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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慧

鹏）7 月 4 日，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市委督导

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杨

志慧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工作座

谈会、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

神，锚定目标要求，保持工作定

力，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各项工

作高效率落实、高质量见效。要

聚焦深化学习强督导，把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贯穿学习

教育全过程，不断增强改进作风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要聚焦找准问题强督导，全

面对照查摆，督促领导带头，广

泛征求意见，严格审核把关，重

点解决查得不全、查得不实、查

得不深、查得不准、查得不严等

问题。要聚焦集中整治强督导，

拧紧责任链条，及时跟踪问效，

强化监督执纪，确保动真碰硬、

清仓见底。要聚焦建章立制强

督导，深化以案促改，完善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制度

规定，真正做到用制度管人、管

事。要聚焦压实责任强督导，督

促落实主体责任，始终坚持同题

共答，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确保

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扎实成效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 杨志慧出席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红

云 通讯员 陈卫国）7 月 4 日

上午，“湘商回报家乡一缕阳

光行动”邵阳市兰思祺项目组

现场捐赠仪式举行。省计划

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梁文明

出席。

此次捐赠活动由湖南省明

辉慈善基金会发起，邵阳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邵阳市计划生

育协会联合组织，是“湘商回报

家乡”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通过精准帮扶，为邵阳计生

特殊家庭缓解实际困难，传递

社会温情。

梁文明在讲话中高度赞扬

湖南省明辉慈善基金会的仁心

善举，深刻阐述了帮扶计生特

殊家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计生特殊家庭曾为国家政策落

实作出贡献，如今面临诸多现

实困境，关怀帮扶他们既是“民

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是

落实国家民生保障政策、响应

党中央关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的重要举措。希望更多社

会力量加入，与政府、协会形成

合力，共同织密计生特殊家庭

的帮扶保障网。

湖南省明辉慈善基金会本

次共帮扶 86 位计生特殊家庭

人员，捐赠金额共计 43万元。

爱心基金情暖计生特殊家庭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吉）

7 月 3 日，市政协与市人民检察

院联合召开民主监督与法律监

督贯通协调专题调研座谈会。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伍先

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陈文忠出席。

会议充分肯定了市政协民

主监督与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协同共进取得的良好成效。今

年以来，双方密切沟通，深化政

协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

向衔接转化，整合监督资源解

决群众关切问题。上半年，市

人民检察院受理市政协移送问

题线索 7 条，报送问题建议 2

条，办理委员提案转化公益诉

讼案件 13 件；注重发挥委员智

库作用，邀请委员参与公益诉

讼志愿服务、线索报送、跟进督

查等工作，协同开展公益诉讼

赔偿金账户设立等专题视察调

研和专项民主监督，转化了一

批协作成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

民主监督和法律监督贯通融合

机制，紧扣中心大局、聚焦民生

实事，明确贯通重点、细化责任

分工，构建“1+1>2”的贯通监

督新格局，有力有效推动“三种

监督两个贯通”取得更多实质

性成果。

构建“1+1>2”的贯通监督格局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王

典红 实习生 杨晨）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

好不好，看看“牌子”就知道。7 月 4 日，记者

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通过创新实施五档分

类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绿、蓝、黄、红、黑

“五色牌”，并辅以严格的动态修复和部门联

动奖惩机制，我市生态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成

果斐然，实现了对企事业单位生态环境信用

的全流程、精细化监管。

这套生态环境信用评价以科学、分类为

核心原则。我市将各企事业单位的环保信

用由好到差，划分为绿牌、蓝牌、黄牌、红牌、

黑牌五个等级。评价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为基础，整合环评、辐射、监测等多维度数

据，历经“初审—复核—公示”三级严谨评定

流程。2024 年，全市共有 744 家企事业单位

参与评价，其中 3 家单位获评最高等级“绿

牌”，“蓝牌”占比达 92.2%，也有 12 家单位因

严重环境失信被亮“黑牌”。同时，邵阳经开

区获评“湖南省环保诚信园区”，邵东经济开

发区等 10 个园区入选“环保合格园区”，树

立了绿色发展标杆。

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绝非“一评了

事”。评价结果不仅在省环保信用平台公

示，还同步接入“信用邵阳”系统，打破部门

间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跨部门共享。依

托“一企一档”动态管理模式，监管部门能够

实时掌握企业信用变化，为实施差异化、精

准化监管提供支撑。

为鼓励失信企业改正错误，我市建立健

全“动态修复”机制。企业完成整改、符合条

件后，可申请信用修复。新邵县一家建材企

业就是受益者——在投入 200 万元治理废

气污染、通过第三方评估后，其成功修复信

用，重获环保许可资格。“信用修复不是‘洗

白’，是给企业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必须

基于确凿的整改证据和合规程序。”市生态

环境局环评科负责人强调。

最让企事业单位感触深刻的，是评价结

果带来的“联合奖惩”。守信者“处处绿灯”：

3 家“绿牌”企业在环保专项资金申报中获得

优先推荐。失信者则“寸步难行”：12 家“黑

牌”企业被列入信用邵阳“黑名单”，新项

目环评审批被暂停，在政府招标和荣誉评

选中被“一票否决”。环保信用审查已融

入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去年，我市对

84 个省级基层党组织创建单位、56 名省市

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候选人、24 家拟上市

企业进行了环保信用筛查，市“民营企业

30 强”评选中也首次将环保信用作为“硬

指标”。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该局将进一步扩大信用监管覆盖面，力争实

现重点排污单位信用评价全覆盖，并将深化

与组织、发展改革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探索

将环保信用与企业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政策

挂钩，持续强化“守信受益、失信受制”的长

效机制，为“美丽湖南”建设贡献可复制的

“邵阳经验”。

环保信用亮“五色” 奖惩挂钩实打实

7 月 2 日，隆回县农技人员在三阁司镇龙洲村指导万粮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加强机插秧培育管理，为“双抢”做准备。近年来，该

县财政局全力保障并精准发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有效推动该县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提升，促进农业现代化

发展。                               刘婷 罗巧超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慧

鹏 实习生 姜磊）7 月 3 日，

由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邵阳

市 新 闻 工 作 者 协 会 主 办 的

2025 年邵阳市“好记者讲好故

事”演讲比赛在大祥区一中激

情开赛。20 名来自省驻邵新

闻单位、市直新闻单位及各县

市区融媒体中心的一线记者，

倾情讲述了他们在采访中见证

的动人故事，描绘“小切口”里

的“大时代”，彰显邵阳新闻战

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

比赛现场高潮迭起，掌声

不断。选手们结合自身采访

经历，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

在新闻一线的所见、所闻、所

感。有的讲述了深入基层、挖

掘普通群众的奋斗故事；有的

分享了追踪社会热点事件，为

维护公平正义、推动问题解决

而努力的过程；还有的通过讲

述 邵 阳 在 经 济 发 展 、文 化 传

承、生态保护等领域取得的成

就，传递出邵阳蓬勃发展的强

劲脉动。他们或慷慨激昂，或

娓娓道来，用真挚的情感、生

动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深深

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和评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评选出了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

“站在这个舞台上，与众多

优秀同行交流，我学到了很多，

感受到新闻工作者用脚步丈量

时代的责任。每一个故事背后

都是时代的缩影，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镜头对准普通人，让他

们的声音被听见。”一等奖获得

者肖锦鹏说。

  2025 年邵阳市“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成功举办

一线记者以“小故事”折射“大时代”

(上接1版②）

■倒逼出来的“生态红利”
作为世界最珍稀鸟类之一，朱鹮对生存

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它们大多生活在稻田、

河滩、沼泽等湿地环境，附近须有高大乔木

可供栖息和筑巢。平时喜欢在稻田觅食，捕

捉鱼虾和田螺等水生动物。

历史上我省的稻作区有冬天引水浸田

的习惯，为朱鹮提供了重要的越冬觅食地。

但近代以来，冬水田大量改种油菜、小麦等；

化肥农药的普及，又进一步减少了稻田水生

动物供朱鹮觅食。这也是朱鹮曾经在我省

绝迹的重要原因。

以前，崀山镇石田村因旅游发展需要，

每年播种油菜以营造“油菜花海”吸引游客。

“为改变这一方式，确保朱鹮的食物来源，

我们在朱鹮生活的石田、联合、连山 3 个村

恢复冬季水浸田，加大农药化肥禁控力度，

并实施‘鹮田一分’项目，即每亩水田留出

大约 1 分面积不种水稻供朱鹮觅食。”崀山

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生态保护科负责人赵

佳健介绍。

据了解，这一举措后来升级为“鱼稻轮

作”，使得朱鹮的觅食区域进一步扩大。

这些举措虽减少了农田产量，影响了村

民种植收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因朱鹮繁

衍生息的稻作区控肥禁药，生态环境良好，

朱鹮生活区域产出的高价值“朱鹮牌”生态

有机大米深受市场青睐，价格从以前的 8 元

每公斤涨到 16元每公斤，翻了 1倍。

“引入朱鹮后，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村里

观赏。我们经营的‘农家乐’，生意比以前好

了很多。朱鹮真是名副其实的‘吉祥鸟’。”

石田村 3组村民李冬秀说。

环境改善不仅弥补了耕作管控对村民

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为朱鹮生活区带来较高

的生态品牌溢价。朱鹮的到来，倒逼崀山的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进而使当地百姓享受到

了良好环境带来的“生态红利”。

正因如此，村民们对朱鹮这个“新居

民”越来越喜爱。大家自发在农田附近、

房前屋后补种朱鹮喜欢栖息的松树。近

年来，崀山候选区森林覆盖率从 78.1% 提

高到 83%。

山水相依，朱鹮南归。如今，成群结队的

朱鹮嬉戏于崀山山林水田之间，飞翔徘徊于

民居农舍之上，构成了一幅人、鸟、田、林相依

的美丽画卷。朱鹮在我省从物种绝迹到稳定

繁育的生命传奇，不仅彰显了建设美丽中国

的价值取向，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在南山国家公园的生动实践。

跨 越 北 纬 30 度

(上接1版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入

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2 月至 2025 年 4 月期

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

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

讲、指示、批示等 79 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的出版

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

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 周 围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和 二 十 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坚 定 不 移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 展 道 路 ，以 高 品 质 生 态 环 境 支 撑 高 质

量 发 展 ，加 快 推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实现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开 辟 广 阔 前 景 ，具 有

重要意义。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