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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 俊 实
习生 吕靓宁） 9 月 1 日，邵阳新

闻在线宝庆论坛（bbs.shaoyangnews.

net）接到网友唐女士爆料称，由于

持续性降雨，导致村里的河坝被毁，

村民担心以后无法灌溉。

唐女士称，她是城步丹口镇栏

牛塘村人，去年村里修了一个河坝

灌溉农田，可是上个月河坝被洪水

冲毁了。

“好端端的一个河坝怎么说毁

就毁了？以后我们农田灌溉怎么

办？”唐女士抱怨说。

对于此事，城步水利局回复称，

丹口镇栏牛塘村引水河坝是一项民生

水利工程，该项目于 2015年实施完

成。上个月，城步南部四个乡镇遭受

特大暴雨袭击，该工程所在地河流流

域范围降雨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降雨

量（220mm），属200年一遇的特大洪

水。而该引水坝工程的设计洪水标准

只有50年一遇，此次的特大洪水来袭

远远超出了引水坝的承受能力。

“该引水坝工程还未进行竣工

验收与结算，工程还在质保期内。

局里与施工方及时派人到现场察

看，已经确定了对该坝进行恢复处

理的方案。待汛期过后，施工方会

进行修复。”城步水利局一位工作人

员透露。

城步丹口镇栏牛塘村村民担忧：

河坝被毁 灌溉咋办？
城步水利局回复：已确定恢复处理方案

本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
讯员 李鹏） 9 月 1 日，正是新生

报到入学的日子，在新邵四中门

口，王丽（化名）一边卖着竹篓，一

边盯着学校。她的同学早已到了

学校报名，而她的学费却还没有着

落，她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辍学。

王丽，今年 16 岁，家住新邵迎

光乡狮塘村，即将踏入高一的大

门。她的家庭条件不好，父亲体弱

多病，平时靠父亲编织一些竹篓子

补贴家用。她 6 岁的时候，母亲离

开了家。目前，她家是全村唯一一

户用不起照明电的。

狮塘村村支部书记彭育忠介

绍，王丽还有弟弟和妹妹，她的父

亲要照顾 3 个小孩，无法外出务

工。村里没有什么产业，她父亲只

能靠编织竹篓子为生，没有固定的

收入。现在住的房子也很破旧，村

里将其列为了重点帮扶对象。

“他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就连

女儿读书 2000 块钱的学费也凑不

齐。为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能帮

就尽量帮。”彭育忠说。

开学当晚，得知情况的彭育忠

带着 2000 元“雨露计划”助学金来

到王丽家中，希望帮助她完成上学

愿望。王丽一家很是感动。

记者了解到，为帮助贫困学子

圆满完成学业，新邵县迎光乡认真

落实“雨露计划”政策，对全乡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庭进行摸查，不让贫

困学生因贫辍学。同时，该乡教育

基金会出台配套措施，对贫困家庭

子女考上大学的给予一定奖励扶

助。通过摸排，全乡享受“雨露计

划”助学金的学生有 106人，享受教

育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生有 11 人。

截至目前，已发放助学资金近 2 万

元。

开学了，孩子学费却没着落
新邵县迎光乡“雨露计划”助其上学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洋

实习生 吕 靓 宁） “ 六 年 前 村

民 集 资 修 路 ，为 何 到 如 今 ，仍 是

烂路一条？”日前，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接 到 洞

口 县 网 友“ 向 着 太 阳 敬 碗 酒 ”爆

料称，洞口县黄桥镇龙塘村月形

山的村民集资修路，多年路仍未

修好。

网 友“ 向 着 太 阳 敬 碗 酒 ”介

绍，龙塘村月形山因为地理位置

不好，导致交通十分不便。“离村

道 都 有 数 公 里 。”网 友 称 ，多 年

来，村民出行主要依靠人工挖的

泥土路。2009 年冬天，为了方便

出行，月形山居住的村民每人集

资五百元，准备水泥硬化出村道

路。“但是承包方在原有路基上铺

了层石砂后便再无下文，数月后

路 面 再 度 泥 泞 不 堪 ，至 今 无 人

管。”

9 月 1 日，记者从龙塘村党支

部书记处了解到，居住在月形山

的是该村 4、5 两个组的村民，确实

存在出行困难的问题。“因为有个

水库，水利局往里面修了一条路，

后面的路段还没有硬化。”该村支

书介绍，因为是这两个组的村民

自愿筹钱硬化路面，并没有通过

村里，因此对此事不好做具体回

复。

9 月 3 日，记者又联系上了龙

塘村 4 组的组长肖先生，肖先生称

确实是村民集资在修路，但对为

何近七年时间还未硬化好，肖先

生只称是因为农村修路不容易。

随后肖先生称自己在忙，具体情

况不好说，便挂断了电话。

洞口县网友爆料：

集资修路却烂尾多年

本报讯 （记者 张 洋 实
习生 吕靓宁） 8 月 26 日，邵阳

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

接到网友“shiasy”爆料称，大祥区

荷叶村一组部分村民经常因家中

用不上自来水而苦恼。他们希望

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网友“shiasy”介绍，由于荷叶村一

组部分村民的房屋地势高，经常没水用，

导致村民衣服和菜都不能洗。“自来水开

户的时候花了2000多元，自来水承包人

也承诺一定有水用，但是修好后家里用

水一直断断续续，只能到别人家里去挑

井水。”网友“shiasy”反映，已经向相关工

作人员反映过多次，但无回应。

9月5日，记者接通了荷叶村党

支部书记夏先生的电话。据其介

绍，荷叶村一组部分村民确实存在

用水困难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地势

高，水压不够，水送不上去。”夏先生

介绍，村里也一直在寻求解决办

法。现在只能暂时从隔壁村接水

管，保证村民用水。

“目前已经解决了好几户村民家

的用水问题，可能还有三户人家（待

解决），我还在跟隔壁村的负责人协

商，看能不能协商好，接自来水过来。”

夏先生介绍，由于是三个村共用一个

水厂，从隔壁村接自来水，需要征得相

关村民的同意，因此需要些时间。

自来水断断续续
大祥区荷叶村一组部分村民遭遇用水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 罗 俊 实
习生 吕靓宁） 9月6日，邵阳新闻

在线宝庆论 坛（bbs.shaoyangnews.

net）接 到 网 友“生活”反映称，新宁

县明德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太多，

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不便。

网友“生活”介绍，明德小学一

年级人数非常多，全部都挤在一起，

把教室围得水泄不通，根本没有多

余的活动空间。此外，网友还反映，

教室通风效果差，空气不好。

“孩子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跟我

抱怨教室太拥挤，有时候呼吸很难

受，而且坐在后面听不清老师在讲

什么。作为家长，我们看在眼里，痛

在心里啊。”网友说。

7 日，新宁县金石镇明德小学

回复称，为解决城区学校大班额、

入学难等问题，政府已加大对明

德小学的投入，现正在拆除修建

当中。明德小学暂搬迁至焦家垅

中学内，因本学期焦家垅中学两

栋教学楼被鉴定为危房，现正在

进行加固改造。因此，明德小学

只能暂时将焦家垅中学餐饮楼改

建成 6 间教室，以解燃眉之急。本

学期明德小学一年级按上级要求

只招收了一个班。

新宁县网友抱怨金石镇明德小学一年级

大班额 太拥挤

本报讯 （记者 罗 俊 实
习生 吕靓宁） 8月31日，邵阳新

闻在线宝庆论坛（bbs.shaoyangnews.

net）接到网友欧阳先生咨询称，他

开了一个公司，准备给员工办理

住房公积金，想了解下具体的办

理流程。

欧阳先生介绍，他在邵阳开了

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目前有 5 名员

工。为了方便员工买房，他想去

给员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我还没有办过这个，听别人

说 流 程 比 较 复 杂 。 我 平 时 比 较

忙，所以在办理之前想搞清楚流

程，免得白跑一趟。”欧阳先生说。

当天下午，记者联系到了邵阳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

一位客服人员介绍，首先欧阳先

生要去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网站下载《邵阳市住房公积金

汇缴单位登记表》《邵阳市住房公

积金汇缴清册》两张表格，填好之

后，随同身份证、企业法人证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交到

管理中心柜台进行办理。

“住房公积金不能以个人的名义

交，只能以单位的形式按照一定的缴

存比例去办理。比例最低5%，最高

12%，单位员工缴存的比例都要一

样，基数可以不同。”工作人员称。

网友欧阳先生咨询：

给员工办理住房公积金有何流程？

本报讯 （记者 张 洋 实习
生 吕靓宁） 日前，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接到新邵县

网友“提马灯”咨询：新邵县小塘镇船

马江村从原村小至三组的路面硬化

工程可否申请补贴政策？

网友介绍，船马江村的村道硬

化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二期硬化工

程原计划是从原船马江村小学延伸

至三组，但后面却改道，只从三组的

边缘经过。“原村小所在地至三组靠

河边约 1 公里多的路面全是泥巴

路，一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该

路是沿河两岸村民必经之路，这样

十分不方便。网友“提马灯”称，由

于村道第二期改道而行，这条路又

比较重要，村民想重新硬化该路段，

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一些政策补贴？

9月1日，记者通过新邵县交通

运输局了解到，小塘船马江村村道

硬化第一期工程是省交通运输厅

2009 年通畅工程计划，里程为 2.5

公里。第二期工程为村自行硬化

的，属于计划外项目，建设资金由村

全额自筹，其线路走向也是由村决

定的。按照目前国家对农村公路建

设的政策，一个村只能有一条公路

享受补助资金，而该村 2009年已下

达2.5公里计划，并享受了国家补助

资金。因此，村内其他公路不能再

享受国家补助资金。

该局工作人员提示，如村民对

此还有其他疑问，可拨打新邵县交

通运输局电话（0739-3663210）进

行咨询，或者前往交通运输局询问。

新邵小塘网友询问

村道硬化能否申请补贴？

本报讯 （记者 张 洋 实
习生 吕靓宁） 9 月 5 日，邵阳新

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接

到武冈市民周先生反映，武冈市一

些道路变成了晒谷场，村民在公路

上晒谷子，影响通行又不安全。

据其介绍，不少村民将谷子晒

到公路上，双向通行的路变成了只

能单向通过。村民拿着工具在翻晒

谷子，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当日下午，记者咨询了武冈市

公路局。据了解，公路上晒粮既损

坏、污染公路，又易导致安全事故，

是一种违法行为。

近年来，对公路上晒谷子的现

象，武冈市公路局进行了大量的宣

传、劝阻、制止，对沿线村民发放公

开信、贴公告、收杂物等，但效果不

理想。

“晒的是村民的粮食，不好强行

损坏。禁止公路晒粮，只有疏堵结

合、齐抓共管、标本兼治，才能彻底

解决。”该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公

路局正在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巡查，

对村民公路上晒粮食的行为进行制

止；同时还和沿线乡镇、村、组进行

衔接，要其发挥集体的组织作用，积

极开辟打场、晒粮的场所，确保村民

不到公路上晒粮。

公路变成晒谷场，违法！

王丽家中住房很简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