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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隆回县金石桥镇金南社区养蜂户李义成在观察采蜜情

况。近年来，李义成利用当地生态资源优势放养蜜蜂 100 多箱，走出了

一条可持续、可发展、能增收的路子。       贺上升 摄4 月 10 日清晨，武冈市文坪镇安

心村尚笼罩在轻雾之中，李焘已驾车

行驶于乡间小径。村民们守候路边，手

中握着新采摘的蕨菜、野葱等，脸上洋

溢着期待的笑容。“小李，早上我摘了

10 斤香椿！”“好的，立即结算！”李焘

迅速完成称重、扫码支付。

回到自家庭院，李焘架设起直播

设备，背景是收购来的季节性野菜，

周边围绕着一群前来销售农产品的

村民。“各位观众，这是今晨乡亲们现

采的蕨菜，纯净无污染！”他熟练地介

绍着农产品。评论区不断涌现订单：

“湖南网友预订 5 斤”“上海订购 3 份”

……不到 2 小时，200 余单农产品便

销售告罄。

38 岁的李焘是安心村土生土长

的村民，从福州大学毕业后，他在福

建经营设计公司长达 10 余年。2020

年，他在浏览“三农”短视频时，迅速

识别出市场机遇：“农村优质土产销

售不畅，城市居民却难以购得真正生

态的产品，这不正是市场缺口吗？”于

是他决定回乡，以手机为工具，成为

一名新农人。

创业初期，李焘的直播间设在自

家的杂物间，观众也不多。“最惨的一

次直播观众仅 7 人，其中 3 位是家人，

一晚上毫无成交。”李焘的妻子回忆

道。但李焘并未轻言放弃，他深入研究

直播平台顶尖主播的直播技巧，专门

学习了短视频运营课程。

2021 年春，李焘创新方式，将直

播间搬到竹林中，直播村民采挖春笋

的过程。泥土覆盖的春笋、纯朴的乡

音，这种原生态的直播模式意外收获

热捧，单场销售额突破 5000 元。

“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于原生态。”

李焘总结道。为此，他建立了一套严格

的质量标准：野菜必须当天采摘，腊肉

必须采用传统方法熏制。为了确保新

鲜度，他不断试验，最终定制了防震保

温的专用快递箱。

如今，李焘的“竹园小哥”抖音账

号粉丝数量已达到 8.3 万，日均销售额

超过万元。团队扩展至 12 人，构建了

一个覆盖 23 个村的农产品收购网络。

去年“双十一”期间，该账号单日销售

额高达 15万元。

在安心村，73 岁的杨竹朋老人正

在院子里晒腊肠。“往年做的腊肠，自

己吃不完只能送人，现在李焘都会收

购。去年我种的蔬菜、采的野菜，还有

腊味，一共卖了 8000 多元。”老人边说

边展示微信收款记录。

像杨竹朋这样的老人占据了合作

农户的七成以上。他们借助李焘的直

播，搭上了“数字经济的快车”：春季采

摘野菜的农户月均增收 3000 元；土鸡

土鸭实现了订单式养殖；传统方法制

作的腊味成为热销产品。

在 李 焘 的 仓 库 中 ，贴 有 一 张 标

注着全国各地客户分布的地图。从

设计师到新农人，李焘用一部手机

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激活了乡村

振兴的潜力。他一边清点村民送来

的农产品，一边透露：“接下来，我们

计划对农产品进行半加工，打造自

有品牌。”

武冈市

新农人带活田园“云经济”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

消费维权工作虽然琐碎，但事关

群众福祉。今年以来，面对消费者的投

诉举报，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急消

费者之所急、帮消费者之所需、解消费

者之所难，将每一件投诉举报都做实

做细、求快求好。截至目前，该局共接

受咨询、受理投诉举报 1450 件，办结

1333 件，为群众构筑起了坚实的消费

维权防线。

前 不 久 ，家 住 该 县 潭 府 乡 的 李

女士通过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向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某商贩存在

计量器具短斤少两情况，要求退款。

接报后，该局执法人员立即对涉事

商家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李女士反

映的情况属实，责令商家按商品原

价退还给李女士。

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

优 化 维 权 渠 道 ，完 善 12315 热 线 、

12345 政 务 服 务 便 民 热 线 的 运 行 机

制，确保 24 小时畅通，做到“有诉必

接、有接必查、有查必复”。推进线上

维权平台建设，消费者可以通过手

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在线提交

投诉举报，实现维权“零跑腿”。同时

该局持续提高投诉举报处置效能，

确保投诉按时初查率、按时办结率、

举报按时核查率均达到 100%，调解

成功率达 95% 以上。

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当天，该局开展“3·15”消费维权系列

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消费者树立科

学、文明消费理念。活动通过搭建咨

询台、悬挂横幅、展板展示、发放资

料、真假商品鉴别台等多种途径进行

宣传，工作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现场解读

群众疑惑。该局还扎实推进消费维权

宣传“五进”活动，利用县融媒体、广

告牌、海报等载体，不断拓宽宣传阵

地，扩大宣传覆盖面。同时，该局充分

运用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广大群众积

极举报身边的消费欺诈，争做安全消

费“吹哨人”。

随 着 电 商 直 播 、社 区 团 购 等 新

兴消费模式的兴起，相关消费纠纷

也日益增多。新邵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将这些新兴领域作为重点关注对

象，针对直播带货中存在的虚假宣

传、质量问题及社区团购的售后难

等情况，加大监管力度。工作人员通

过实时监测直播平台、抽查团购商

品质量，对违规商家及时进行约谈、

责令整改。日前，在处理一起主播带

货的产品质量投诉中，该局工作人

员迅速介入，对产品进行检验。经调

查，该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最终

责令商家为消费者退款退货，并对

商家进行处罚。

在 儿 童 用 品 安 全 方 面 ，新 邵 县

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对儿童玩具、服

装、食品等的抽检力度。对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产品，及时下架处理，并追

究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家的责任。同

时，开展儿童用品安全知识进校园

活动，提高家长和孩子的辨别能力

与安全意识。

新邵县

构建坚实的消费维权防线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水常

“春风和煦四月

天，宣传月里话税篇；

依法纳税是义务，诚

信经营树新风……”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

邵阳市北塔区税务局

不断创新税收宣传方

式，将税收法规政策通

过轻松活泼的方式传

到千家万户。图为4月

9日，该局年轻税务干

部在江北广场开展风

趣幽默、激情澎湃的

快板税收宣传。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雷茜 邓佳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 讯 员 王 茜 霆 刘 洁） 4 月 14

日，在武冈市湾头桥镇石栗村，种粮

大户陈龙正驾驶着高速插秧机在田

间来回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一盘盘绿油油的秧苗被整齐均匀地

植入水田，不一会儿，原本空旷的水

田便披上了一层“绿装”。

陈龙共流转土地 53.33 公顷，今

年，他的合作社采用了工厂化集中育

秧技术，不仅秧苗产量稳定、生长快、

质量好，还让早稻移栽时间比往年提

前了一个星期。“机械化插秧不仅速

度快，成本也大幅降低，让我们种粮

更有信心。我们只需把秧苗搬运到插

秧机上，机器就能自动完成精准插

秧。”陈龙高兴地说道。

为确保早稻种植任务顺利完成，

该市大力推广工厂化集中育秧和机

械化高速插秧技术。集中育秧不仅能

节省秧田，还能提早下种，提高秧苗

质量；机械化插秧能精准控制植株密

度，促进水稻增产。“集中育秧和机械

化插秧相结合，既解决了传统育秧受

天气影响大的问题，又提高了插秧效

率和均匀度，为早稻高产稳产打下了

坚实基础。”武冈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为 保 障 早 稻 插 秧 质 量 和 成 活

率，武冈市组织 6 支农技小分队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技术指

导，帮助农户解决育秧、插秧、田间

管理等难题。同时，武冈市财政对早

稻机插秧给予每亩 45 元的奖补，进

一步激发农户采用机械化种植的积

极性。

据悉，今年该市计划完成粮食

播种面积 6.8 万公顷以上，其中早稻

面积 1.72 万公顷。目前，全市 18 个乡

镇（街道）的早稻插秧工作已全面启

动，预计 5 月 1 日前可完成全部插秧

任务。

武冈市

机械化生产保障早稻丰产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贺美玲 

陈曦） “这电动车用了快 5 年，续航

里程明显变短，电池蓄电能力也大不

如前，一直想换又舍不得扔，现在享

受 500 元补贴，还能折价换新车，国

家的这个政策真好！”4 月 14 日上午，

家住新宁县金石镇梽木山村村民唐

女士向新宁县委第二巡察组回访人

员欣喜地说道。而这份喜悦，源于一

场巡察带来的改变。

2025 年 3 月，新宁县委第二巡察

组进驻新宁县商务局开展常规巡察，

通过查阅资料、走访群众发现，国家

大力推广的“以旧换新”政策在当地

落地不畅。本该火热进行的惠民活

动，却遭遇“冷场”，不少群众甚至压

根不知道有这项政策。

巡察组迅速将问题反馈给新宁

县商务局，要求立行立改。新宁县商

务部门第一时间成立整改专班，组建

政策宣讲小分队走进乡村、社区、校

园、企业、机关，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现场讲解、播放短视频等方式，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解读以旧换新

政策。同时，组织开展全县以旧换新

业务培训会，对企业审核材料填写、

补贴方式及标准、操作流程、后续垫

付资金申报进行全方位培训，为企业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为确保整改实效，巡察组持续跟

踪督办，定期回访群众和商家。经过

一个月的努力，以旧换新政策迅速

“升温”，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政策实

施不仅让群众享受到真金白银的补

贴优惠，也为电动车、家电企业注入

发展效能，真正实现了惠民政策落地

有声、企业发展提质增效的双赢局

面。

新宁县

巡 察 督 促 以 旧 换 新
“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谢丹） 4 月 9 日，洞口县山门

镇里仁村的三轮车、摩托车驾驶员收

到邀请，接受了一场入脑入心的交通

安全宣讲教育，还领到了安全头盔。

里仁村党支部书记尹洪介绍，三

轮车、摩托车是当地村民出行的重要

工具，但部分驾驶员存在“不戴头盔、

违规载人”等现象。他说：“安全是头

等大事。村里自筹资金开展‘护头行

动’，就是希望大家从‘头’做起，平安

出门、平安回家。”

洞口县交警大队山门中队队员

通过播放本地真实事故视频，剖析酒

驾、超载等违法行为引发的惨痛教

训。队长则用方言详细讲解安全技

巧，演示头盔的正确佩戴方法，并邀

请村民参与“车辆盲区体验”“交通手

势跟学”等互动环节，现场气氛热烈。

“以前觉得戴头盔麻烦，今天看了

事故视频，觉得后背发凉！以后，谁还

敢拿生命开玩笑？”村民张映南领到新

头盔后感慨。村民陈素柳说：“交警教

的‘转弯手势’很实用，以后骑车一定

守规矩。这次活动很接地气，我们听得

进去，将安全知识记到心里了。”

活动结束后，尹洪带领村“两委”

干部在村口开展劝导，为没能来参会

的驾驶员“补课”并补发安全头盔，确

保安全宣传全覆盖。

里仁村

把“安全”装进每个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