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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回家路”串联起企业通勤网

6 月 13 日，家住市区汽车东站附近

的周先生走出小区，顺利坐上了开往智

能终端制造产业园的101路公交车。“公

交车直接开进园区，实实在在解决了我

们上班出行的难题！”谈及如今延伸的

公交线路，周先生语气里难掩喜悦。

以前，周先生骑电动车上班，遇到

刮风下雨，常常狼狈不堪。最让他头

疼的是冬天，刺骨的寒风冻得手指发

麻，甚至好几次差点因为电动车打滑

而摔倒。“光是在路上就要耗费大量精

力，到了公司都没什么精神干活。”周

先生说：“现在好了，再也不用担心天

气恶劣带来的不便。”

员工上班出行难，曾一度困扰着

邵阳经开区东盟产业园的 36 家企业，

不仅导致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还容易

造成劳动力流失。为此，我市积极协

调扬子巴士等公司优化公交线路和营

运时间，有效缓解东盟产业园“公交线

路少、班次少”问题。

针对春节期间车票紧张难题，我

市更是构建多层级返岗交通保障体

系：密集开行 19 条“温暖回家路”短途

免费专线，7810 人次乘上暖心返岗车；

在邵阳火车站至重点乡镇间开通 10 余

条返乡返岗专线大巴，配套“免费爱心

专车”无缝接驳；统筹组织 100 次跨省

市“点对点一站式”免费返岗专车，精

准护送 3194 名务工人员平安抵企。

翻开邵阳市企业诉求台账，1999

个问题按“人才用工、缺少资金、用地

厂房”等九大类清晰分类，不少疑难

问 题 正 通 过“ 一 企 一 策 ”持 续 跟 进 。

在着力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

境 上 ，我 市 企 业 培 育 各 领 域 捷 报 频

传 ，产 业 育 新 培 强 攻 坚 取 得 明 显 成

效。今年 1 至 4 月，全市七大产业链

总营收 1090.3 亿元，同比增长 8.51%；

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

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9 家，居

全省第 4 位。

如今的邵阳，“送解优”已不仅是

一个行动代号，更成为优化营商环境

的生动实践。随着“市县联动、点面结

合、线上线下联动、跟踪督办评价”四

大机制的深入推进，这座老工业基地

正以更优的服务效能，书写着企业与

城市共成长的崭新篇章。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
员 李立新 何燕 实习生 薛添添）

6 月 17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双清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走

进双清区高崇山镇高崇山社区，开展放

心消费行动暨消费维权、反食品浪费知

识进乡村（社区）宣传活动，将维权服务

送到村民家门口。

活 动 现 场 发 放 了 各 类 宣 传 资 料

3000 份，涉及消费维权、食品安全等相

关内容，通过印发维权案例、辨假窍门

等资料，将复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

易懂的生活指南。针对村民关注的商

品质量、售后服务、价格欺诈等消费问

题，工作人员面对面进行解答，引导村

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以前买到假货只能自认倒霉，现

在知道怎么投诉了，能用法律保护自

己。”不少村民表示，这次活动不仅教会

了他们实用的维权妙招，更让“节约粮

食、杜绝浪费”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后将

从自身做起，把文明消费、绿色生活的

新风尚带进家家户户。

此次活动为构建公平有序、绿色健

康的乡村安全消费环境注入了新动能。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确保维权

知识与反食品浪费理念覆盖更多乡村

消费者，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普法宣传进乡村 消费维权零距离

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慧鹏 实习
生 姜磊）6 月 20 日，为期两天的邵阳

市 2025 年度省、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工

作队长）培训班圆满结业。来自 12 个

县市区的 248 名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

参加培训。

培训班精心设置了政策解读、现

场教学、经验交流三大环节，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为

提升驻村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邀请

了来自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等部

门的相关领导和业务骨干，围绕抓好

监测帮扶工作、民政救助、乡村振兴资

金项目管理等方面，作了翔实全面的

政策解读。

培训期间，还组织学员先后到大祥

区台上村、北塔区李子塘村产业发展基

地现场观摩，学习智慧农业建设、乡村

文旅融合发展等先进经验，近距离感受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带来的新变化，并邀请上一轮优秀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员作经验交流。

“本期培训班既有理论辅导又有现

场教学，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重点、

厘清了思路、补齐了短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驻新宁县万塘乡高塘村第一书

记夏立斌说，“今后将以更坚定的信心

和决心，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展现新

担当、新作为，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以学促干强本领 振兴路上勇担当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
员 何春艳）6 月 19 日上午，邵阳火车

站出站口处，一块块醒目的展板吸引着

往来旅客的目光。当天是全国第十三

个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市救助管理

站以“织密救助网络，筑牢安全底线”为

主题，在该站和火车站同步开展开放日

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体验、发放资

料等形式，让市民近距离了解救助管理

工作，形成全社会关爱流浪乞讨人员的

良好氛围。

上午 8 时 30 分，火车站出站口的宣

传活动准时开始。活动现场特别设置

了“寻亲展板”专区，展示了67名长期滞

留人员的照片。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认

真辨认每一张照片。工作人员耐心向

围观市民解释：“如果您认识展板上的

任何一位，请及时提供线索，您的热心

帮助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团圆希望。”

工作人员还向现场市民发放了图

文并茂的救助工作宣传手册，以及印有

24 小时救助热线的小扇子和抽纸等实

用宣传品。

“这个小扇子设计得很贴心，上面

印的救助电话一目了然。”正在领取宣

传资料的市民曾女士说，“以后遇到需

要帮助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当天，100 余名市民走进市救助管

理站，依次参观了整洁明亮的食堂、温

馨舒适的住宿区和设施完善的活动室

等功能区域。通过实地参观，市民们对

救助管理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纷纷表

示愿意为救助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通过‘开放

日’，让市民对我们的工作有更深入的

了解，更能主动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来。”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亦武介绍，该

站秉持“应救尽救”原则，去年共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 736 人次，护送返乡 281 人

次；今年上半年，累计救助 332人次。

市救助管理站举办“开放日”活动

携手同行 共筑温暖救助网

市民的采购清单也悄然改变，

折射出健康理念的渗透。

清晨6时，双清区宝庆东路秀峰

临时菜市场内，王女士的菜篮里新

鲜牛肉泛着红光。她说：“以前半篮

都是腊肉、酱菜，现在按倡议书提醒

‘拒绝油腻菜品’，改买鲜肉清炒。”

调料区变化显著。江北干货市

场店主赵明辉的货架上新增了无盐

香菇粉和花椒油，旁边还设了“减盐

专柜”。“低盐调料销量涨了 3 成，主

妇们都说比酱油健康。”

在双清区三眼井农贸市场水

产区，活鲫鱼和草鱼成了抢手货。

摊主李海波（化名）一边捞鱼一边

说：“买鱼做清蒸鱼、水煮鱼片的人

多了，以前卖得好的炸鱼块、油浸

鱼销量降了近两成。大家买鱼都问

‘怎么做清淡点？’”旁边的豆制品

摊前，鲜豆腐、嫩豆腐热气腾腾，取

代了部分油炸豆泡的位置。摊主王

大姐麻利地打包，“讲究少油，鲜豆

腐煮汤、凉拌、清炒都健康，销量涨

了 20%！那位刘大爷，以前专挑油

豆腐，现在改买鲜豆腐做青菜豆腐

汤了！”正在付钱的刘大爷笑着点

头说：“少吃油炸，血压稳当点！”

蔬菜摊主吴双桂也感受到变

化，芹菜、苦瓜等“健康菜”销量增长

明显。“现在常有人问‘哪种菜吸油

少？’”他笑着搬出西葫芦推荐，“这

个清炒最健康！”

夜幕下的资江两岸，灯火通明。

大祥区某小区飘出清蒸鱼的鲜香，

北塔区餐馆后厨仍在调试香料配

方，双清区的曾女士用限盐勺小心

度量着晚餐的滋味。“少一点盐油，

多一份健康”——市卫生健康委倡

议书结尾的呼吁，正化作千家万户

锅碗瓢盆间的日常实践。这场始于

灶台的“健康革命”，已悄然煨出邵

阳生活的新滋味。

“健康菜”装满菜篮

餐馆是减盐减油的攻坚战场，

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研发的减盐版血浆鸭，盐

量减 30%，靠紫苏、香葱提鲜，顾客

满意度不降反升 ，点单率还涨了

15%。”红旗路某知名邵阳菜馆厨师

长李建（化名）指着新菜单上醒目的

“健康优选”标识说。近期，该店已

系统性推出 6道减盐减油招牌菜。

在北塔区某酒店后厨，厨师长

刘能（化名）的调味架上多了柠檬

汁、香叶粉。“传统剁椒鱼头用油量

从 250 克减至 100 克，秘诀就是用这

些提鲜。”他翻着被油渍浸染的倡议

书复印件，其中“多采用蒸、煮、炖等

健康方式”的建议已被画上红圈。

然而，对于不少餐馆尤其是依

赖老顾客的传统餐馆而言，转型并

非一帆风顺。宝庆东路一家老字号

餐馆的老板坦言：“老顾客抱怨‘没

以前够味’，尤其是几位吃了 30 年

的老街坊。我们只能在部分新菜和

清淡类菜品试点，招牌重口味菜不

敢大动。”记者调查发现，此类顾虑

普遍存在，目前城区主动参与的餐

饮企业约占 3 成，主要集中在连锁

餐饮和星级酒店。

但健康需求正推动市场变化。

易湘农家大院总经理张旭观察到：

“点菜时主动要求少油少盐的顾客

同比增加了 3 成，年轻人占大头。”

见此，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在保留

传统风味的基础上，精选本地生态

食材，推出“泉水烹饪的二代吃虫土

鸡”等低油盐原生态系列菜品；另一

方面，在点菜时温馨提示减盐减油

选项，并对服务员进行专项话术培

训。“效果超出预期，减盐减油系列

成 了 新 招 牌 ，占 营 收 比 例 已 达

25%。”

餐馆里的味觉突围

“以前炒菜靠手感，现在用这个！”

在双清区兴隆街道居民刘慧芳（化名）

家的灶台上，一把带刻度的限盐勺格

外醒目。这正是响应倡议“准备限盐

勺、控油壶精准控量”的具体实践。

刘慧芳算了一笔账：过去全家每

月消耗 2 包盐，如今定量使用后减至 1

包。触动她改变的，是倡议书中“盐摄

入量超标会加重肾脏负担，升高血压”

的提醒，这让她联想到家中老人的高

血压病史。“现在给老人做的菜，盐量

再减三分之一勺。”她说。

在“90 后”妈妈陈婷的厨房里，除

了限盐勺，还贴着一张“家庭减盐记录

表”。“开始用限盐勺后，发现以前随手

一撒就超标了。记录表帮我们养成习

惯，也让孩子从小知道健康饮食。”她

指着表格上逐渐减少的数字说。

推广正深入社区和商超。在双清

区某大型超市，促销员王芳热情演示

限盐勺用法：“小格是 1 人份，大格够 3

个菜，方便！”她介绍，近两个月限盐勺

销量翻番，中年主妇和年轻夫妇是主

力。在大祥区呙家园社区的健康宣传

活动上，疾控专家结合案例解析过量

摄入油盐的危害，并现场教学。“用半

勺香菇粉加两片柠檬，能顶替一勺酱

油的鲜味……”工作人员介绍的妙招

引来主妇们围观。活动后免费发放的

百余套限盐勺、控油壶组合被一抢而

空。居民李先生领到后立刻试用，“今

晚拌黄瓜就按这个量来！”

限盐勺成厨房“新宠”

限盐勺成为“新宠”，香菇汁替代

了酱油，新鲜牛肉挤走了腊肉——邵

阳人的厨房里，一场关乎千家万户健

康的“味觉革命”正悄然发生。

今年3月10日，邵阳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减盐减油 健康同行”倡议

书》，直面国人日均盐摄入量远超世卫

组织推荐值（5克）的严峻现实，呼吁全

市人民行动起来，减少食盐和食用油摄

入量，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百日过去，

记者走访发现，这份带着油盐气息的倡

议书，已在餐馆灶台、农贸市场和家庭

厨房里转化为看得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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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应客人要求炒制“减盐减油版”白玉丝瓜。

市民在超市选购新鲜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