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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朱孝荣 夏泽彪）5 月 26 日，洞口县黄

桥镇梅塘村的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村

民们自发聚集于此，为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驻村工作队组织欢送仪式。梅塘村村

委会代表全体村民，将一面印有“心系

百姓 脚踏实地”的锦旗交到工作队手

中，以此表达对 2 年来倾心帮扶的深深

谢意。

2023 年 5 月 19 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乡村振兴工作队入驻梅塘村。2 年来，

工作队聚焦民生难题，增强民生福祉。针

对梅塘村长期生产、生活用水紧张问题，

投入资金完成 6 处山塘清淤、3.5 公里水

渠硬化、2口水井加深。

在教育帮扶方面，工作队多次走访

梅塘小学，为孩子们送去新书包和学习

用品，并设立专项激励基金，累计筹集 2

万余元奖励大学新生和入伍新兵。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工作

队立足村情实际，推动光伏发电项目稳

定运行，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长期保障，

梅塘村的集体经济收入由 6.7 万元增长

至 21.1万元。

驻村期间，工作队累计走访慰问低

收入家庭并发放慰问金及物资近5万元，

惠及困难群众 100 余人次。如今的梅塘

村，新建的文化广场成为老人们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村道上的陈旧路灯也被更

换为明亮的新灯，村民夜晚出行更安全。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村容村貌更加

整洁美丽，村民的腰包鼓了，脸上的笑容

多了，日子越来越有奔头。”梅塘村党支

部书记邱海燕说。

“虽然这一轮驻村帮扶工作已圆满收

官，但我们助力乡村振兴的脚步不会停

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选派驻村工作队，奔赴邵阳县

接续帮扶，传承“心系百姓、脚踏实地”的

优良作风，接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驻村帮扶有成效 红色锦旗寄深情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吴小波 袁新程）为切实做好建筑施

工行业安全生产工作，5 月 30 日下

午，市住建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集中学习暨“安全生产

月”启动仪式。

今年 6 月是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建筑施工行业由于人员密集、

设备复杂、作业环境多变，安全风险

较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严重事

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

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安全生产可以说是建筑施工行

业的生命线。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

安全生产公益宣传片。随后，市住建

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带领大家系统学

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重

点解读了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监管部门职责边界及事故责任追

究等核心条款，切实强化了与会人员

对“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认知。

随着“安全生产月”的正式启动，

市住建局也公布了一系列围绕主题

展开的活动计划。“安全生产月”期

间，该局将组织多项活动：开展建筑

施工安全标准化和动火作业消防应

急救援演练观摩活动，通过实景模拟

让施工人员掌握标准化操作流程与

火灾应急处置技巧；举办“安全宣传

咨询日”活动，面向企业和群众提供

安全生产法规政策、隐患排查等方面

的咨询服务；组织住建领域“控风险、

查隐患、能应急”安全技能大比武竞

赛活动，以实操考核形式检验从业人

员的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推进

安全生产“五进”活动，将安全知识送

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家庭，扩大

安全宣传覆盖面；开展房屋市政工程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施工、无证上岗等行为，从源头

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市住建局启动 2025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提 升 本 质 安 全 水 平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洪夜 申兴刚 
通讯员 阳素云）粽叶飘香迎端午，

中外情浓话安康。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5 月 30

日下午，邵阳学院国际学院 30 余名

留学生齐聚一堂，动手包粽子，沉浸

式体验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的

魅力，共话“家在邵阳”中外情。

活动现场，面对粽叶、糯米、红枣

等材料，留学生们既好奇又兴奋。在老

师们热情指导与帮助下，大家认真学

习包粽步骤：将粽叶叠放、卷成漏斗状，

填入糯米、放上红枣，再铺糯米、折叠粽

叶、捆扎棉线，过程中虽状况不断，包出

的粽子造型各异，却满是趣味与心意。

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宙琳起初

有些手忙脚乱，幸得同学和现场指导

老师及时援手，经过反复尝试，终于

成功包出成型粽子。她开心地表示：

“今天参加端午节活动特别开心，自

己动手包了粽子，真切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活力与魅力。”

尼日利亚留学生李刚毅则展现出

“美食天赋”，轻松掌握包粽技巧，直呼

“有趣”。更让他惊喜的是，粽子软糯口

感竟与家乡海鲜烩饭有相似之处。他

感慨道：“家乡也有类似食物，今天体

验包粽子，像在家里一样。”

邵阳学院留学生包粽子、迎端午

共话“家在邵阳”中外情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谭秋英）“各位父老乡亲，眼下正是早

稻、玉米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的关键

期，一定要注意辨别真假农药并科学

合理使用农药……”5 月 29 日，市农

业农村局联合市司法局到大祥区清

风村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活动，深入推

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农民群众法律

素养。

农业法律、农业政策、种植难题、

假劣农药辨别……围绕农民关注的热

点难点，工作人员逐一详细解答，并与

种植养殖主体互动交流，发放《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读本和实

用宣传册。同时，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立

咨询台、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向闻讯

而来的村民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农民群众关注的农村宅基

地审批工作流程问题，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王亚锋现场解

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关于宅基地申

请、审批、使用、流转等方面的管理规

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村民答疑解

惑。大家热情高涨、互动积极，现场气

氛热烈。

“此次‘送法下乡’活动有效增强

了清风村村民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

能力。”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举办更多层次、更多类

型的活动，组织普法人员走进田间地

头，了解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更

多法律知识送到基层、送给农民。

我市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月活动

送 法 下 乡 暖 民 心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为加强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推动垃圾分类提质增

效，5 月 30 日上午，市城管局组织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设施“开放日”活动，邀请媒

体代表、学生代表和公共机构工作人员

走进大祥区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和邵阳深

高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全方位了解生活

垃圾分类处置全过程，揭开城市垃圾“变

废为宝”的生态奥秘。

在大祥区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垃圾分

类指导员化身环保知识传播者，为大家揭

开垃圾分类、处理的神秘面纱。他们深入

剖析生活中常见的垃圾种类，从日常的厨

余垃圾到复杂的可回收物，再到有害垃圾

和其他垃圾的区分，每一类都讲解得细致

入微，让大家对不同垃圾的特性和分类标

准有了清晰的认知，也对“垃圾是放错位

置的资源”这句话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过期药品属于有害垃圾！”“奶茶杯

要拆解投放！”在沉浸式游戏区，大家手

持不同属性的“垃圾盲盒”展开限时挑

战，分类错误的提示音与成功的欢呼声

此起彼伏。现场还设置了“分类大转盘”

“垃圾分类投篮”等互动装置，让垃圾分

类常识在趣味游戏中更加深入人心。

在餐厨垃圾处理现场，一辆辆餐厨

垃圾车按规划路线有序驶入预处理车

间。随着机械臂的调度，餐厨垃圾车缓缓

停靠在投料口旁，伴随着“轰”的一声，整

车垃圾被精准倒入预处理设备，开启后

续资源化处理环节。据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餐厨垃圾经过预处理后，将分离

出有机物，经过加热升温，提取出的油脂

能做成日化用品、生物柴油等，剩下的废

水和渣料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以

发电，残余的尾水则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达标后进行排放。

“这里完全超出我对垃圾处理厂的

印象！”参观完后，李女士说：“没想到这

么大的垃圾处置园区，一点异味没有。更

没想到，餐厨垃圾经过资源化处理后，竟

然能变成这么多宝贝！”

市城管局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开放日”活动

探索垃圾处理的“奇妙旅程”

5 月 29 日，为期 3 天的绥宁县乡村医生能力和服务提升班结业。

图为培训现场。         孙芳华 谢雅玲 摄影报道

5 月 30 日，

新 宁 县 金 石 镇

中 长 村 种 粮 大

户 赵 秀 桐 正 在

田 间 用 无 人 机

喷洒农药作业。

当前，该县种粮

大 户 及 农 机 专

业 合 作 社 纷 纷

抢 抓 农 时 喷 洒

农药，做好田间

管理，确保高产

丰收。

郑国华 摄

“今年最早的一批黄桃预计 6 月 10

日左右就能上市，比本地黄桃集中上市

的时间提早近一个月哩！”5 月 26 日，新

邵县潭府乡中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桃

种植基地，繁茂枝叶间，黄桃满挂，长势

喜人，负责人李恒春满怀丰收憧憬。

2017 年，25 岁的李恒春与妻子兼创

业伙伴的李建容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号

召，放弃城市经商生活，带着“让家乡荒

坡结金果”的信念返乡创业。两人历时 8

年，将 23.33 公顷荒坡打造成集种植、加

工、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果园。同

时，公司发展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建设单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发

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科技成

果转化率达 100%。公司旗下“桃子夫妇”

品牌黄桃、猕猴桃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年

产值突破千万元。

李恒春夫妇黄桃种植基地的“早熟密

码”，源于对品种与技术的深耕。种植初

期，基地从株洲炎陵等地引进了不少早熟

优质品种。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2021年

起基地开始构建“自主育苗+绿色种植”体

系，通过培育适合本地种植的品种以及科

学剪枝、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生态防控技

术，加快早熟优质黄桃转型升级步伐。如

今，基地的早熟优质露天黄桃不仅成功抢

占本地市场，还通过线上销售，在广东、上

海等地也十分走俏，俨然成为了当地乡村

振兴的一张靓丽名片。

虽然现在公司已逐渐步入正轨，但

李恒春夫妇的返乡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

“回乡种植黄桃、猕猴桃遇到的第一

个难题就是土地流转，因为当时年纪小，

村民对我们创建黄桃基地的事情半信半

疑，他们不相信有年轻人会安心在农村

种地，好在当时的村干部带着我们一户

户去拜访，最终才顺利流转了这么多土

地。”李恒春回忆起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成

长——面对资金短缺，创新“果树认养”

模式，通过“云种桃”销售产品；为打破技

术壁垒，赴邵阳农科院等机构求学；2022

年大干旱导致果园临近绝收，在政府支

持下，全面重建灌溉系统……

为了让当地村民也享受到产业发展

的红利，李恒春与同为党员的妻子带头

创新推行“党建+公司+合作社+农户”模

式，成立党员技术攻坚队，开展“田间党

课”超百场，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600 余人

次。2023 年公司开始大规模育苗后，向

周边村民无偿发放优质果苗 1.2 万株，带

动农户建立 20 多公顷种植基地，与农户

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助力户均年增收近

1万元。

“传统销售模式利润微薄，推动产业

升级是破题之道。我们通过建立分级销

售体系，优质果单价从每千克 20 元跃升

至每千克 40 元，利润率增长 200%，同时

大力发展林下养殖和中药材种植，提升

土地利用率，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为解决

鲜果滞销难题，公司正积极研发黄桃干、

猕猴桃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

链价值。”谈及下一步的规划，李恒春信

心满满。

目前“桃子夫妇”正开启二次创业：

计划投资 500 万元建设数字果园，部署

物联网传感器、无人机巡检系统，实现生

产全程智能化；在全县范围内带头成立

黄桃、猕猴桃产业联盟，打造集品种研

发、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

一体的产业集群，希望能带动千户农户

增收，实现综合产值过亿元。

  新邵“桃子夫妇”返乡创业，将20多公顷荒坡打造成现代化
生态果园，年产值突破千万元

荒 坡 结 出“ 黄 金 果 ”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肖国中

从都市商人到“科创桃匠”，从

“炎陵引种”到“自主育苗”，从“靠

天吃饭”到“智慧灌溉”，从 23.33 公

顷荒坡到国家级农业强镇建设单

位……采访中最打动记者的，是这

对“90 后”夫妻身上并存的两种特

质——沾着泥土气息的质朴与带

着科技锐气的眼界。在农村这片热

土上，李春恒夫妇用 8 年坚守诠释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他们不仅

是在培育优质果树，更是在培育新

农人，为乡村带来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