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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超）6 月 3 日，记者

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25 年普通高校招生

全 国 统 一 考 试（简 称 高 考）我 市 报 名 人 数

87572 人，比上年增加 191 人，实际参考人数为

59111 人。

今年高考考试时间为 6 月 7 日至 9 日，全市

共设 10 个考区、35 个考点。市直考区设市一

中、市二中、市四中、市五中、市六中 5 个考点，

市十中为备用考点，市直考生共 8328 人。

2025 年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简称“学考”）时间为 6 月 12 日至 14 日。

我市共有 110755 人报名，全市共设 10 个考区、

30 个考点。市直考点设市一中、市二中、市四

中、市六中，参考人数为 14683 人。

今年，我市在高考中首次实现考场实时 AI

智能巡查全覆盖。该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考场内摄像头对监考教师与考生行为进行

全方位实时监控，对异常行为等进行自动识别

并根据实际情况审核处理，让巡考监考更科学

智能、让高考更公平公正。

今年我市59111人参加高考
首次实现考场实时 AI智能巡查全覆盖

6月3日，邵东市大禾塘街道罗家坝村农户正忙着在田间开展施肥管护作业。夏管时节，该市积极

开展早稻田间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作业，确保早稻丰产增收。      李世近 摄

这一天，注定要载入邵阳史册。

5 月 23 日，邵阳成功摘得“全国文明城

市”桂冠，捧回了一块含金量最高的金字招

牌，在宝庆大地的历史长卷上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喜讯传来，资江欢歌，古城沸腾。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梦想与追求。穿越

千年历史烟云，回望宝庆大地的文明印记，

我们可以发现：这座古城始终将文明基因

深深镌刻在城市发展血脉之中。时间回拨

到 2010 年，这一年，全市上下掀起了创建省

级 文 明 城 市 的 热 潮 ；2014 年 ，我 们 首 战 告

捷，成功摘取省级文明城市桂冠；2017 年，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号角响彻资江两岸；

2018 年与 2021 年，我们两次获得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称号。十五年砥砺，从“省级

文明”到“全国提名”再到今日圆梦，是一段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接力长

跑，每一步都铭刻着坚韧的足迹、凝聚着砥

砺奋进的力量。

文明是浸润民生的温暖底色。它不在高

悬的口号里，而在人们真实可感的日常点滴

中。从雪峰桥、桂花桥、桃花桥飞架两岸的通

达便利，到 1081 个老旧小区的蝶变新生，再

到资新社区“玖玖红”爱心食堂升腾的人间烟

火，文明的理念早已镌刻进城市的骨骼与肌

理，融入寻常巷陌，照进柴米油盐。这份温

暖，是市委、市政府对“创建为民、创建惠民、

创建靠民”理念最深情的实践。它让每一位

市民真切感受到，文明创建并非遥不可及的

宏大叙事，而是家门口延伸的平坦、夜幕下绽

放的光明、转角处邂逅的美好、生活中触手可

及的便利，更是心底涌动的温暖。

文明是万千凡人微光汇聚的精神星河。

“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这荣光的勋

章，由无数普通人共同熔铸：有践行“让低收

入者吃得起饭”初心的林生丽，有用知识点亮

留守儿童未来的侯长亮，有 117.21 万志愿者

风雨中的坚守，有 23 位“中国好人”、159 位

“湖南好人”以及无数默默奉献者的身影……

正是这点点“微光”，如星火燎原，汇聚成照亮

城市品格的璀璨星河。邵阳儿女们用最朴实

的行动诠释着“主人翁”精神，将文明的种子

深植于日常土壤，让向上向善的力量在街头

巷尾蓬勃生长。百万双手共同绘就的全民共

建共治共享同心圆，正是这座古城文明薪火

相传、永续闪耀的根基。

邵阳美，最美风景是文明。全国文明城

市，这是所有邵阳人共同创造的历史荣光，我

们有理由自豪和骄傲。今天的荣光，正是明

天奋进的新起点。让我们倍加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荣誉，以归零心态再出发，将文明融入日

常，接续奋斗，在资水之滨绽放更温暖的家园

新风景。

锲而不舍，创造历史荣光
—— 一论邵阳荣膺全国文明城市

邵阳日报评论员

邵阳日报讯（记者 朱杰）

5 月 2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程蓓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全市政

务数据归集共享推进工作。会

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数字

湖南建设的系列决策部署，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到数字化建设对于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和推动

作用，树牢数字思维，锚定工作

目标，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加

快推进数字邵阳建设。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龚红果出席。市

政府秘书长唐宏华参加。

我市于2019年建成全市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2024 年升级改造

为全市数据共享交换枢纽。截至

目前，全市共有 25 个单位的自建

系统对接至市数据共享交换枢纽。

会 议 强 调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出台了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数字化建

设，接连召开重要会议、出台重

大 政 策 ，部 署 推 进 数 字 湖 南 建

设。全面深入加快推进数字邵阳

建设是邵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实践，

是邵阳提高公共治理效能的必

然选择，是邵阳推进经济转型发

展的必然选择，是邵阳“重整旗

鼓再出发”的必然选择，各级各

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扎实努力

工作，不折不扣答好数字化建设

这道“必答题”，抓实抓牢邵阳发

展“换道竞跑”的历史性机遇。

会议要求，要强化工作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推进政务数

据共享“一把手”负责制，组建工

作专班，加快建立数据归集共享

管理制度，明确具体措施和责任

人，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加

强学习，强化业务培训，进一步明

原理、清逻辑、循规律，善于运用

数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加强调度，自觉把数字思维

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以“需求牵

引、应用驱动”为导向，以“数说邵

阳”为抓手，加快摸清条线数据

底数，科学规整行业数字资产，

有序推进政务数据归集共享，把

无序的“数”变成有效的“数”，把

静态的“数”变成联动的“数”，创

新场景运用，赋能高质量发展。

市政府召开数字邵阳建设专题会议

抓实抓牢“换道竞跑”的历史性机遇

在双清区某小学的体检报告里，五年级学

生李子涵的档案被标上两个红色记号：近视

500 度、体重超标 15 公斤。他的书包里常年装

着眼药水，体育课上总因跑步气喘被同学嘲笑。

“我想摘掉眼镜，也想和大家一起跳绳。”这个

11 岁男孩的愿望，折射出我市部分儿童健康问

题的缩影。

儿童节前夕，记者走访我市多个学校，揭开

“小眼镜”“小胖墩”标签背后的真实困境，记录

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为儿童健康“减速

护航”的探索与实践。

数据里的警报：儿童健康“红灯”频亮

像 李 子 涵 的 故 事 并 非 个 例 ，市 卫 健 委

2024 年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为全市儿童青

少 年 的 健 康 状 况 敲 响 了 警 钟 ：近 视 率 高 达

44.21%，肥胖率攀升至 11.79%，这远非抽象的

比例，而是折射出生活方式、环境因素与健康

管理的深层危机。

案例一：被屏幕“绑架”的童年

大祥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李昊，书桌上

常摆放着平板电脑、手机和防蓝光眼镜。其

母张女士反映，疫情期间长时间上网课导致

孩子视力下降，复课后又沉迷于手机游戏。

“放学回家就玩游戏，经常至深夜，不给手机

甚至拒绝吃饭。”张女士忧心忡忡地说。近期

检查显示，李昊一年内近视度数增加 200 度，

并出现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的早期症状。

案例二：一场未完成的跳绳比赛

五年级学生吴强是市区某重点学校的学

生，其母亲王女士每天不仅要求儿子完成学校

作业，还额外布置了 3 套奥数题和英语听力训

练题。“考试少 1 分就可能掉出班级前十，哪敢

放松？”她说。这种对分数的执着，直接挤压了

孩子的健康空间。上学期体育测试前，吴强因

连续熬夜复习导致视力下降 50 度，跳绳测试

时因体力不支摔倒。当体育老师建议加强锻

炼时，王女士却反问：“跳绳能加分吗？不如多

背几个单词。”

案例三：乡村“辣条午餐”之痛

镜头转向隆回县的乡村小学。午休铃声响

起，五年级学生陈磊没有走向食堂或拿出饭盒，

而是熟练地从磨损的书包里掏出了他的“午

餐”：两包油汪汪、颜色鲜艳的辣条，配上一瓶冰

镇可乐。班主任周老师介绍，该班约半数学生

午餐以零食为主。“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料，老

人观念上认为‘吃饱即可’，但这类饮食结构导

致孩子普遍存在蛀牙、营养不良等问题。”周老

师对此表示担忧。

案例四：校园周边高脂食品诱惑

记者在市区多所中小学校门口观察发现，

放学时段，流动油炸食品摊点生意火爆。炸鸡

柳、炸香肠、炸薯条等食品油锅翻滚，香气四

溢，吸引大量学生围聚购买。一名刚购买炸串

的六年级学生告诉记者：“放学饿了，闻着香，

同学都买，一周要吃好几次。”部分摊点卫生状

况堪忧，使用的食用油反复煎炸。

          (下转 2版)

  我市“小眼镜”“小胖墩”现象调查：近视率

高达 44.21%，肥胖率攀升至 11.79%

谁在“偷走”孩子的健康？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杨 立

军）5 月 29 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在

市委礼堂召开。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精

神，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

案说法、以案说责，推动全市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为建设现代化新

邵阳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受市

委书记严华委托，市委副书记、

市 长 程 蓓 主 持 并 作 总 结 讲 话 。

市委副书记尚生龙、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迎春、市政协主席周文

出席。

会议指出，警示教育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学

习教育的明确要求和重要内容。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开展警示教育的重

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

要求上来，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

以案促学、以案促改，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警示教育中对照剖

析、反躬自省，始终做到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以优良作风凝

心聚力、干事创业。

会 议 强 调 ，要 深 化 以 案 为

鉴，切实发挥警示教育的震慑警

醒教化作用。要警惕阳奉阴违

之害，坚定不移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对

党忠诚的践行者。要警惕政绩

冲动之害，以真抓的实劲、敢抓

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

劲把工作抓到底、抓到位，做干

事创业的实干者。要警惕脱离

群众之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做群众利益的守护者。要

警惕律己不严之害，严守廉洁从

政各项规定，严格家教家风，自

觉净化朋友圈、生活圈、社交圈，

做党纪国法的遵守者。要警惕

履 责 不 力 之 害 ，坚 持 干 净 和 担

当、廉政和勤政相统一，在推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完 成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中 担 当 作 为 ，做 锐 意 创 新 的

开拓者。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

要 坚 持 分 层 分 类 ，紧 盯 重 点 对

象、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把警

示教育与党性教育、纪律教育、

廉洁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

部以案为鉴、以案自省、以案自

警。要坚持从严从实，对照典型

案件中的问题表现，深入分析成

因和症结，深化风腐同查同治，

聚力抓好监督执纪，做到查处一

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要坚

持用好用活，通过警示教育举一

反三、建章立制，持续修复净化

优化全市政治生态。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

市区设分会场。现职市级领导、

市级离退休老领导等参加。会

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

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案件查处情况。

市 委 警 示 教 育 会 召 开

坚持以案为鉴 深化警示教育
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