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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底，省经信委副主
任黄宝林率省科技厅、湖南农业大学
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专家教授组成
的考察组，对邵东县申报湖南省中药
材种植基地示范县工作进行调研。

考察组先后实地考察了火厂坪
镇多特农业，流泽镇流源药业、坤乾
食品，廉桥南国药都、海南海药等企
业，对中药材种植及饮片加工生产情
况进行了详细了解。每到一地，考察
组通过与企业负责人交流、查看资

料，考察生产车间、成品展柜，详细了
解该县中药材种植加工气候条件、药
材品质、药材价格、经济效益等情况。

近年来，邵东县委、县政府加强
政策推动、科技引领、产业引导，狠抓
中药材产业发展，先后扩种中药材20
万余亩，建成年产值 5000 万元以上
的规模企业 10 家，2015 年全县中药
材产值近 20 亿元。未来几年，邵东
将大力推广中药材种植，进一步扩大
中药材加工，引进西药生产企业，争

取将廉桥镇打造成年产值过亿元的
中药材产业强镇，将邵东县建成全省
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

黄宝林指出，邵东县作为第一批申
报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的8
个县之一，其市场规模、种植面积最大，
各级各部门要整合资源，相互协作，结
合地理区位优势和市场特色，在确保中
药材质量、建设中药材市场等方面下功
夫，推动邵东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

（曾书雁 申文杰 陈 丽）

邵东申报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
本报讯 “以前，一个一亩的蔬菜

大棚，浇灌一次需要50立方米的水；现
在，通过‘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一
次只要12立方米左右就够了。”10月22
日，在邵阳县谷洲镇中庙村邵阳阳光蔬
菜基地，正在组织采摘茄子、莴笋的种植
户陈润祥一脸喜悦：“就这一项技术，一
年可节约成本30%，增收近千元。”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灌溉与
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它借助
压力系统，将肥料溶解配兑成肥液与
灌溉水一起，按农作物所需，通过地面
覆盖的可控管道和滴头形成滴灌，均
匀、定时、定量地浸润作物根系发育生
长区域，促进作物健康生长。

今年，邵阳县着力打造“高效节水”
农业新模式，示范推广该技术，取得理

想效果。村民陈润祥在谷洲镇中庙村
邵阳阳光蔬菜基地种植大棚蔬菜，并使
用了该技术。实践发现，地膜覆盖后不
仅减少水分蒸发，与之前的大水漫灌相
比，节水率可达70%以上。满足作物在
关键生育期“吃饱喝足”的需要，而且，
肥料通过滴灌管道，随水均匀地输送到
植株的根部，作物“细酌慢饮”，利用效
率提高20%以上，肥料使用量比传统方
式可减少一半。

为确保新技术更好地惠及种植
户，在推广使用中，邵阳县农技人员深
入试点的田间地头，一对一讲政策，手
把手传技术、解难题。县农业局还从
项目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项目建
设。目前，该技术逐步受到全县蔬菜
种植户的青睐。 （黄又生 肖晒军）

邵阳县推出“水肥一体化”新技术

本报讯 为确保农村贫困户危房
改造工作健康推进，邵东县根据市危
房改造工作安排，决定 10 月 26 日至
31日分12个督查组对各乡镇办申报
竣工入住的房屋进行全面验收。

今年以来，邵东县对贫困户危房改
造工作列入当前重要工作，要求各乡镇
场办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专职副书记具
体抓，并采取公开排名、全县通报、行政
问责的方法进行督查。对督查排名在

县政府新闻网上进行公开，对危房改造
工作在每月的工作调度推进会上进行
通报，对拖欠工程进度、建筑质量不达
标的进行问责。确保改善农村贫困户
居住条件，让群众住上安全房、放心房。

目前邵东县第一批农村危房改造
工程4383户到11月底将全面竣工验
收，第二批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6416
户，到今年年底将全部竣工验收。

（罗斌荣）

邵东首批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竣工验收

本报讯 10 月 25 日，武冈市地
税局扶贫工作组干部又一次来到结
对帮扶的马坪乡长源村，望着整洁靓
丽的农家院落，宽阔平坦的乡村公
路，错落有致的民房，扶贫组干部内
心洋溢着无比的喜悦。

今年以来，武冈市地税局扶贫工
作组进驻长源村后，积极帮助该村改
善生产生活环境。为实现“美丽乡

村”的目标，扶贫工作组出资 11000
元购置了350余个垃圾箱，安置在全
村 300 多户村民的家门口和主要村
道的两旁，还为村里制定了环境卫生
公约和村级保洁制度，添置了卫生洁
具和垃圾焚烧池，并安排专门保洁人
员。同时，筹措资金 20 余万元硬化
了村道，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资金100
余万元帮助村里进行农田水利改造，

改善了村里生产、生活排水设施。扶
贫工作组计划还将帮助村里将道路
和院落进行绿化，安装太阳能路灯，
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

“武冈地税局扶贫组进驻村里以
来，村民彻底告别了‘脏、乱、差’的历
史，村里的水变清了，地变净了，路变
宽了，村庄变美了，老百姓生活在一
个舒适、洁净、靓丽的生活环境中。”
该村在外务工多年的杨小武国庆节
回到家乡看着眼前的美丽家园，难掩
心中的幸福与喜悦。

（彭建军 刘序明 陈 飞）

武冈地税局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10 月 30 日，双清区云水铺乡云
水村四组李鹏飞的养鸡场热闹非凡，
鸡场中，工人们正忙着称重，装车，数
十位村民正忙着挑选着阉鸡。

2008年，李鹏飞放弃了在外打工
生涯，毅然选择了回家创业之路。在
亲朋好友的介绍下，他到一家养鸡场
干起了活。经过几年的学习，他逐渐
掌握了养鸡的技术。

2014年，李鹏飞利用自家闲置的房
屋，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第一批养了
2000只，作为致富的第一批鸡，李鹏飞
照顾得格外周到。他每天早上6时不到
就起床，跑到鸡场查看鸡饮水器、料槽情

况，观察记录鸡群活动情况。为了避免
病毒感染，他坚持每周至少清扫鸡舍两
次，消毒一次，定期接种疫苗；为了节省
开支，他还自种了玉米、萝卜、红薯等作
物。为了学习更先进的管理技术，他还
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请教，阅读各种养
鸡书籍资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呵护，
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尝到了丰收的甜
头。虽然小试成功，但李鹏飞并不满足，
今年年初，他又扩大了养殖规模。

然而，一场灾难不期而至，年初
一批鸡暴发球虫等疾病，喂了 3－4
周的中鸡开始大片死亡，损失惨重。
他心急如焚，几天没合上眼。在技术

人员的帮助下，经过治疗，挽回了部
分损失。虽然亏损严重，却没能打击
他创业的激情，在此次经验教训下，
他对鸡场的管理更加严格，再也没有
发生大面积发病死亡现象。

李鹏飞富了不忘帮助周边群众。
姚秋莲对养鸡颇感兴趣，因不懂技术，
未敢付诸行动。李鹏飞得知情况后，
主动与她沟通，确定好市场定位，不盲
目跟风。在养殖遇到难题时，李鹏飞
有求必应，义务进行业务指导。

由于李鹏飞的鸡管理得好，疫苗
接种齐全，村民买回去好喂养，深受
村民喜爱，被村民称为“鸡王”。目
前，鸡场存栏鸡 5000 余只，长势良
好，预计今年可获利十万余元。

云水村的养鸡王
张 伟 姚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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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31日，邵阳县粮食
局驻岩口铺镇皇安寺村工作队，采取技
术“联姻”、资金扶持、结对共建所起的

“帮扶效应”，在皇安寺村呈现了“人人议
脱贫、户户上项目”的脱贫攻坚新格局。

他们与县农技专家、种养专家“联
姻”开展雨露培训，结成帮扶对子，提
高贫困户的种养技能。该村贫困户胡
建军通过与县农业局进行技术“联
姻”，现已发展双季稻生产面积 240
亩；贫困养殖户简爱国通过与县畜牧
局技术“联姻”，彻底解决他在养殖上
的技术障碍。通过一年的驻村帮扶，
该村现已发展年收入上万元的家庭农

场36个、养殖户70余家，形成了以“一
户建一园、一园收万元”的种植养殖为
主导产业的脱贫攻坚新路子。同时，
在帮扶工作队员中开展“大走访、大调
查、大核实”活动，采取盯人、盯户、盯
项目的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上，政府
为每户贫困户注入扶助资金 2000 至
3000 元用于发展产业，为贫困户“输
血”。至目前，全村共投入政府扶助资
金26.9万元，极大调动了村民脱贫攻
坚的积极性，达到帮扶责任的全覆盖。

截至目前，该村新修村、组主干道
1公里，新打自来水机井一处，村里户
户用上了自来水。 （高春奇）

岩口铺镇开辟精准扶贫新途径

本报讯 10月30日上午，新邵县
陈家坊镇双江村按照“村规民约”对
10 月份各片区的环境卫生检查情况
进行检查评比。检查结果让人振奋：
全村垃圾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现象少
了，村民家的畜禽也自觉圈养了，村里
卫生环境大为改观。

双江村是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点。
今年年初，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结合实
际，将环境卫生、移风易俗、文明新风、
公共管理等纳入到了《村规民约》。在
环境卫生整治中，该村购置了4辆清运

垃圾车和280个垃圾桶发放给每户村
民家庭，并建立村民门前“三包”责任
制，实行公共场所“十不准”，成立了卫
生清洁清运队。村干部更是以身作则，
分四个片区负责环境卫生督促、检查工
作。同时，村里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集
体大扫除，开展一次卫生评比活动，评
定结果及时在村公示栏进行公示。

“自从环境卫生纳入村规民约后，
村民们都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爱
护卫生已成了大家的一种习惯。”村民
石坚兵笑着说。 （刘 波 刘志坚）

村规民约“约”出美丽双江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