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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陈斌）

4 月 9 日，隆回县水稻机插机抛秧现场演示会在高

平镇石脚村双季稻万亩示范片举行。青山环绕的

连片水田里，一台台高速乘坐式插秧机、小型轻便

式插秧机、履带式旋耕机、无人植保机，上演了生机

勃勃的现代农业生产画面。

“我们南方山区不比北方平原，群众更愿意

接受小型轻便式插秧机。为此，我建议政府尽快

将它纳入农机补贴目录。目前隆回正在申请。”

面对各乡镇前来观摩的种植大户纷纷询问订购

事宜，高平镇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怀军

介绍道。

49 岁的江怀军还是高平镇山峰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安丰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领头人，自

称为“山区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者”。从昆明理工大

学毕业后，他曾在外打工，关注到国家政策变化，萌

生了回乡发展农业的念头。2010 年，他投入到金

银花育亩，未料三年下来亏了 260 万元。好在他从

亚华种业接下水稻制种订单，取得良好收益。于

是，江怀军专攻水稻制种，不断扩大土地流转面

积。2015 年，流转土地已达 600 公顷，响应国家号

召，他决定向种粮大户转型。

为种好双季稻，江怀军特意从益阳请来了三支

专业种粮队伍，他们带来了农业机械和新的种植管

理方式。村民们从旁观看热闹到跟着学习，再到争

相要求参与合作，本土种植大户蓬勃发展起来。

2020 年，高平镇双季稻种植面积大幅提升。

江怀军陆续将土地转出去，自己则向综合农事全程

社会化服务转型。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如今已

建成日烘干能力 260 吨的烘干中心，5 万多平方米

的集中育秧大棚以及大米加工厂、农机维修站、农

资配送仓库等设施。农机不断迭代更新，仅今年就

追加投资近百万元。

现代化设施设备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因连续阴雨造成稻谷霉变的惨痛不复存在。“以往

遇上倒春寒，秧苗会有 10%-40% 的损失，现在有

了阳光育秧大棚，秧苗成活率达 95% 以上。”50 岁

的曾石平之前在邵东创业，2023 年返乡种田。“做

农业不得亏。现在种粮条件这么好，我们底气更

足了。”

目前，高平镇共创建双季稻万亩示范片 1 个、

千亩示范点 2 个，集中育秧大棚 6 万余平方米，发展

百亩以上种粮大户 72 个。2024 年全镇粮食生产面

积 5040 公顷，粮食总产量 3.99 万吨。今年该镇将

持续深化“科技+产业”融合，提升农业新质生产

力，力争全年粮食总产突破 4万吨。

持续深化“科技+产业”融合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平粮仓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肖

碧琦 王鑫）4 月 11 日 20 时至 4 月 12 日 9 时，

我市迎来今年首场区域性暴雨过程，共 4 县

106 站降雨超 50 毫米，20 站超 100 毫米，全市

累计面平均降水 41.0 毫米。受此影响，绥宁、

城步、武冈、新宁部分中小河流出现 0.77-

1.98 米的水位上涨。其中赧水支流蓼水绥宁

县武阳镇河段、红岩镇河段分别出现 1.98 米、

1.89 米水位涨幅，巫水支流莳竹水绥宁县党

坪乡河段出现 1.69米水位涨幅。

面对汛情，邵阳水文中心市、县两级职工

迅速进入迎战状态。中心水情科紧盯雨水情

变化，绷紧“降雨—产流—汇流—演进”链条，

强化会商研判，及时根据雨水情势发布水文

提醒 6 次，水情预警 2 期，突出水旱灾害防御

重点地区精准监测、提前预警和滚动预报，全

力发挥水旱灾害防御支持作用。绥宁水文通

过微信、电话、预警平台多个渠道在降水过程

开始每小时根据雨水情势向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及县应安委相关单位推送水文提醒，

发布水情预警 1 期，助力绥宁县打赢今年防

汛第一仗。

当前，各江河控制站已陆续进入退水过

程，邵阳水文中心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水情变

化，当好防汛减灾的“耳目”与“参谋”，用科学

可靠的数据，守护好一方安澜。

我市全力迎战今年首场强降雨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黄

江南 曾媛）随着汛期临近，我市强降雨天气

增多。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市市政维护事务中心迅速行动，全面

部署，积极投入到防汛备汛工作中，以实际行

动为城市筑牢安全防线。

在接到防汛预警后，市市政维护事务中

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成立防汛备汛工

作专班，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各项防汛措施

落到实处。全体员工严阵以待，24 小时轮流

值班，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为提高城市排水能力，市市政维护事务中

心组织专业队伍对全市排水管网进行全面排

查和清理；同时，密切监测易涝区域及潜在风

险点动态，在无暴雨预警时有序开展日常维护

作业，一旦收到汛期预警或突发强降雨，即刻

由维护状态转为防汛应急响应状态，要求防汛

人员5分钟内抵达责任易涝点位，确保防汛工

作高效衔接、无缝运转。在易积水路段，该中

心设置警示标识，组织防汛人员采取揭雨水

井、机械抽排等方式，加快积水消退，确保路面

积水问题得到有效处置，同时开展交通疏导工

作，避免车辆和行人误入危险区域。

据悉，4 月 12 日上午，市市政维护事务中

心防汛人员分赴红旗路、邵州路、建设南路、

宝庆路等路段易涝点位，成功处置多起道路

积水、排水管道堵塞等突发事故，有效保障了

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和市民的生活秩序。

市市政维护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加强防汛

抗汛工作力度，不断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城市

安全度汛。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注意安全，

遇到突发情况及时与市政部门联系，共同应

对汛期挑战。

市政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彪 周旭芳）4 月 12 日，武冈市遭遇今年以

来最强降雨天气，全市普降大暴雨。在这场

与暴雨的较量中，武冈市以严密的组织体

系、高效的协同机制和干部的担当奉献，实

现了防汛首战告捷，为全年安全度汛奠定了

坚实基础。

面对严峻汛情，武冈市委、市政府迅速

启动应急响应，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统筹调

度，各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 1100 余名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奔

赴全市所有地质灾害点、易灾村、病险水库、

在建水利工程、城市内涝点等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开展度汛动员、隐患排查、群众转

移、应急排险等工作。

各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24 小时带班

值守，组织干部对全市 258 处地质灾害隐患

点、33 座病险水库、1177 户高中风险切坡建

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严格落实

“每小时一报告”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

处置。

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成立

技术指导组，下沉一线支援；城区组建“党员

突击队”疏通排水管网 4 处，设置警示标识 50

余个；各镇村对高风险区域群众实施“敲门

行动”，提前转移安置 14户。

通过科学调度、精准布防，武冈市未发

生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

武 冈 防 汛 首 战 告 捷

4 月 11 日 21 时 30 分至 12 日 6 时 30 分，绥

宁县普降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其中最大小

时雨强出现在寨市苗族侗族乡朝仪村，达68.9

毫米；全县 17 个乡镇中，雨量超过 100 毫米的

有 8 个乡镇，最大降雨量为河口苗族乡，达

161.1毫米。全县共转移 452人，无人员伤亡。

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垮方、水利设施受损、农作

物受灾现象。具体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4月11日下午，在全市防汛会商会后，绥宁

县委、县政府立即召集该县应安委办公室、农

水、自然资源、气象、水文等部门进一步进行会

商，及时对乡镇进行汛情预警，要求各地及时转

移危险区人员，作好迎战准备。当晚，该县值班

县领导坐镇县应急指挥中心，县应急、气象等部

门24小时不断档联合值班，建立“1小时雨情速

报”机制，收集各乡镇雨情、水情、灾情信息，会

商调度各乡镇和应安委成员单位防汛抗灾。

4 月 12 日凌晨，该县各乡镇相继出现暴

雨，县应安委办公室对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的

乡镇一一叫应，调度100毫米以上县级挂点领

导赴乡镇指导抗洪救灾。“防汛不是等雨停，而

是抢在雨前跑赢时间，务必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调度

中，绥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反复要求。

“西南急流加强，目前不断有对流云团生

成，考虑列车效应，请务必加强防范。”

“东山、鹅公、乐安、寨市请注意，强对流

云团将进入你境。”

……

该县气象预警接连发送，水文同步推送

洪水演进路径。雨情信息实时共享。县农水

部门紧急调度上游电站开闸泄洪，提醒下游

乡镇村注意河道水位，做好防汛准备。县应

急管理局集结各应急分队，待命临战，分派三

个工作小组到各乡镇查看灾情、指导救灾。

交通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道路的管控力度，增

设警示标志，禁止公交车、出租汽车出城，水

上渡船全面停航封渡。自然资源部门紧盯地

质灾害隐患点，全部落实“专人盯守+警示隔

离”机制，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135人。

该县各乡镇党政一把手一直带头值班值

守，组织干部对洪水、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驻

点值守。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深入村组，逐

户通知居民做好防范措施，对危险区域群众

进行转移安置。其中长铺子苗族侗族乡转移

37 户 116 人，麻塘苗族瑶族乡转移 65 人，河

口苗族乡转移 53人。

“今年防汛第一战中，全县各乡镇高风险

区全部高质量完成‘敲门式’转移，群众安全

撤离率达 100%。”该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452 人，全部安全转移
——绥宁县打赢今年防汛第一仗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黄忠 李玲

邵阳日报讯（记者 朱杰 通讯员 刘梦瑶）

4 月 11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程蓓到新邵县专题调

研医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深化改革，用好政策

杠杆，强化重点攻坚，稳步推进“三医联动、六医协

同”集成改革，推动健康邵阳建设迈上新台阶。副

市长余勋伟，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室主

任人选唐宏华参加调研。

新邵县是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程

蓓一行来到新邵县人民医院，查看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总医院有关远程影像、5G 智慧急救、信息平台等

建设运行情况。她要求，要抓住改革试点机遇，全

面承接政策支持，强化设备、技术、人才、专业数据

平台等医共体基础建设，有效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加快推动资源共享和融合，做强做优医疗实体，

确保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环境、高效的医技资源

和便捷的就医渠道。

在新邵县中医院，程蓓查看了该院接诊治疗运

行和制剂中心运营情况。她希望医院坚持科教兴

院方针，深耕中医骨伤特色，厚植科技创新土壤，务

实转化“研”的成果运用，做强擦亮“专”的诊疗品

牌，着力减轻患者伤痛、提升康复质量，为群众提供

先进、优质的中医骨伤科现代化医疗服务。

在新邵严塘镇卫生院，程蓓查看了分级诊疗、

6S 建设等运行情况。她要求，要强化乡镇卫生院

达标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形成

科学、合理、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实现普通疾病能

在社区乡镇一级的卫生院解决，提升医疗服务效

率，有效缓解大院压力，降低患者就医成本。

程蓓强调，医疗卫生健康工作是民生大事、普

惠实事，要聚焦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

烦”的问题，用好改革创新关键一招，统筹好人、

财、物、事、责等关键要素，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着力强化“三医联动、六医协同”集成改革攻

坚，加快构建完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体系，将改革

的实绩实效转化为群众的所感所获。要加强宣传

教育，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逐步提升居民

健康水平。

程蓓到新邵县开展专题调研

稳步推进“三医联动、六医协同”集成改革

4 月 10 日，邵东市流泽镇仁泉新村羊肚菌种植基地，村民正在回收废弃菌袋。近年来，该市大

力推广绿色环保、良性循环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废弃菌袋回收运送至附近废弃菌袋分离加工点，生

产有机肥料或有机燃烧材料，既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李世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