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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村里发展光伏发电，分
红 600 元……终于脱贫了。”1 月 10 日，
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村的曾大伯高兴
地说。这是该县发展特色产业扶贫助
推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去年来，新邵县着力实施精准扶贫
战略，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助推贫困群
众致富。为了确保产业扶贫落到实处，
该县实行县级领导干部联点责任制。
40余名县级领导干部分头联系15个乡
镇和88个贫困村，每名县级领导干部联
系1至2个贫困村，结对帮扶3至5名贫
困户。县直135个机关事业单位全部抽
调作风过硬、经验丰富的副职担任贫困
村第一书记，所有班子成员开展“一对
一”结对帮扶。规定驻村帮扶工作队逐
一制定帮扶措施，确定扶贫产业，实行
一户一策。

县里立足本地资源和传统产业优
势，确定以中药材、猕猴桃等十大特色产
业为扶贫主导产业，形成“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新格局，每个乡镇发展一个主导
产业，每个村培育一个拳头产品，帮助每
个贫困户掌握1至2项实用技术。按照

“四跟四走”的思路，依托常春藤药业等
农业龙头企业，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
和股份合作等方式，扶持贫困农户大力
发展中药材、生猪、猕猴桃、糯米水酒、油
茶等产业。全县共投入重点产业扶贫资
金4000余万元，发展油茶1.5万亩、猕猴
桃3000亩、生猪养殖5000余头，惠及127
个村4041户12160名贫困户。

县里还依托国家级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湿地公园三个“国字号”旅游资
源，提出“全域旅游助推脱贫攻坚”的思
路，确定发展100家农家乐、100个乡村
旅游服务区（点）、100 家旅游企业。同

时，稳步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全县确定帮扶127个贫困
村建设30-50kw分布式光伏发电站，通过小额扶贫贷款
等方式帮助2000个贫困户建设拥有3-5kw资产权益的
光伏电站。现已建好 10 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总投资
360万元，发电总容量达到380多千瓦。

（罗亮红 李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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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县林业局为我们扶贫挂点村
投资48万元创办400亩油茶林基地，全村贫
困人口可望通过油茶林经济实体年人平创
收4万元以上……”1月10日，城步苗族自治
县五团镇石空村支部书记李德国介绍。

2016年，城步完成造林绿化5.1万亩，森
林资源蓄积量增至1207万立方米，增加103
万立方米，增长率在全市排名第一。全县林
农林业生态扶贫受益资金 6400 万元，受益
建档立卡贫困户 9624 户，户平受益 6650
元。依托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金童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

湖国家湿地公园和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
个“国字号”生态平台，接待游客80万人次，
创生态综合旅游收入5.5亿元。

近年来，城步多方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造
林。通过转移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户的工资
性收入。全县114户500余名贫困群众受聘
于大户造林或油茶行业务工创收1000余万
元，年人平创收2万元。从2016年10月1日
起，全县聘用 262 户特困户就近参与护林、
335 名公益林护林员承包护林、354 名国有
林场待岗人员安置充实到护林和营林生产
一线。951 户 3000 余名困难群众拥有护

（营）林工资收入直接脱贫。通过落实直补
政策，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该县去年兑付
国家下拨公益林、退耕还林等补偿资金2130
万元。通过林地流转，增加农户财产性收
入。该县实现林权流转宗地4579宗15.1万
亩，交易金额1.6亿元。办理林权抵押业务
3008宗5.9万亩，金额2.7亿元。

城步还积极向上级申报涉林项目，大力
实施项目兴林，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助农增
收。2016年，该县申报涉林项目41个，惠及
全县13个乡镇（场）、192个行政村（居）、1.9
万余户林农。 （马 晶 戴龙柱）

城步推进生态扶贫打造“绿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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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两江两岸桥梁景观照明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连日来，在邵

水桥和资江一桥上，施工人员正在更换安装景观照明灯。图为1月

13日上午，工人们正在资江一桥上安装中国结形状的景观灯。

伍 洁 摄

“几十年来我没有做出什
么大的好事，但只要有空、有机
会我就会做一些小事情。这就
是我的心愿。”1月12日，64岁
的刘光达为了更广泛的参加一
些公益活动，又加入了“市大邵
公益志愿者联合会洞口分会”。

刘光达 1952 年出生在绥
宁县原梅坪乡飞蛾村。该村非
常偏僻，但是群山环绕，茶叶、
药材资源丰富。刘光达的祖辈
都习得中药，为乡里乡亲治
病。受其影响，刘光达熟知中
草药知识，且“爱好”帮助别人。

刘光达退休前是绥宁县天
然物产开发公司经理，一心扑
在工作上。作为一位经理，他
并不富裕。为将中药与茶叶结
合起来，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
研制出了“天然保健茶”。1996
年 4 月，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
专利，刘光达因此在当地小有
名气。

刘光达让周围群众刮目相
看的，是他的热心。农村里有
些人文化程度不高，出门办事
很多时候很为难，需要有见识、
有经验的人指引、代劳。刘光
达总是尽量帮忙。农村里有些
困难户，家里缺衣少食，他都会
去捐些财物。村里少数留守儿
童，不听话不愿意去上学，还在
外滋事，甚至出现打架斗殴等
情况，刘光达总是严肃教育他
们。邻里之间偶尔发生小纠
纷，他会亲自上门帮助调解。

这都是一些小事，但刘光
达在这“好管闲事”上真正做到
了几十年如一日。退休后，时
间更充裕了，他劲头更足了。
去年10月，刘光达得知市区举

行第二届“爱老孝老”大型系列
公益活动，便自费从绥宁赶来，
当起了志愿者。“我做这些事情
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图个自
己喜欢。能帮助别人让我感到
很高兴。”刘光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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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盼望已久的职称制度改革，终于
有了重大进展。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顺应群
众长久关切，彰显让职称同人才相称、与时代同步的
改革方向。

作为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基本制度，职
称制度曾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选拔和培养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一些弊端近年来也逐渐暴
露出来，尤其是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让专业
技术人才叫苦不迭，也让职称制度变了味、走了形。

同时，现行的职称制度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其存
在的行政干预严重、评审过程僵化、评审标准一刀切
等问题，已成为很多专业技术人员成长出彩的“绊脚
石”。现实中，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教学能力再强的
老师也难突破“不发论文休评职称”的硬杠杠，连奥
运冠军也不得不为评职称奔波。很多专业技术人员
为评职称而在与本职工作并无太大关系的外语、计
算机和发表论文上耗费了大量精力，这不仅背离了
职称评定的初衷，更阻碍了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冒尖。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加快职称制度改革步
伐，“不拘一格降人才”，让职称制度回归本来面目已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一方面是
要让职称制度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各行各业
人才成长的需要，坚决抵制用同一个模子衡量、评价
和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是要让职称制度真正实现政
策、标准、程序和结果公开，避免职称评审权力寻租
和行政化倾向，让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不用求
人找关系就能享受到职称制度带来的福利。

尚贤者，政之本也。对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中
央态度十分明确，期望改革举措早日落地，成为专业
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的助
推器，让职称同人才相
称、与时代同步。

让职称制度回归本真
张 建 徐 博

本报讯 1月3日，市食安委
检查组深入双清区各乡镇现场察
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建设情
况及资料台账后，对双清区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予以肯定。

近年来，双清区结合创“国
卫”工作，深入开展“三小”专项整
治、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四查”行动、食用农产品抽检
工作等，并全力做好重大活动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2016

年，该区“三小行业”专项整治行
动下达整改意见书1100余份；对
辖区内学校食堂和小卖部进行了
多次专项检查，整改学校及托幼
机构食堂64家；加强对辖区范围
内农贸市场、超市的食用农产品
抽检，有效加强监管，让广大市民

“菜篮子”安全有保障。
2016年，双清区未发生一起

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吕海玉）

双清区盯紧舌尖上的安全

边 鼓 录边 鼓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