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蒋易

薇 兰 绍 华 通讯员 杨 鹰 

谢松华） 5 月 24 日，洞口县花古

街道七里村，兴旺农机机械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在

操作无人机为禾苗喷洒肥料。

该合作社负责人说，在街道

农机检修专项服务支持下，合作

社今年的农机设备完成全面维

护。他们新增了抛秧机、大型施

肥机和一架“专属”无人机，机械

总数增至 12 台，生产效率较去年

提升 20%。去年，合作社种植双

季稻 100 公顷，今年面积增至 120

公 顷 ，但 人 工 反 而 减 了 将 近 一

半。

今年以来，花古街道扛牢粮

食安全政治责任，把开展早稻集

中育秧、粮食生产、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办点示范作为推动

粮食提质的主抓手。他们以“党

建红”引领“农耕绿”，干部来到

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优质服务，

干 群 合 力 筑 牢 粮 食 生 产“ 压 舱

石”。

早在春耕生产正式铺开之

前 ，该 街 道 就 建 立 了“ 问 题 收

集＋分类处置＋闭环反馈”工作

机制，组织片长、组长、邻长及农

综技术人员深入村组一线开展

春耕生产指导，面对面解决早稻

集中育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办点示范等工作存在的问题，

为全年农业生产夯实基础。严

守耕地红线，落实“长牙齿”的耕

地保护硬措施，积极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扎实开展撂荒地整治

清零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督

促保障水稻粮播面积和产量。目前，该街道已创建市

级万亩双季稻综合示范片 1 个和七里村连片 133.33 公

顷双季稻示范片 1 个，创建长龙村连片 6.67 公顷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片 1个。

该街道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组织动员街道和村两级党员、农综干部和技

术人员积极奋战在粮食播种一线，除淤泥、铲杂草、清

杂物，累计清淤、维修干支渠道 10 公里。街道干部和

专业人士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对农机具进行“把脉问

诊”，帮助和指导农机手保养、调试和检修拖拉机和旋

耕机等各类农机具，为粮食生产装上“动力引擎”。

同时，该街道建立“上级专家+本土能手”双线培

训机制，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协调，组织技术骨干下沉生

产一线勘测，通过现场指导、集中轮训、技术指导等方

式，大力推广“双季稻轮作”模式，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

能。他们采取集中培训、科技三下乡等方式，抽调专业

技术人员，开展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农民技术员培

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田间示范、面对面指导和印发资

料等形式，提高群众粮食生产技术水平。同时，发挥好

驻村工作队和村（社区）“两委”积极作用，宣传引导群

众合理调整种植结构，指导农户落实田间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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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邵县残联坚持抓改

革、建体系、优服务，切实为残疾人

排忧解难，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与阳光。该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工作连续 3 年被评为全省优秀。陈

家坊镇洪庙村残协工作模式作为

村级残协规范化建设和参与社会

治理、高质量服务残疾人的典型模

式在全国推广。

“浩浩（化名）现在能跟着音乐

跳舞，还会数着数给我递积木了！”

5 月 22 日，说起孩子的变化，浩浩妈

妈眼里闪着泪光。2024 年，2 岁多

的浩浩被诊断为孤独症。从县残

联得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后，

浩浩妈妈便赶紧带着浩浩到该县

心灵星特殊儿童康教中心办理了

入训手续。经过 1 年多的康复训

练，浩浩逐渐学会了数数、识物、做

体操、跳舞等。随着持续干预，浩

浩的各项能力达到了入普幼标准，

现已顺利入读幼儿园。

新邵县秉持应救尽救原则，严

格按标准落实康复救助资金，全力

推动《新邵县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方案》落地。

同时，细化康复机构管理、训练、评

估、验收规范，确保康复质量。目

前全县有 3 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

构，2024 年共为 353 名残疾儿童提

供了康复训练，完成省定任务的

135.7%。

在雀塘镇杨家村，新邵爱心居

家托养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刚踏

进星星（化名）家，星星的爷爷奶奶

便热情迎了上来。18 岁的星星患

有智力二级残疾，父母常年在外务

工，祖孙三人相依为命。提起孙子的未来，老人总是满面

愁容：“我们年纪大了，教不了他生活技能，真怕哪天走了

孩子没人管。”如今，该县残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专

业机构定期上门服务。工作人员不仅打扫卫生，更注重

培养星星的生活技能。从最初握不住笔、拿不稳扫帚，到

如今能写出简单汉字、主动扫地擦桌，甚至起床后自己会

叠被子，星星的进步让爷爷奶奶倍感欣慰。每次服务结

束后，家属可通过清单“点单”下次服务内容，并在服务质

量确认单上签字，形成“需求—服务—反馈”闭环。星星

的转变是新邵县托养服务取得成效的缩影。

2025 年，“残疾人托养服务”被纳入省重点民生实

事，新邵县逐步构建以“居家托养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

托、寄宿托养为补充”的托养网络。为确保服务精准落

地，该县残联通过调查摸底、优化服务流程、加强监督检

查等方式，不断完善托养服务。依托残疾人基本状况调

查数据库，推动托养服务政策精准落地。同时，该县还持

续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针对行动

不便、生活自理困难的残疾人，通过对厨房、卫生间等进

行无障碍改造及安装无障碍坡道等，让重度残疾人能够

实现基本生活自理。去年，新邵县共高质量完成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 407户，完成省定任务的 100.49%。

              （下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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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古街道

5 月 24 日，党员志愿者在隆回县金石桥镇蔡花村党员魏锡光的家庭农场采摘油桃。近年来，该镇鼓励帮扶农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采取“党建+支部+合作社+基地+党员+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林果、中药材、茶叶等特色

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贺上升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蒋易薇 通
讯员 黄沪舟）5 月 23 日，邵阳市人民

政府与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联

合公布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及传承人名单。邵东市

5 项传统技艺入选非遗名录，3 名传承

人获官方认定。

此次入选的邵东非遗项目中，“邵

东黄花菜制作技艺”凭借 500 余年的

历史传承独树一帜，其鲜蒸、漂烫后晒

干的独特工艺造就了“中国黄花菜原

产地”的美誉。“邵东车马灯”作为融合

音乐舞蹈的民俗艺术，以热闹的表演

形式传承着湘中地区的乡土记忆。“佘

田桥王氏豆沙粑粑制作技艺”“昭阳服

饵术”和“邵东棕编”则分别从传统饮

食、中医药理及手工技艺维度展现民

间智慧。

在传承人认定方面，祁剧第五代

传人李鲜群 2015 年重组清云祁剧团，

抢救性恢复 20 余部传统剧目，年均举

办公益演出超百场。木偶戏传承人李

志高创新改良杖头木偶制作工艺，培

养青年学徒 10 余名。中湘刘氏武术第

八代掌门刘良元系统整理武术典籍，

推动传统武学进校园。3 人均通过抢

救性保护、活态传承等方式延续非遗

生命力。

邵东市

5项非遗项目及3名传承人获市级认定

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蒋

易薇 通讯员 刘艳）5 月 21 日，新宁

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成员、

市县镇人大代表等，在崀山镇开展“法

治护绿人大行”系列活动。此次活动，

聚焦“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

查”主题，以人大监督下的法治力量守

护绿水青山。

在国家公园科普馆，代表们详细

了解县域珍稀动植物保护现状。在朱

鹮驯化基地，他们观察了朱鹮种群繁

育情况，对基地科学驯化、野化放归的

做法给予肯定。

在崀山生活污水处理厂，检查组实

地检查了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及排

放达标情况，并详细核查台账记录。该

处理厂2022年9月投产以来，一直保持

平稳运行。针对进水量少、进水浓度低

的问题，新宁县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争取

资金，准备进一步完善管网建设。

在崀山镇代表联络站，新宁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结合生态环境保护诉

讼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讲，以案释法

强化干部群众法治意识。座谈会上，市

县人大代表、职能部门负责人与群众

代表围绕“法治护绿”主题相关问题提

出建议。

之后，新宁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来到

何家湾码头巡河。针对发现的河岸有倾

倒生活垃圾等问题，他们要求相关部门

压实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联动，

确保“水清、岸绿、景美”常态化。

新宁县开展“法治护绿人大行”系列活动

以执法检查守护绿水青山

5月24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清溪村农民在田间忙碌。蓄水的稻田、

蜿蜒的田脊、错落的民居、翠绿的山峦交相辉映，景色如诗如画。严钦龙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
员 陈戎 陈健）“修了错车道，会车

再也不用倒车半里地了！”5 月 21 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水源村村民陈本科

驾车经过新拓宽的村道，在新建的错

车道前轻松避让迎面驶来的货车，

“现在农忙时节回老家，再也不怕对

头车了，来回能省半个钟头。”

水源村地处偏远的兰蓉乡山区，

道路险峻、会车困难，狭窄的村道不

仅长期困扰着村民出行，也导致农产

品运输成本高昂，让收购商望而却

步，其特色产业发展举步维艰。“路不

通，发展难”短短 6 个字，道尽了村民

们心底的无奈和酸楚。

改变始于一场村民议事会。去年

农闲时，水源村陈家坝片区负责人陈

戎、水源村 7 组、8 组组长召集村民商

议：“咱不能等靠要，得自己动手把路

修起来！”这场院落会上，男女老少围

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敲定修路方

案：“弯道要拓宽到 5 米”“道路要砌堡

坎加固”“资金和劳工大家各尽所能，

自愿捐助”。这种“村民议、村民定、村

民干”的模式，让修路工程迅速凝聚

起共识，最终动员了 120 余人捐资、

400 余人次扛着锄头铁锹义务投工，

让修路计划在山野间迅速落地。

3 月 25 日，修路工程开始动工。

在近 20 天施工期里，尽管山壁陡峭，

施工难度远超预期，但村民们以“自

家事自家办”的主人翁精神，齐心协

力，男人们顶着烈日挖方拌混凝土，

妇女们则奔忙后勤阵地，打制油茶，

为劳作队伍送上热乎饭菜。最终，一

条宽 5 米的混凝土村道在群山间延

伸开来，他们成功将高山峻岭间 6 公

里的“羊肠小道”拓宽改造成“双向通

途”。

“这条路通的不只是车，更是水

源群众的希望。”水源村党支部负责

人介绍，新修的村道宛如一条银链缠

绕山间，串联起多个村组，惠及 200 余

户村民。未来，沿线的高山蔬菜、梨果

等特色农产品运输将更便捷，乡村旅

游开发也将迎来新机遇。

水源村

干群共携手 修通希望路

(上接 1版）

真正的商业智慧，不在于设置隐

蔽的收费陷阱，而在于通过提升服务

质量让用户自愿续费。增强公众的网

络消费信心，重在优化消费体验。网络

平台应当履行好自身职责和义务，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条款等进行自

查自纠，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提升平台收费透明度，在扣费

规则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消费者退

订自由，以具体可操作的条款共促更

健全的消费服务软环境。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离不开相关监

管部门的监督。“小事”聚少成多也是影响

消费环境的大事，要用更大强度、更多智

慧的监管执法捍卫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全社会共同努力构建信用消费体

系，剔除影响消费体验的不利因素和

掣肘环节，才能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市

场更加繁荣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