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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月 18 日，一辆汽车行驶在城步苗族自治县 X001K4+100 米地段，汽车与周围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河流交相辉

映，景色如画。近年来，该县在推动农村“四好公路”建设的过程中，持续加强沿线植被和水域的生态保护，助力经济

绿色发展。                                严钦龙 杨迪敏 摄影报道

5 月 19 日清晨，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大祥大队处罚中心主任王丹和往常

一样提前到岗，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

牌服务窗口前，她俯身向 5 名等待办理

业务的市民细致讲解电动自行车安全

行驶规范。王丹指尖轻点宣传册上的

交通法规图示，反复强调：“头盔要戴

好，关键时刻能保命。”这寻常一幕，恰

是她 13年窗口生涯的一个缩影。

王丹参加公安工作近 13 年，坚守

交管窗口岗位一线，服务办事群众近

80 万人次，创下零投诉的纪录。因工作

成绩突出，王丹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

荣誉：2023 年 3 月荣获“全国公安机关

成绩突出女民警”称号，今年 3 月荣获

“全省最美志愿者”称号，今年 4 月荣获

“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新手到行家的蜕变

2012 年的夏天，当王丹从衡阳师

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后，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曾与声乐舞蹈相伴的姑娘，会以

另一种姿态在公安战线上绽放芳华。

收到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录取通

知书，她将舞台上的聚光灯换成了服

务窗口的日光灯，把轻盈的舞步化作

扎根岗位的坚守。

“第一次坐在处罚中心的窗口，看

着群众焦急的面容，听着此起彼伏的咨

询声，我连敲键盘的手都在发抖。”回忆

起从警之初，王丹坦言曾有过迷茫。但

骨子里的韧劲让她迅速调整状态：白天

跟着师傅逐条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标

注着法律适用情形；夜晚把工作场景编

成记忆口诀，反复模拟业务办理流程。

几个月后，当她熟练地答复群众咨询

时，同事们惊叹：“这个‘跨界’姑娘，硬

是把法律条文跳成‘指尖芭蕾’了！”

从手忙脚乱的新手小白到交管法

规倒背如流的行家里手，从普通办事

员到创下单日办理数百笔业务零差错

的行业标兵，王丹用 80 万次窗口服务

编织出一张温暖的民生网络。2023 年

春节前夕，面对返乡群众激增的业务

需求，她带领全体民警、辅警连续奋

战，零差错的成绩单背后，是他们熬红

的双眼和始终如一的微笑。

小窗口里的大情怀

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祥大队处

罚中心，每个工作台的名片背面都印

有王丹写的服务箴言：把简单做到极

致就是不凡。这不仅是她的座右铭，更

是整个窗口的精神口号。

“群众跨省办事像‘闯关’，我们就

该当‘通关指南’！”面对异地驾驶员“跑

断腿、问破嘴”的痛点，2019 年，王丹在

全市率先推出“三凡三必须”工作机制：

凡是外地驾驶员请求办理的业务事项

必须先受理，凡是依法可以跨省通办的

业务必须先接收，凡是两地协同办理的

业务必须全力支持。真正做到“想在前

面，干在实处”，把交管业务从线下搬到

了线上。她大胆创新异地换证、跨省年

审工作机制，年均减少群众跨省奔波

1200余人次。曾经需要往返千里的疑难

业务，如今通过业务窗口和“云端快车”

就能轻松解决，真正将小小业务窗口打

造成外省驾驶员的“无忧驿站”。一位广

东货车司机在感谢信中写道：王警官的

“跨省服务包”，把我们在车上的时间变

成了陪伴家人的时光。

2020 年 3 月，一位隆回籍驾驶员专

程从深圳来到邵阳，却办理不了期满换

证业务，该驾驶员焦急地在隔壁窗口直

跺脚。虽然这不属于处罚中心的业务，

但看到群众焦急的身影，正在办理业务

的王丹，还是决定“多管闲事”。在给别

人办理完业务后，她主动叫住那位异地

驾驶员，帮他查看业务办理不了的原

因。随后，在多个平台查询及与相关科

室沟通后，终于帮他解决了问题。该驾

驶员当天返回深圳，第二天便托人送来

“尽心尽职，警界楷模”锦旗表示感谢。

服务创新的先锋者

在数字化浪潮中，王丹更是化身

“警营创客”。针对以前处罚中心排队

办理人员多的现象，王丹优化处罚流

程，合理布局窗口，自主设计了一套处

罚业务“单循环网络分流”系统，让市

民办理业务不再走回头路，业务效率

提升 40%，这一经验在全市获得推广。

2020 年 2 月，我市开始在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大祥大队实施电动自行车注

册登记业务试点工作。这是一项全新的

工作，无旧例可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

祥大队支委选中业务扎实、勇于创新的

王丹承担这项全新工作。接到任务后，王

丹熟读《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在熟练掌握电动车相关法规和要求后，

设计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流程图、注

册登记 App操作步骤图、制定了车辆查

验细则和电子档案，并自己操作发放了

邵阳市第一块电动自行车号牌。她设计

的电动自行车登记规程成为全市范本，

在全市13个服务网点复制推广。

为做好互联网满分审验教育工作，

实现邵阳市互联网满分审验教育“零”的

突破，王丹利用休息时间，自发制作互联

网满分审验教育网上课件视频，在全市

公安交警系统进行推广。她还自己出镜

拍摄推广“交管12123”App短视频，在处

罚窗口的外屏滚动播放，使辖区“交管

12123”App 的使用率大幅提升，大大减

少驾驶员线下办理业务的频率。

把 简 单 做 到 极 致 就 是 不 凡
——记湖南省先进工作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祥大队处罚中心主任王丹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黄 云）5 月

15 日，位于武冈浙商产业园的湖南飞

创智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对刚下生产线的一批

过滤器进行打磨抛光，公司负责人欧

群飞一边检查产品质量一边介绍说：

“我们研发的这款具有多级过滤功能

的过滤器，能够有效去除水中的泥沙、

藻类等杂质，满足不同农作物的需水

要求……”

我市地处“衡邵干旱走廊”，农作

物生长条件不占优势。2021 年，欧群

飞积极响应“邵商回归”号召，注册湖

南飞创智慧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将生

产车间从成都搬回武冈的初心就是

希望能够为家乡的设施农业发展作

出贡献。

“公司去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1000 万元，但产品主要是发往西北地

区，我们一直想找一个突破口，把公司

的节水设备推广到本土的农业生产

上。”就在上个月，欧群飞偶然得知多

年前同在成都打拼的同乡武绍义回邵

阳干起了农业，所在的新宁县西江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成千上万

株油茶树和 266.67 公顷农田恰有节水

灌溉的需求。“油茶对灌溉精度要求

高，传统漫灌既浪费水资源又伤根，经

过实地勘测，我们为其量身定制了‘精

准滴灌+水肥一体’的方案，目前，两家

公司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这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也希望通过

示范引领，让越来越多的农户意识到

节水设施的好处。”欧群飞说。

“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与传统灌

溉相比，采用滴灌节水的方式不但高

效，还能节省 50% 左右的用水成本，作

物的产量也会更高。”在武绍义看来，

这次合作是一场双赢，“飞创公司还与

我们达成了粮油等农副产品的销售合

作意向，产品有销路，我们发展现代农

业的信心更足了！”

节水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发展

理念的革新。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广

高效灌溉节水技术，鼓励农业企业采

用滴灌、喷灌等设施，对农作物进行精

准化、科学化的灌溉，提高水资源利用

率的同时，还能将肥料、营养液等按需

输送，避免养分流失，保障农作物在关

键发育期“喝饱水”“喝好水”，从而达

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不仅解决技术问题，更是革新发展理念

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促进农业降本增效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罗晶）5 月 15 日，交通银行邵阳分行与

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合

举办“金融赋能·携手共赢”银企对接暨

融资路演专题活动，旨在以“行长走市

县·金融送解优”专项行动为契机，进一

步深化银企合作，破解园区企业融资难

题，为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

水。邵阳经开区近 30 家代表企业参加

活动。

交通银行邵阳分行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发挥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作用，通过政策解

读、产品推介、面对面交流等形式，搭建

银企沟通桥梁。会上，该行重点推介了

“普惠 e 贷”与“科创湘易贷”两款特色

金融产品，并与企业就综合金融服务需

求交流对接。

“真的很方便，扫一扫立马就出额

度，正好能解决当前一笔货款的支付！”

某公司通过现场扫码立即获批了 100

多万元的纯信用贷款额度。

“此次对接会是深化银企合作的

新 起 点 ，我 们 将 持 续 开 展 千 企 万 户

‘ 五 个 一 ’专 项 行 动 ，始 终 与 园 区 同

频、与企业共振，为不同发展阶段的

企业定制融资方案，力求‘一企一策’

解 决 融 资 痛 点 ，让 金 融 服 务 更 有 温

度、更具精度。”交通银行邵阳分行负

责人说。

金 融 赋 能 携 手 共 赢

今年 5 月 20 日是第 26 个“世界计

量日”，主题为“计量顺时代之需，应民

生之盼”。为提升社会各界对计量的了

解和认识，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计量技术机构、企业代表等，在双清

区友阿国际广场举办系列宣传活动，通

过科普展览、互动体验、免费检测等形

式，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计量科学的魅

力，了解计量在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

手机也能变“砝码”

活动现场，“手机变砝码”体验区内

聚集了不少市民。专业的计量检测人员

戴着白手套，动作娴熟地将经过严格校

准的高精度电子秤摆放整齐。

“手机在不受外力破坏、未添加或

减少附属物的情况下，其质量是固定

的。我们可以通过这台电子秤，精确测

量出手机的重量，赋予它‘砝码’的功

能。”工作人员边解释，边将市民的手机

置于电子秤上，记录手机重量并加贴克

重标签，一部部手机就此成为随身携带

的“打假砝码”。

有了这个“打假砝码”，消费者在之

后的购物过程中，遇到商家使用电子秤

称量商品时，只需将手机直接放上秤，

观察电子秤显示的重量是否与自己手

机重量相符，便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

计量器具的准确性。

“以前没有办法去判断买的东西是

否足斤足两，拿回家称已经晚了，而且

离开购买地，商家也不认。”市民邓飞拿

着已贴好重量标签的手机满脸笑容说，

以后出来买菜购物用手机就可以现场

测试，方便又实用。

“民生计量市场秩序的规范，需要充

分发挥群众主动、长期监督的作用。考虑

到当下手机是每位市民的日常随身必备

品，我们就想借宣传世界计量日之机，将

手机打造成市民手中的‘移动监督砝

码’，让民生计量市场在群众的‘火眼金

睛’下，保持公平公正的良好秩序。”市计

量测试检定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给群众一本“明白账”

水电气，是民生的“晴雨表”，计量

准不准、收费公不公，直接连着民心、系

着民情。

在国网邵阳供电公司的展区旁，智

能电表运行情况清晰可见，与之连接的

电子屏上，循环播放着电表相关知识。

头发花白的李大爷眉头紧锁，指着屏幕

上“异常电费账单”的画面，向工作人员

发问：“相比于传统电表，现在的智能电

表是不是走得快一些？”

“传统电表属于机械表，转动过程

中会引起器械磨损和变形，从而产生误

差。智能电表采用的是电子元件和芯

片，具有高稳定性和高准确度。”在工作

人员的解释下，李大爷恍然大悟，走近

仔细看了看电表内部构造，嘴里念叨

着：“原来这里面的门道这么多。”

在市自来水公司展区，专门为此次

世界计量日活动编写的手册一字排开。

手册封面印着“公平贸易，合格合规”八

个大字，翻开内页，阶梯水价标准通过

表格清晰划分，不仅标注了每户每年各

阶梯的用水量区间、单价，还附上了计

算公式示例。

市民杨霞逐字阅读，看到水表异常

可申请检定时，激动地说：“我家水表最

近转得飞快，正愁不知道咋办呢！这手

册上连申请电话都写得清清楚楚，太贴

心了！”说着，杨霞小心翼翼地将手册折

好，放进随身的布兜里。

展区另一侧，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教

市民使用手机 App 查询水费账单。“点

这里就能看到当月用水量、费用明细，

还能在线缴费。”工作人员热情地进行

现场演示，周围的市民们仔细看、认真

听，不少人还拿出手机跟着操作。

当天，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还走进各

大商超，对商家使用的电子秤、台秤等计

量器具进行全面检查，以切实维护市场公

平交易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顺 时 代 之 需 应 民 生 之 盼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5·20 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通讯员 肖海斌 曾少石

5 月 19 日，在武冈市辕门口街道武威路地段，年近 60 岁的郭宏贵在

一丝不苟精雕细琢木雕作品。郭宏贵 16 岁开始拜师学习木雕技艺。如今，他

雕刻的每件木雕作品形象栩栩如生，已成为展现当地文化的窗口。

曾晓红 曾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