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张洋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 2025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三

要闻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孙曼琳） 4 月 14 日 ，记者从邵阳

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邵阳城发集团”）获悉，今年，我市

计划完成市城区最后 8 个超期安置

地 项 目 建 设 ，预 计 化 解 超 期 安 置

855 户。

当天，记者来到杨旗岭二期安

置地建设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大型塔吊不

停吊装建材，各类工程车辆进进出

出，建设者铆足干劲全力冲刺，只为

让群众早日圆安居梦。

杨旗岭二期安置地位于柘木路

北向、宝江路西侧，面积达 12660 平

方米，规划建设 12栋、安置 108户。

“现在，我们正进行桩基工程

作业 ，根据计划 ，我们争取 4 月底

完成桩基工程，5、6 月份完成基础

承台、地梁工程以及配套道路设施

建设。”施工方负责人欧阳靖介绍，

为了让市民早日搬进新居，他们加

大了人员和机械设备投入，保质保

量推进项目建设，力争 6 月底完成

建设，将整个工程合格交付。

在柘木三期安置地现场，记者

看到多名工人分布在不同位置，有

序开展桩基、承台施工。“目前，项目

桩基已经完成了 70%，剩余的 30% 预

计在 1 个月左右完成。与此同时，我

们也在推进承台、基础梁建设工作，

目前已完成 20%，计划 2 个月内完

工。”项目经理李杰告诉记者。

安置项目建设，事关群众的切

身利益和幸福生活，是重要的民生

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邵阳城发

集 团 把 化 解 超 期 安 置 作 为“ 一 把

手”工程来抓，由集团领导亲自调

度 、靠 前 指 挥 ，举 全 集 团 之 力 ，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全力以

赴推进市城区超期安置清零。

该 集 团 成 立 了 化 解 超 期 安 置

工 作 专 班 ，制 定 了《化 解 超 期 安

置 工 作 任 务 分 解 方 案》，对 在 建

项 目 和 置 换 项 目 ，按 照“ 一 个 项

目 一 个 班 子 ”“ 一 个 项 目 一 批 专

人 ”方 式 ，现 场 盯 守 ，及 时 疏 通 项

目 建 设 堵 点 ，消 除 各 类 风 险 隐

患 ，推 动 超 期 安 置 工 作 再 加 劲 、

进度再加快。

截至目前，市城区最后 8 个用于

化解超期安置的项目已全部开工建

设，其他安置项目建设正开展得如

火如荼。“超期安置问题具有系统

性、复杂性等特征，尽管化解超期安

置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总

体工作进度需加快、辖区推动化解

力度不平衡、多渠道安置推进力度

广度不够等问题。”邵阳城发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聚焦问题抓攻坚，做到任

务明确朝前赶、压紧责任往实做，圆

满完成化解任务，真正让群众早日

见到成效、得到实惠。

  市城区最后8个超期安置地项目建设全部开工，预计

化解超期安置855户

让“安置难”变“安居暖”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易 蓝 通讯员 

肖亮凤 杨尚辉） 4 月 11 日，记者从全

市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通报

暨重点工作调度会上获悉，2025年，我市

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农

村假冒伪劣整治、野生蘑菇中毒防控三

大重点工作，加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

近年来，我市食品安全工作取得阶

段性进展，但仍然面临校园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分布广泛等严峻考验。会议在总

结前期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的基

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食品生产、流通、

餐饮等环节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潜在风

险隐患，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进

行了科学统筹和精细调度。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深刻吸取

历史教训，树牢“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

底线思维，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同时进一

步健全部门协同、长效治理和社会共治

机制，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张剑波） 眼下正是春茶生产高峰期，

连日来，邵阳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科

技特派员服务团队深入一线，到隆回

县、洞口县、新邵县等地的重点产茶乡

镇和企业，开展春茶生产及茶园管理

等技术指导，助力茶农稳产增收，保障

春茶品质。

4 月 11 日，走进新邵县湖南兴盛

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浓

郁的茶香扑面而来。“要严格鲜叶的采

摘标准，这是确保茶叶品质稳定的关

键。”市科技特派员田容积在该公司蹲

点，针对宝庆桂丁茶的鲜叶采收标准、

加工工艺等环节进行详细指导，帮助

企业优化工艺流程，提高春茶的品质

和产量。

“每年春茶开采季，科技特派员

都会来现场指导我们制茶，分享在

关键工艺上的经验，茶叶品质得到

了显著提升，更受消费者青睐了！”

湖南兴盛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杜邵龙脸上挂满了笑容。

“茶苗繁育是茶叶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保障，茶树无性系良种繁育

技术通过短穗扦插繁殖，能够保证茶

树的优良性状，提高茶叶的品质和产

量……”在隆回县优异茶树苗木繁育

种植专业合作社，市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所长、市科技特派员唐瀚向企业和

茶农介绍了茶树繁育技术，同时就如

何提高茶苗的成活率和生长周期进行

了详细讲解，为茶农和茶企提供了实

用的技术支持。

“春茶生产要密切关注期间的天

气预报，一旦气温降至 4 摄氏度以下，

应当立即采取防冻措施。”倒春寒是春

季茶园管理的一大难题，会对茶树的

生长和春茶的产量造成严重影响。在

洞口县古楼乡，科技特派员唐静怡结

合当地气候特点，提出了针对性的茶

园管理指导意见，建议茶农和茶企提

前做好防寒措施，如覆盖保温材料、抢

采新梢等，以降低倒春寒对茶园的影

响。同时，专家们还分享了一些应对倒

春寒后的补救措施，帮助茶农和茶企

减少损失。

“科技专家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

是信心。”此次指导行动得到各地茶业

主管部门的高度支持，隆回县茶业协会

秘书长丁卫东表示，将进一步推动茶园

管理标准化，打响邵阳春茶品牌。

科技下乡助力春茶生产

科技特派员开展春茶生产指导。

4 月 11 日，新宁县崀山镇石田村村民何绍康、何烈成正在比较油菜角果的粗壮饱满度。今年，该村种植

高产杂交油菜，角果格外粗壮饱满，当前，已进入成熟阶段，丰收在望。        郑国华 摄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黄 云 通 讯 员 

张孝跃 莫梦娜） “老乡，这些竹笋上

方是电线，放任生长很可能引发安全事

故……”4 月 14 日，在 220 千伏湍宝线 87

号杆塔下，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输电运检

一班工作人员一边清除竹笋，一边向村

民宣讲线路下方树竹的危害性。

我市地处湘中丘陵地带，山地占比

较高，输电线路多穿越竹林密集区域。近

期，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竹笋进入快速

生长期。部分区域的竹笋日均生长高度

可达 20 厘米以上，若不及时干预和清

理，将极易触及输配电线路，影响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未雨绸缪，结合春

季线路精益化巡视工作安排，提前摸排掌

握各区域竹笋生长情况，对辖区线路的竹

笋隐患开展“拉网式”清理。连日来，工作

人员严格按照线路通道砍伐标准，对树竹

隐患进行清理，力求巡视到位、砍伐到位、

隐患排除到位，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

为保障除笋护线行动平稳有序推

进，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积极与当地政府、

林业部门以及村“两委”展开紧密沟通，

为通道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坚实根

基。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发放资料、

悬挂横幅、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广泛开展

安全用电知识和电力法律法规宣传。在

清除竹笋前，该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与村

组负责人及山林业主取得联系，争取当

地群众对除笋护线行动的理解与支持；

清理出来的线路下方的新生笋竹，通过

联系沿线村庄的电力便民点负责人，及

时通知竹山主人前来认领，有效避免资

源浪费。

截至目前，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已完

成 20 条 220 千伏、46 条 110 千伏线路的

竹笋清理工作，累计消除竹笋隐患 200

余处，清理竹笋 2万余棵。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除 笋 护 线 保 供 电

如何激发大学生活力，促进残

疾人就业创业？如何在财力不足的

情况下，保障困难残疾人的托养需

求？4 月 8 日，市残联在新邵县开展

调研，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我市实

际情况，积极寻求突破方法。

残疾人的事是全社会的事

在新邵小塘镇观音桥村，调研

组来到返乡创业大学生孙波的玫瑰

基地。孙波是学金融专业的，因为对

植物的热爱，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

朋友，开启了玫瑰创业之旅。

在家乡的土地上，她流转了一

片荒山，买土、引苗，进行本土化栽

培。前后投入了 400 多万元，从国内

各地引入 1700 多个品种，打造玫瑰

种质资源样板间。

孙波与市农科院的农艺师吴勇

因对植物的共同热爱而相识。吴勇

是湖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生，也是

我市残疾人自立自强的典范。他长

期专注于本土中药材的研究工作，

在推动邵阳玉竹产业发展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并参与建立我市首个

公益性玉竹种质资源保护基地。近

年来，吴勇开始关注百合种质资源

的保护利用，在苗种适应性栽培等

方面开展初步探索，并与孙波进行

了苗种交流和栽培试验。目前部分

百合品种在孙波的基地长势良好。

两位青年才俊热爱家乡、热心

公益，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在农业

发展实践中也展现出独到的见解。

吴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科技下乡

等工作，累计培训种植户 1000 多人

次，服务中药材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50 余家，推动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 5

个。以吴勇作为带头人，打造自强励

志团队，促进大学生和残疾人就业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

展，成为了市残联的积极探索。

据悉，市残联和市农科院、邵阳

学院已就此事达成初步意向。调研

中，大家还谈到，可以带出一支大学

生团队，为邵阳农业产业发展、残疾

人创业基地建设等赋能；可以从大

学生和残疾人中挑选对象，培养园

艺团队，为邵阳乃至世界的花园输

送人才；可以利用玫瑰香皂等产品

加工，拓展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辅

助就业等。

“办法总比困难多”

位于寸石镇的新邵县阳光家园

托养中心是社会机构所办，目前在

册 50 名托养对象。调研组通过查阅

资料、核验人脸识别考勤系统、察看

入托人员生活环境、与工作人员座

谈等方式，全面细致了解残疾人托

养工作情况。

今年我市将根据省残联要求，

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托养服务。此次

调研，既是如实掌握情况，为做好决

策提供依据，也是对托养机构的工

作进行督导。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市残

联对托养机构提出明确要求：务必

坚定信心，直面问题，想方设法优化

残疾人托养服务条件；切实抓好食

品安全和消防安全，牢牢守住安全

底线；强化人员管理，定期组织培

训，提升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强化

民生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规

范、高效使用；想办法引入社会公益

资源和爱心力量，积极开展手工制

作、简单农作等辅助性就业，助力残

疾人生活改善。

为 更 好 地 保 障 残 疾 人 托 养 需

求，市残联要求县残联主动向县委、

县政府汇报，协调民政、卫健、财政

等相关部门，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起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专业服务、社

会参与”的托养工作新格局。

“办法总比困难多”
——市残联的一次调研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