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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湖南富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蛙业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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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在位于新邵县迎光乡

的湖南富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蛙

业养殖基地内，蛙声如潮、瓜果飘香。

被人亲切地称为“女蛙王”的基地负责

人郭艳红，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她要清理养殖池、投喂饲料，认真

检查设施运行状况，仔细查看蛙苗生

长情况。

时间回溯到 4 月 29 日，湖南省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长沙隆重举行。

郭艳红作为受表彰代表登上领奖台，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面对

“湖南省劳动模范”这一荣誉称号，郭

艳红感慨地说：“这份荣誉对我而言，

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从一名普通养殖户成长为新邵县

政协委员，再到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

称号，郭艳红始终以创新引领农业发

展，以履职彰显委员担当，在希望的田

野上书写着新时代劳动模范与政协委

员的双重风采。

创业逐梦：开启稻田生态养蛙

之旅

郭艳红的创业故事始于迎光乡这

片地处新邵边陲的山乡。2007年，20岁的她从坪上镇嫁入迎光

乡。郭艳红敏锐地意识到，当地传统水稻种植效益低下，而野生

青蛙因农药滥用濒临绝迹。于是，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

否构建“稻蛙共生”生态模式，让青蛙吃虫护稻，稻田反哺养蛙？

“当时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异想天开，但我就是想试试，青蛙和

稻子能不能互相‘打工’？”郭艳红回忆道。说干就干，她先后赴江

西、浙江等地考察学习先进的养蛙技术。归来后，她白手起家，建

立“美蛙”养殖推广基地，正式开启了稻田生态养蛙的逐梦之旅。

然而，创业之初，困难接踵而至。2008 年，一场冰灾冻死了

全部种蛙，养殖池被冻裂；2009年，“美蛙”感染疾病导致大批死

亡，基地一度濒临破产。但郭艳红并未被打倒，她坚持学习与实

践并进，四处搜集资料、请教专家。最终，她成功创新出“集约化

生态链式养殖法”与“回”字形稻田养蛙技术。

致富路上，郭艳红心怀大爱。基地年均吸纳 30名以上残疾

人就业，为 15 户加盟残疾人提供“种苗送、技术教、产品收”帮

扶，助其年增收5万元；资助困境学子圆梦大学。此外，基地年均

开展10场培训、30次上门指导，培养300名种养能手，带动30余

户种养大户，年均创收达1000万元……为此，基地获评“全国巾

帼现代科技农业示范基地”，郭艳红也被评为“邵阳好人”。目前，

基地已发展蛙类养殖区 13.33余公顷、杨梅园 20公顷。2024年，

基地销售额突破800万元，总资产超2000万元。

政协履职：建言献策推动农业发展

从“新农人”到“兴农人”，郭艳红的成长凝聚了她深耕农业

一线的坚实经验，也为她在政协委员岗位上履职尽责提供了丰

富素材。作为连续两届的新邵县政协委员，她始终认为政协委员

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政协委员要能代表

界别发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她如是说。

立足农业实践，她敏锐察觉到新邵发展特色养殖具备地理

和气候优势，但产业发展受制于群众观念保守、投入成本高、政

策支持不足、产业链条短等问题。为此，她撰写了《发展特色养

殖，建设美丽乡村》提案，建议政府将特色养殖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优化人员、资金和政策配置，推动产业机制建设，提升

附加值。同时，她主张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更新观念，坚定

“发展特色养殖能致富”的信念；依托科技支持，加快产业发展；

培育龙头企业，提升行业竞争力。

今年，她关注到迎光乡去年因洪水

受损的农田水利设施还未完全修复，

提交提案建议尽快修复受损水利设

施，科学规划灌溉系统布局，解决沿线

农田灌溉难题。

从田间地头的创业者到政协履职

的代表，郭艳红致力于将一线实践经验

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建议，为农业现

代化积极建言献策。

如今，在她的引领下，一幅“新

农人”深耕乡土、勇担使命的动人振

兴蓝图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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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届伊始，市政协鲜明提出打造青

春政协、学习政协、创新政协、清廉政协，

努力建设新时代需要的人民政协目标。

市政协针对“90 后”“00 后”委员的

增加和青年学生对协商文化的需要，在

高校和职业院校开展“政协主席与学生

面对面”和协商文化进校园活动，举办

“政青春”青年论坛，举办全市模拟政协

提案大赛，3.6万余名大学生参赛，共提

交281份模拟提案，其中36份获评优秀；

连续两年邀请青年学生列席政协全会，

让他们零距离体验、更真切理解国家基

本政治制度，为大会注入了青春活力。

邵阳学院模拟政协学生社团入围全国

首批 100 个模拟政协学生社团，获得团

中央持续关注、重点推介。

市政协推出的“委员陪你去慢跑”

活动持续火热，推动了邵阳市广泛开展

“奔跑吧·邵阳”跑步活动；发起全市委

员以短视频方式讲述、演绎邵阳山水人

文，视频出彩出圈。

创新，是邵阳市政协的底色。市政

协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推动政协云与履职深度融合发

展，争取省级指导支持，成为全省两个

试点市之一；市政协机关和新邵县、新

宁县先行先试，创新开展“试点+推广、

线上+线下、引导+激励”工作模式，优化

“1453”履职、委员“双考”测评、“应用保

障”等栏目应用，实现了委员履职全程

云上应用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市政协探索市县政

协联动推进“界别+乡镇”履职模式，争

取市委重视支持，在省内率先实行全市

所有乡镇（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联系

政协工作，将其补选为政协委员，并明

确一名专干，共同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各县市区政协的履职品牌异彩

纷呈，如武冈市政协打造的“有事好商

量”协商议事室，隆回县政协打造的“委

员在行动”和“委员说隆回”，新宁县政

协打造的“‘新’事好商量”，邵阳县政协

开展的“政协委员进社区”，双清区政协

推进的“委员工作室+公益+助农+义

诊+助学”，北塔区政协持续开展的“春

燕入户”行动……这些履职品牌和行动

在基层持续深化。

近年来，市县两级政协通过推进政

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协同配合提质增效，

探索建立“三下沉、三延伸”机制，依托

乡镇（街道）委员工作室，在乡村两级建

立群众接访、政策宣讲、协商议事集于

一体的协商议政场所，推动政协组织、

政协委员、政协手段向乡村下沉，协商

平台、协商力量、协商模式向基层延伸，

带动基层协商民主广泛深入开展。

周文表示，市政协将继续唱响团结

奋斗主题，继续助力全市中心工作，不

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水平，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邵

阳贡献政协力量。

打造“四个政协”，担当时代使命

邵阳，山川秀丽、文化璀璨，其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展现出

别样的魅力。

根据全市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资源

利用的需要，市政协通过从履职优秀委

员中抽调和从专家学者中增补的方式，

选取14名委员新组成环境资源界别。这

是30年来邵阳市政协首次新增界别。

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是当

前政协履职的一项重点。市县两级政协、

3201 名政协委员、355 个委员工作室同

题共答，实施 15 个专项行动，在全省率

先建立政府政协联席会议机制，率先发

出问题交办单。这是一组扎实的履职数

据：自2023年以来，已开展调研视察231

次、协商座谈 115 次，参与巡河护河、宣

传劝导7600余人次；探索“三个五”工作

模式、联动河湖长守护资江等举措。此

外，邵东市政协探索群众“有诉即应”、委

员“有诉即办”环保监督新做法，洞口县

政协探索助推秸秆综合利用协商新模

式。通过政协助推，河道清理、工地扬尘、

违规垂钓游泳等162个问题妥善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市政协通过探索构建

“三种监督两个贯通”民主监督工作机制，

联合市纪委监委、市委巡察办、市人民检察

院，分别制定出台办法，建立联席会议、协

同配合、成果转化等工作机制；推进政协民

主监督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相互贯通，使

政协“软监督”取得了“实效果”。

民之所盼，履职所向。市政协在政协

云升级打造“一案一微一信息”民生影响

力专栏，实现提案线上审查立案、微建议

线上交办、社情民意全程督办；全市

3000名委员反映社情民意1500条以上，

小区环境、小孩入学、市民出行等群众的

烦心小事都是政协履职解决的“大事”。

自2023年以来，市政协共督办重点提案

47 次、提案办理回头看 8 次，市级委员

1136件提案全部办复，为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 622 个；完善了微建议对接市长信

箱机制，办复率、满意率均为100%。

探索市县联动，推进民主监督

邵阳是工业制造重镇，民营经济

沃土。

围绕持续助推营商环境优化，市

政协就“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

展”和“抢抓 RCEP 机遇，对接东盟经

贸合作”两次专题议政协商成果落实

情况，开展民主监督“回头看”，市政协

常委会测评满意率均达 90% 以上；开

展“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对

接东盟桥头堡”专题调研，助推开通邵

阳—怀化—东盟接续班列，实现通关

与沿海同等效率；开展“深化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

题协商，深入80多家重点企业和在建

项目，推动“稳增长20条”落实落地。

聚焦助推邵商回归创业，市政协

连续3年确定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邵商

回归、激发商会潜能的调研协商议题，

与17家异地商会建立绿色通道，邀请

16批次客商来邵考察洽谈。所提出的

建立柔性机制、促进商会发展、用好用

活人才等12条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

高度认可，市委办、市政府办出台了

《激发商会潜能助推招商引资提质增

效建议案任务分解责任清单》，推动成

果转化，形成协商闭环。

为助推经营主体培育，市政协积

极开展52场“暖心助企”活动，为60余

家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用电、经费拨付、

用地审批、贷款融资等实际困难。比

如，帮助雀塘循环产业园8家公司融资

8000余万元，帮助宝隆产业园20多家

公司拉通宝东桥解决出行难，帮助富

兰地和邵虹玻璃解决用电不稳问题，

帮助湘窖酒业、醇龙箱包、法新豆腐等

企业借助侨联界别搭桥走出国门。

“我们必须紧扣邵阳市情，找准政

协定位，到位不越位，实干不空谈，让

重点履职有新抓手新成效。”市政协主

席周文表示，市政协将持续围绕助力

医药产业、全域旅游、兴农强农、文明

创建等，创新履职、久久为功。

围绕全域旅游，邵阳联合怀化、娄

底等5个市州，以虎形山花瑶为龙头，

着力建设雪峰山联盟示范区，构筑张

崀桂文旅圈，争取将全国山地旅游示

范区作为全省旅游第六张名片来打

造。为抢抓旅游黄金线，市政协以中长

期规划修编和“十五五”规划制定、雪

峰山区文旅产业专项发展等为机遇，

建议将全市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

链、织线成锦，着眼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黄金旅

游线路、内陆开放之路。

服务中心大局，开展“四个助力”

开展52场“暖心助企”活动，为企

业排忧解难；提出 12 条务实建议，助

推邵商回归创业；14名委员新组成环

境资源界别，开启履职新征程……这

组数字，是十三届邵阳市政协履职的

缩影，折射出邵阳政协人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积极行动。

近年来，市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

聚焦“四个持续”——持续深化学习提

升政治能力、持续尽责履职服务中心大

局、持续健全机制拓展协商民主、持续

优化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确保政协重点

工作在邵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