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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笔者下乡拜年，发现某些
村的村务公开栏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内
容陈旧，没有及时更新；有的写了几句标
语，流于形式，走过场；有的数目明细不
清楚，让人雾里看花；有的字迹斑驳，模
糊不清，村务公开成了“空开”。

村务公开成“空开”，损害了基层干部
形象。村务“空开”的原因是什么呢？笔
者以为还是一些村干部没有认识到其重
要性引起的，部分村干部认为农民文化水
平不高，没有必要在村务公开上下大力

气、做真文章，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
众所周知，村务公开是目前农村民

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村民对村务实
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对于宣传党的
农村政策，梳理村民的不良情绪，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村务公开是连
接村民与党和政府的“连心桥”，是打开
村民心结的“金钥匙”，是缓解村民和村
干部关系的“粘合剂”。村务公开搞得
好，透明度高，群众心里就亮堂，埋怨就
少、信任就多；怀疑就少，理解就多。倘

若敷衍塞责，往往就会导致矛盾重重，影
响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如何将村务公开落到实处呢？笔者
以为第一，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包
括基层政府，务必将村务公开作为一件
大事、实事、急事、要事来抓，切不可掉以
轻心，更不能马虎行事；第二，加强对村
务公开的监督，将村务公开作为村级工
作考评的重要内容对待；第三，由专人负
责，将责任落实到个人，确保及时、准确、
高质量地完成村务公开。只有这样，农
村工作才能开展容易、效果显著，农村才
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村务公开岂能“空开”
毛雨晴

本报讯 2 月 20 日，记者
从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局今年
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全市人民
生活、生产安全。

今年市水利局将层层签订
责任状，确保防汛抗旱责任全
覆盖；深入推进防汛培训、演练
和宣传工作，把防汛演练的触
角全面延伸到12个县（市、区）
所有村组、危险点；同时确保全
市所有山洪灾害易发点的防汛
物资储备到位。

今年要对全市防汛安全隐
患点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是
对城区4个排渍站、大中型水库
等重点防洪设施进行汛前检

修；加强水库防洪调度，尽快完
成全市所有大、中型水库水位
统一监测系统建设，逐步向小
水库拓展。

为守住安全度汛这道关，
我市将加快推进基层防汛体
系建设，全面解决山洪易发乡
镇和村组防汛办机构、人员、
场所等经费开支；对 299 个山
洪易发村做到“一村一预案”、

“一组一喇叭”、“一户一明白
卡”，彻底解决老百姓“不晓得
要跑、不晓得往哪跑、没人帮
助跑”的问题；对全市 1000 多
座小型水库及骨干山塘实行
标准化管理。
（曾书雁 尹华增 梁翔宇）

以更严的要求确保安全度汛

“2016 年，我的 10 余亩水塘，收入 20
多万元，感谢农技推广人员为我作技术指
导、提供信息。”2月21日，邵东县周官桥
乡养殖户肖旭虎高兴地对前来参观学习
的人说。

近年来，邵东县通过实施基层农技推
广补助项目，稳定了农技推广队伍，提高
了农民科学养殖技能，促进农民增收，有
效推进养殖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强化学习，不断提高农技人员

专业技术水平

为提高农技人员专业技术能力及服
务水平，县畜牧水产局每月组织农机推广
员集中学习一次；邀请省、市专家到该县
开展技术培训2次，选派农技指导员参加
省局组织的指导员培训 6 期，培训 28 人
次；开展农业科技网络书屋业务学习竞赛
活动；举办业务知识考试，考试成绩直接
与绩效考核挂钩；鼓励干部职工参加执业

兽医、行政执法等各类资格考试。

多措并举，力求科技推广促进

农民增收实效

完善信息化技术推广设备。该县所
有乡镇动物防疫检疫站均配备了电话、电
脑、打印机、快速检测箱等。发布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以农业部和湖南省主导品种
为基础，组织畜牧水产专家开展产业调研，
共筛选主导品种7个，主推技术13项；开通
农机推广专线，为全县养殖户免费提供养
殖技术咨询；发放养殖服务便民卡520余
张，方便养殖户联系咨询；编纂养殖业实用
技术资料，印刷1万余册，分发到养殖户手
中；建立邵东县养殖业技术服务微信群、
QQ群，及时发布养殖业政策、技术和产品
供求信息，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开展
入户指导，农机推广员全年入户技术指导
3200余人次，解决技术难题200余个；利用
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农业局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残联培训等平台，大力开展畜
禽水产养殖员培训，共开班 15 期，培训
1052人次。

示范带动，努力提升养殖业科

技含量

经过严格筛选，该县遴选养殖业示范
户98户，通过对示范户的业务技术指导培
训，大幅提高了示范户养殖技能水平。科
技示范户邵东四季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
邵阳市生猪标准示范场，农技指导员陈立
新经常在该场周边对养殖户进行田间学校
式培训，带动5个养猪户开展标准化生产，
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廉桥镇炉前村泥鳅
养殖专业合作社，2016年示范稻田综合种
养和泥鳅精养，实现产值70万元，利润20
余万元。该合作社向周边15个水产养殖户
无偿提供苗种放养、饲养管理、鱼病防治和
产品销售等全方位服务，带动他们共同致
富，成为农技推广示范的楷模。

为养殖户插上腾飞的翅膀
刘昭云 谭科银

本报讯 2 月 23 日，隆回
县林业局为立档建卡贫困户免
费发放15万株油茶苗，帮助他
们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加快
脱贫步伐。

隆回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自 2015 年来，县委、
县政府把种植油茶作为产业扶
贫的重要手段来抓，并要求对
口帮扶单位的干部职工帮助贫

困户每户种植 5 亩以上的油
茶。考虑贫困户经济困难，为
他们发展油茶产业免费发放
15万株油茶苗。与此同时，为
加大油茶技术指导力度，该县
组织100名专业技术人员进村
入户逐地块进行技术指导，指
导贫困户科学种植、管护油茶
生产。

（杨贵新）

隆回：为贫困户免费发放油茶苗

本报讯 2 月 18 日，邵东
县灵官殿镇在全镇经济工作会
议上，向81位村民小组组长颁
发了“优秀村民小组组长”的荣
誉证书。

灵 官 殿 镇 目 前 共 有
1089 个村民小组。多年来，

“小组长”上传下达，既是党和
政府政策的传达者，又是执行
者，同时又是村民致富脱贫的
带头者。为管理好这支队伍，
灵官殿镇党委政府于 2016 年
上半年出台了《组长管理办
法》，将最基层的小组长纳入到
制度笼子里，让组里的财务管
理，具体政策的实行以及为组
里百姓提供服务都有章可循，

有规可依。
在灵官殿镇，村民小组组

长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涌现了一
批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思裕
村6组组长敬新连今年64岁，从
1985年开始任村民小组长，任
职32年来，每年组里的环境卫
生等各项工作都圆满完成，同时
在调解纠纷方面做到了矛盾不
出组。他还坚持义务帮助组里
的“双残户”敬江华、张文兵种
田，两位老人对他十分感激。

敬新连代表全体组长承
诺，将继续坚守组长岗位，当好

“服务员”，为基层各项事业贡
献自己的力量。
（曾书雁 宁建华 赵金雄）

灵官殿镇：村民小组长乐当“服务员”

2 月 27 日，隆

回县小沙江镇农机

手邹赞和在蔬菜大

棚内翻耕土地。立

春过后，该镇农机

手受雇于产业基

地、农场或农民专

业合作社翻耕土地

种植中药材、水果

和蔬菜等高效种植

业，掀起春耕生产

高潮。

贺上升 李腊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2 月 16 日，隆回
县金石桥镇开展农村党员春训
活动，该镇农村党员、村干部共
700余人参加了培训。

这次农村党员春训内容重
点是农村果木种植、家禽养殖、
特色农业开发、产业化经营、劳
务技能等方面的知识，以帮助
农村党员掌握实用技能，不断
提升带领群众发展经济、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能力。同时开展
党性教育，切实增强党员的党
性修养和廉洁自律意识。并对
农村党员宣讲政策法规，让他
们学习了解村民自治、土地流
转、森林保护、环境整治、维护
稳定等与农村农民农业联系紧

密的法律法规，以及精准扶贫、
农村低保、惠农补贴、农村医疗
救助、危房改造等方面的惠农
政策，切实增强农村党员依法
办事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在集中培训农村党员的基
础上，该镇创新培训方式和手
段，依托“三会一课”，采取集体
党课、座谈研讨、田间课堂、巡回
宣讲等方式，对农村党员应训尽
训。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农业产
业化基地、科技示范基地、农民
合作社等开展实践教学，组织本
地区的致富能手、种养大户和科
技致富带头人、返乡流动党员骨
干现身说教，切实增强培训的实
效性。 （曾书雁 贺上升）

金石镇开展农村党员春训活动

本报讯 2 月 25 日，邵阳县岩口铺
镇如意村李志新的 3 亩多油菜地里，三
个 60 多岁的留守老人忙得热火朝天，或
喷药、施肥，或锄草、理沟……他们分工
明确、协作有序，大家有说有笑。李志
新高兴地说：“多亏了大家的帮忙，一个
上午就把我这 3 亩多油菜地的农事全部
做完了。”

今年春耕生产开始后，岩口铺镇积极
引导留守老人发扬互助精神，由相邻相近
的农户自由结合组建“留守老人春耕互助
组”，“抱团”闹春耕。在耕种上相互帮工，
在技术上相互交流，在农具使用上相互调
剂，改变了春耕生产单打独斗的局面。他
们在集体“打捆”完成全部队员春耕生产
的基础上，由组长带领，还可以就在家门

口当起“钟点工”，既帮助种养大户和农业
企业解决了人力不足的困难，又在家门口
实现了就业，增加了收入。

“有了互助组，农忙时节大家互帮互
助，一起有说有笑地干活，不但活干得快，
还增进了邻里间的感情，凡事都多了几分
关照。”尝到了互助甜头的留守老人李社
成说出了大家对互助组的肯定。

据悉，该镇现有 60 岁以上的留守老
人6000 余人，自主组建互助组400多个，
活跃在春耕生产第一线。

（高春奇）

岩口铺镇：“抱团”互助闹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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