验，还想方设法为大家

寻求更多的致富门路。绥宁县的

腊制品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享有盛

誉，绝佳的口感和亲民的价格深

受消费者追捧。近些年，向雪艳瞄

准绥宁腊制品这个市场，在线上

线下搭建平台，希望能带着养殖

户们一起开拓出从养殖到餐桌一

条龙服务的产业出来，让更多的

村民在家门口创业致富，也为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向雪艳

扎根乡村开拓养殖致富路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贺鸿燕

3 月 24 日 ，

游 客 在 赏 花 拍

照。时下，新邵县

白水洞风景名胜

区的桃花迎来盛

花期，吸引众多

游客纷至沓来赏

花拍照。

何雯

赵少波

兰巧琴

摄影报道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鑫 
通讯员 刘鹤亮 肖调乐） 3 月

25 日，邵阳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

人民检察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相关部门开展春季农资打假

“亮剑”专项行动，为春耕生产保

驾护航。

在五峰铺镇、九公桥镇等农

资销售门店和集市，执法人员仔

细查看了各类农资产品的进货台

账、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并通

过扫描产品二维码等方式，对农

资生产经营单位内的种子、农药、

肥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产品

进行抽样检测，重点检查产品是

否有审定号、生产证号，质量是否

达标；复合肥、农药、兽药等农资

产品是否有一证多用现象，标签

标识是否规范。现场向店主和购

买农资的农民宣传如何辨别真假

农资，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我们持续推进春季农资打

假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以次充好、

掺假售假、种子拆包销售、售卖过

期农资等违法行为。保持对农资违

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农民的合

法权益，确保农民购买‘放心种，放

心肥，放心药’，为全县粮食安全生

产保驾护航。”该县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大队长肖调乐说。

春季农资打假“亮剑”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邵阳县共出动执法

人员 120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32

台次，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余份，检

查农资门店 60 家，抽检农资产品

50 余个，查处没收过期农药 4 批，

抽样肥料产品 3 个，抽样种子 13

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8 起，立案

2 起，有力净化了农资市场，确保

粮食生产安全。

邵阳县

农资打假护航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