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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波

近日的双清区渡头桥镇新洲村的农业科技园区
内，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格外干净！“今年的雨水太
多了，影响了我大半年的施工和种植进度”。说话的
不是别人正是农场的主人。他叫姚作飞，是邵阳市
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尽管房地产企
业近两年日子不好过，但姚作飞开发的楼盘却销量
稳定。已是成功的房地产老板，却来了个“华丽转
身”，回乡下流转土地当起了“菜农”，整天泡在菜地
里忙得不亦乐乎。采访时他妻子在旁边一个劲地

“埋怨”，“他现在眼里除了种蔬菜，其它什么都不关
心，一个礼拜至少有5天守在这蔬菜地里。”

对于流转土地当“农民”姚作飞有自己的理解，
“以前提到农民觉得有点难为情，现在新时代的农民
大有可为，上接天线——有国家政策扶持，下接地线
——我本身就是农民，我熟悉自己的土地！你说做
起事来是不是得心应手”谈起这次转行，姚作飞充满
了信心！

“我经常一个人的时候，眼前是总是浮现出一片
绿色的世界，各种蔬菜、水果、池塘……花朵绿叶色
彩斑斓与池塘里的鱼儿相映成趣”。所以我一口气
流转400亩地，成立亿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大
棚蔬菜基地、把荒山全部开发出来种植水果、发展养
殖业、建一些有规模和上档次的农家旅游休闲观光
园，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发
展、农民致富多赢。

姚作飞告诉记者，“从房地产转行投资农业，我
考虑了很长时间，大家都觉得农业项目不挣钱，但现
在的农业项目就相当于90年代的房地产一样，还处
于萌芽状态，同时国家对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很大。
投资现代农业方向正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

但发展历程还是比他预想的“惨烈”。2014 年
11月一次性投入300多万元搞大棚基础设施建设，
2015年开始摸索种菜，这是他最煎熬的一年，没有
技术，种出来的菜要么就是卖相不好，要么就是种植
的蔬菜比其他的公司晚一些，别人开始上市销售了，
这边还没有成熟。

这一年也是姚作飞最有收获的一年。他认准了
一个理：“做事得讲方法，相信科学”。他跑到广东、
江苏、上海去考察学习，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姚
作飞花高薪请来专家常驻种植基地，同时将先进管
理及种植技术引入邵阳。除此之外他还将生态种植
与大棚种植相结合，“我的理念就是让邵阳人民吃上
放心的绿色有机蔬菜，现在我们使用的全是有机肥，
光是化粪池我们就修了五个。”

“干什么你就得爱什么”现在每天只要天一亮姚
作飞就往大棚里跑，也不说话，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这已经成习惯，“现在如果我一天不进大棚看看的
话，就觉得不习惯了，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大棚里
找到答案的”。一年的努力，姚作飞的付出了有了回
报，“广式菜心”已经占到了邵阳85%的市场份额，土
地流转规模达2000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蔬菜种植
领头羊。

“他以前在城里住的是别墅，在这里住的是工
棚，每天跟我们一起种菜、收菜、买菜，现在就是一个
地道‘老农民’了”。公司员工李霞说起姚作飞，很是
敬佩。

“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辛苦，砸进了那么多的
家底，收益还不能马上就有，现在想想，值吗？”记者问
姚作飞。

“播种和收获，肯定不是一个季节。”姚作飞说。
在他看来，只是收获的季节还未到，但快了。虽然姚
作飞仍在等待收获的季节，但发展绿色农业给周围
群众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正在显现。“自己
已经富了，但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人还没有富，而这
些人又脱离不了土地，我希望在我的带动下，帮助他
们富起来”。这是姚作飞的真情流露。合上采访本，
记者仿佛看到一个未来的现代化有机蔬菜种植公司
正在腾飞。

姚作飞：

房地产老板转行当“菜农”

本报讯 5月13日，市直商务系统召开
创国卫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迎接创国卫暗
访评估工作，结合商务工作实际，着力在

“快”、“实”、“准”上下功夫，全力推进商务领
域创国卫工作。

5月11日上午，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推进会召开后，市商务局于下午3时迅速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会议精
神，并要求市直商务系统各单位要充分认识
创国卫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当前压倒一
切的中心工作，明确责任制度，完善工作措
施，确保市直商务系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各
项指标顺利通过国家暗访评估。当天下午，

市政协副主席周晓红又在我局召集市商务
局、市农业委以及三区政府负责人参加的市
直商务系统创卫工作迎检部署会，进一步明
确工作任务。同时，结合商务实际，制定了

《邵阳市市直商务系统迎接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暗访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责
任，细化任务。成立强有力的工作领导班
子，下设 7 个暗访迎检工作小组，分别督查
农贸市场、机关创建、加油站点、大型超市、
国有企业等领域创国卫工作。积极加大人
力、财力、经费保障，每个小组由一名局领导
带队，优先保障车辆，安排创卫专项经费。

市直商务系统点多面广，任务艰巨，尤

其是农贸市场的整治难度大，创卫工作任务
重。对此，市商务局找准创国卫重点、难点
至关重要，要求各小组每天将进行一次模拟
暗访，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好书面记录。对
模拟暗访时所发现的问题及市创卫办发现
和交办的问题，按照“谁的区域谁管理，谁的
任务谁落实，谁的问题谁解决”的原则，立整
立改，第一时间组织整改到位。局帮扶单位
工作组将蹲点三眼井社区，与社区干部一起
办公，做到暗访未结束、问题未解决到位，帮
扶工作组不撤退。

（宁 煜 林尹俊）

市商务局部署
迎接创国卫暗访行动快措施实

葱和蒜价
格上涨依然强
劲，但生姜的
价格则在今年
进入了低谷，
往年的“姜你
军”，今年威风
不再。5 月 18
日，记者在一
家大型超市看
到，一斤生姜
3 块 98，这 一
价格达到近 5
年 来 的 最 低
点。

杨波 摄

（上接二版）
迈好“一证在手”的关键几步

2015年，我省在三个试点市县进行了不
动产登记窗口标准化建设的尝试。相关的
房产交易、税务征收、银行缴费等窗口都集
中起来办公，业务流程全部实行标准化流水
作业，并与乡镇、街道自动对接，实现不动产
登记“一个窗口进、一个窗口出”的“一条龙”
服务、“一站式”办结，试点经验为2016年全
省全面实施统一登记发证提供了可复制的
样板。全省将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
进，确保如期把证书发到老百姓手中。

第一步是做好“权籍调查”，厘清权属关
系。我省农村不动产权籍不明、权属不清的
情况较为普遍，往往成为引发邻里纠纷的根
源。2015年开始，省政府专门安排了7.9亿
专项经费，打算用三年时间全面摸清权籍底
数，为不动产统一登记提供准确可靠的基础
数据。

第二步是开展全流程的测试“预演”。
为确保登记平台运行不出错，在统一登记发
证前，市县一级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会安排

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模拟运行，为正式启动登
记发证做好充分准备，避免给老百姓带来不
必要的周折。

第三步是全面实施统一登记发证。按
照全省统一部署，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实际，编制好发证工作方案，选择合适时点，
发布政府公告，召开新闻发布会，逐步按照
新的登记类型、内容、程序和簿证样式发新
证、停旧证，在2016年11月底前全省全面实
现统一登记发证。

建好跟踪服务的“保障网”
不动产统一登记对全国、全省来说都是

一项全新的工作，工作量大，牵涉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但目前还缺乏相应的配套保
障制度。2015 年，三个试点县市均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了不动产登记审核、收费、纠
纷调处等制度和办法，为我们防范新模式
运行带来的风险提供了管用的经验。2016
年，我省将紧密对接中央改革动态，启动不
动产登记地方立法等工作，尽快形成全省
性的法规制度体系，为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
工作保驾护航。

一方面，省里将制定出台不动产登记收
费、证书管理、档案管理、信息查询、安全保
密及监测统计分析等一系列制度，完善信
息查询共享、登记工作规则、窗口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证书印制使用监管、档案管理、
人员培训及监督检查、绩效考核及责任追
究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提升统一登记的社
会公信力。

另一方面，将按照“统一登记机构、统一
登记依据、统一登记簿册和统一信息平台”
的“四统一”要求，对全省原来未纳入登记范
畴的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
然生态空间进行确权登记试点，逐步划清全
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全民所有不
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不同集体所
有者的边界，消除权属纠纷隐患。

“耕云种月谱新曲，踏花归来马蹄香。”
砥砺前行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一定能够
为呵护百姓权益、服务湖南发展发挥独特的
作用。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方先知
指导：唐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