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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龙）“对残疾人的友好友善，就是要

从娃娃抓起。”“这样的活动开展得

好，从小培养孩子们用心用情尊重和

关爱残疾人群体，并通过他们的观察

和思考，推动社会形成更加浓厚的助

残扶残氛围。”5 月 7 日，邵阳市“建友

好城，做友善人”青少年征文比赛获

奖情况通报对外发布，引来社会各界

广泛赞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及指示批示

精神，市残疾人联合会、市教育局面向

全市 120 多万名中小学生举办了以

“建友好城，做友善人”为主题的青少

年征文比赛。活动自2024年11月开展

以来，全市各级残联、教育局和学校积

极组织青少年学生参赛，共有1920篇

征文作品入围。经专家评审组严格评

选，最终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30

名、三等奖 50 名、优胜奖 300 名，优秀

指导老师40名，优秀组织单位20个。

本次征文比赛引发了全市青少年

对残健融合、友好友善的深刻思考，体

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担当和人文

情怀。全市各中小学校将此作为推进

友好校园建设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有

力手段，积极开展友好友善、扶残助

残、残疾预防、立德树人等方面的宣传

教育，引导学生关心关爱身边残疾人

士等弱势群体，投身文化助残志愿服

务和文明和谐的校园建设。各学校教

师积极组织班级学生参加征文比赛，

并以课堂宣讲、班级文化墙、互动交流

等形式，指导学生加强对残疾人事业

的了解，表达对残疾人群体的人文关

怀。广大学生家长也对此予以积极配

合，带领孩子走进残疾人康复机构、走

进社区残疾人家庭、参加助残扶残社

会公益活动、了解身边残疾人故事等，

为孩子们撰写真情实感的文章提供素

材、创造条件。

我市开展“建友好城，做友善人”青少年征文比赛

善 待 残 疾 人 学 生 动 真 情

5 月 1 日早上，大祥区汇福白洲湾营

销中心门前排起长队，该项目推出的“全

城送油卡、汇福庆五一”惠民公益活动，

引发热烈反响。据了解，该项目“五一”

期间劲销房源 20 套，营销中心日均接待

超 20 组客户。这火热场景正是邵阳“五

一”楼市的缩影——市区 71 个在售楼盘

单日到访量突破 500 组，认购数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 2成。

政策暖风唤醒置业信心

“首付分期延长到 12 个月，契税补

贴再加码，现在正是买房换房的好时

机。”在双清区乾道东院项目的签约现

场，带着小孩看房的李女士道出众多改

善型客户的心声。政策工具箱持续发

力，让蛰伏的需求如春笋破土：公积金贷

款额度提升至 80 万元、二手房带押过户

全面推行、人才购房补贴延长兑现期

……这些精准施策如同春雨，润泽着不

同群体的安居梦。

在盛阳麒麟荟项目，“购房就送价值

10000 元赛里木湖旅游”的红色横幅格

外醒目。“政策组合拳降低了购房门槛，

我们项目附近有大型湿地公园，配套让

利形成乘数效应。”项目负责人刘敦明指

着沙盘介绍，4天销售了 6套房。

创新营销催生市场新局

夜幕降临，和兴悦景项目的售楼部

洽谈区亮起串灯。置业顾问化身“生活

提案师”，在投影幕布前解读户型：“这间

儿童房能放下两架钢琴，飘窗改造书桌

的方案我们提供免费设计。”场景化营销

成为破局关键——湾田项目将样板间打

造成智能家居体验馆，房间自动感应灯、

厨房烟雾报警器等科技细节，让看房变

成未来生活的预演。

走进乾道地产江山印月项目的签约

区，正在办理手续的陈先生坦言：“卖掉

老城区步梯房，加上政策补贴，置换这套

科技住宅，实际支出反而减少。”这种“卖

旧换新”的链条激活，带动二手房市场同

步升温，形成改善需求驱动的市场飞轮。

“过去拼价格，现在拼产品力。”汇福

白洲湾项目销售负责人介绍，高品质住宅

赢得中高端客户青睐。这种结构性变化

倒逼行业升级，“五一”期间我市高品质楼

盘去化速度加快，筛选真正的好房子。

目前，我市改善型需求爆发，其产品

特征为高得房率、智能物业、生态景观，

客户群以 35 岁至 60 岁家庭为主，70% 为

二次置业，注重学区、医疗等配套。“这不

是简单的价格优惠，而是价值重构。”市

房地产开发协会会长唐华平表示。大祥

区中驰国际项目推出“学区房成长计

划”，将教育配套细化为“500 米内学校

接送时间对比表”；双清区魏源紫云台楼

盘打造的“银发关怀动线”，从无障碍电

梯到医疗紧急呼叫系统。 (下转 7版)

活跃度提升 “好房子”受期待
——实探“五一”假期市区楼市

朱大建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谢帖）“原来国家安全教育与我们老百

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怪不得每次

赶集，大家都把你们宣传人员围得水

泄不通！”4 月 22 日，一名在绥宁县李

熙桥镇赶集的当地群众感慨。据悉，自

4 月 12 日以来，李熙桥镇组织党员干

部接连3个集日上街开展国家安全教

育宣传活动，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宣

传教育内容深受群众欢迎。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

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和

手提袋、面对面解疑答惑等方式，向过

往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

法规，详细讲解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

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安全知识，结合典

型案例剖析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严重

后果，引导群众树立“国家安全，人人

有责”意识，自觉抵制危害国家安全行

为。工作人员还特别重视立足本地自

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宣传国家安全知

识，让国家安全知识润物细无声。

“想不到捕一只鸟都有可能危及

国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在网上乱

传一张照片就可能影响国家政治安全

和经济安全，看来，生活在现代社会，

各种国家安全知识不可不学。”一名来

自李熙桥镇逆流水村的村民感慨。

据 统 计 ，截 至 4 月 22 日 下 午 3

时，连续 3 场大集李熙桥镇工作人员

累计发放国家安全宣传资料 2000 余

份，受教育群众达 3000 多人次，现场

解答咨询 50多人次。

李熙桥镇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宣 传 赶 大 集

4 月 22 日，记者从隆回县农信担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隆回农信担”）获

悉，截至目前，隆回通过农业信贷融资担

保，实现在保户数 741 户，在保余额 3.1

亿元，居全省县域首位。从田间地头到企

业车间，当地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

逐步得到解决，金融活水正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滋润着隆回产业的发展。

破局：精准施策激活“三农”春水

2022年3月，隆回县成立了隆回县农

信担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对接省农业

信贷融资担保工作。作为湖南省农业信贷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湖南农担”）在

隆回的服务机构，隆回农信担牢记政策性

融资担保机构初心，扛牢“因农立命、为农

担当”的使命，激活隆回“三农”春水。

“既要让农户知政策，更要让银行懂

业务。”隆回农信担负责人周子敬道出破

局关键。为确保政策深入人心，隆回农信

担不仅利用宣传挂历、小扇子、广告牌等

多种形式，更通过进村入户的面对面宣

传，大幅提升了“惠农担”系列产品在全

县的知名度和覆盖率，真正让政策惠及

千家万户。

“隆回县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多，覆盖

各乡镇，我们针对性加强了与该行的合

作，工作人员多熟悉当地情况，是我们天

然的合作伙伴。”周子敬说，自 2023 年 5

月起，双方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通过政策

宣讲、案例剖析，逐步打消银行顾虑。如

今，隆回农信担已和隆回 7 家主要银行

建立了紧密的银担合作关系。

去年 6 月，隆回农信担与隆回农村

商业银行、湖南农担共同签署了银担战

略合作协议，为隆回县农业产业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去年 10 月，隆回

农村商业银行与湖南农担签署了邵阳市

首个“乡村振兴—产业贷”合作协议，银

担合作进一步深入。

“我们聚焦隆回产业发展方向，在业

务布局上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由原来的

农业产业担保全面发展，调整到紧跟隆

回县委、县政府的产业政策，重点支持金

银花、龙牙百合等县域特色产业，助力隆

回中药材产业发展。”隆回农信担项目经

理王嵩介绍说，在担保工作模式上，他们

也进行了创新，逐步放弃了传统的“湘农

云担”等担保模式，全面转向“乡村振兴

—产业贷”等新型担保模式。

在隆回的特色产业中，去年金银花

贷、百合贷在保金额增至 4505 万元，比

2023 年增长了 2162 万元，在保户数 107

户，比 2023 年增加了 58户。

同时，隆回农信担充分利用湖南农

担的“乡村振兴—产业贷”政策优势拓展

农担业务。仅在去年 11 月和 12 月，该服

务机构就新增了 138 户客户，信贷担保

金额达到了 4848 万元。

赋能：全链条服务产业发展

位于隆回县山界回族乡的湖南山界

红糖有限公司，是“邵阳红”优质农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目录企业，连日来，老板钱

小红忙着和客户洽谈业务。

“没有有效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获取

贷款。企业如果缺资金的话，发展起来就

没底气，资金链一断，生产就立马停摆。”

钱小红深有感触地说道。2023 年，隆回

农信担在上门走访中得知钱小红有强烈

的融资需求后，很快便为他办理了信贷

担保服务，所有担保项目做到事前、事

中、事后全方位服务。

“以前公司一年的销售额仅有 900

万元左右，现在有了金融活水的注入，我

扩大了生产，拓宽了销路，销售额一年可

达到 2000 万元左右，还能带动周边更多

村民就业。”钱小红说。

今年，钱小红计划扩大生产规模，延

长生产线。他满怀信心地领着记者参观

新建的 1000 多平方米厂房，这笔来自湖

南农担的 150 万“乡村振兴—产业贷”不

仅将用于厂房装修，还将助力生产线扩

建，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益。

步入湖南楚冠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这里不仅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百合生

产基地，更是带动周边 1000 多名居民就

业的坚强后盾。该公司总经理易佑铁介

绍，公司的百合产品年产量 500 吨，不仅

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更远销至东南亚、

日本等国际市场。

易佑铁表示，今年公司计划借助湖

南农担推出的“乡村振兴—产业贷”产

品，申请 200万元的贷款资金。

“通过农担获取的贷款，利息也不高，

放款也快，这笔资金将极大地助力我们扩

大百合的收购规模，同时更好地应对生产

过程中的人力成本问题。”该公司副总经

理王光茂解释说：“由于百合的种植与加

工均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特别是在生产旺

季，公司往往需要额外招聘300多名工人

以满足生产需求。这笔贷款的到位，无疑

将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贷款贴息可以有效缓解农业经营主

体的资金压力，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为缓

解农业经营主体申请贷款贴息的奔波之

苦，隆回农信担自 2023 年起，每年会主

动与隆回县农业部门衔接，第一时间点

对点地通知所有农担客户，并协助他们

及时收集、整理、上传相关贴息资料。

“基本上可以做到一次性申报成功，

确保了农业信贷融资担保工作贴农、为

农、惠农。”周子敬笑着说。

从 2023 年的在保余额 1.96 亿元、在

保户数 473 户，到如今的在保余额 3.1 亿

元、在保户数 741 户，这不仅仅是数字上

的跃升，更是县域经济毛细血管得以疏

通、活力涌现的生动体现。奔涌的金融活

水正转化为产业动能，为隆回乡村振兴

写下生动注脚。

  隆回实现担保规模 3.1 亿元，居全省县域首位，741 户农业

经营主体从中受益

金 融 活 水 滋 润 产 业 发 展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陈伟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陈微） 4 月 17 日，一回想起 4 月 4 日

的经历，新邵县村石镇十字村石锦绣

（化名）还心有余悸。那天上午，她进

入自家地窖取红薯时，地窖突然坍

塌，她被埋压。幸运的是，经新邵消防

救援人员近 3 个小时紧张施救，她得

以脱险。

坍塌发生后，石锦绣除头部外，

身体其余部分均被埋压。“我妈被压

在里面，你们快点来救人啊！”石锦绣

女儿发现情况后，立即拨打 119 报

警。新邵县消防救援大队随即调集力

量前往营救。

经勘查，事发地窖为水平结构，入

口宽仅0.7米，深约6米。坍塌后，大量

泥土、圆木、和砖块压在石锦绣身上，

且地窖内土质松软，不断有泥土掉落，

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救援难度极

大。但是，被困人员每晚一分钟脱险，

就多一分危险，必须加快营救步伐。

现场指挥员立即制定救援方案：

一方面联系 120 救护车和挖掘机待

命，另一方面由一名身形较小的消防

救援人员携带简易工具进入地窖施

救。救援人员利用木方、木板和液压

扩张工具对地窖进行加固，随后用锄

头、铲子、锤子等工具清理坍塌物，最

终用扩张钳撑开石锦绣身上的倒塌

物。经过 2 小时 46 分钟紧张救援，石

锦绣成功被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地窖建于石锦绣房屋旁

边的小山丘内，事发时间当地正连续

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过高，引发坍

塌。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地窖、沼气池

等有限空间安全隐患大，进入前务必

检查结构安全，做好防护措施，避免

单独作业，确保安全。

地窖坍塌 女子被困

新邵消防紧张施救助其脱险5 月 1 日 ，城 步 苗 族 自

治县儒林镇白云湖村界头

峒茶基地，白云湖生态茶业

有限公司员工在采摘第二

茬茶叶。“五一”假期，正值

城步峒茶第二茬茶叶出产

的“黄金季”，该县各峒茶生

产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抢抓

有利天气，组织农业工人加

紧采摘、制作新茶，确保茶

叶变成“金叶”。

严钦龙 肖敦旺

摄影报道

今年“五一”假期与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不期而遇，绥宁县禁毒

协会工作人员巧妙利用节庆活动开展禁毒宣传。图为 5 月 5 日，工作人

员在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佘家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孙芳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