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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将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全面补齐生
态文明短板”……2017年，邵阳在“绿色生
态发展”的道路上，步伐迈得铿锵执着。

2017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
署，始终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
服务发展、服务民生为主线，着力解决了
一批影响当前和长远发展的环境问题，使
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面貌也发

生可喜的变化，环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绿色低碳环保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区域环
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实现了市域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坚守一方碧水蓝
天，生态邵阳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齐抓共管大格局正在形成

市委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重要讲话及党
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环境保护工作政策文
件精神作为中心组集中学习的重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专题听取
环保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环保工作，每年
都以工作调度会、下发督办函、开展专项
督查等形式，推动环保工作落实。

2017年，在市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基础
上，成立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将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市、县绩效考核体系。
市人大、市政协定期开展执法检查、民主
评议监督、“三湘环保世纪行”、环保专题
调研等活动，有力促进了环保事业的改革
发展。党委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
各界参与的环保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下转四版)

生态邵阳画卷徐徐展开
——2017年邵阳经济社会发展综述之六

记者 杨 波

今年77岁的傅秉黎退休前是洞口县
高沙镇中心小学高级教师。退休10余年
来，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社会公益事业，
走遍全镇4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德育教
育、法制教育；制作法制教育展板、设计
校园文化墙；调研留守儿童、帮扶贫困学
生、奖励优秀学生。人们称他为“不知疲
倦的老黄牛”。

目前，像傅秉黎这样的退休干部，邵
阳有近6万人，其中党员近4万人。为更
好地坚持以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统揽老
干部工作，促进老干部工作水平整体提

升，让这些有着深厚社会阅历、丰富实践
经验的老干部发挥余热，2016年11月市
委离退休干部工委正式成立。我市离退
休干部党建工作做法在全省离退休干部
党建工作推进会上推介并作典型发言，
老干部工作被评为全省绩效考核湘西片
区优秀等次。目前，全市设离退休干部党
（工）委13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605个，
让老干部们连片成林，成为社会发展的

“守护者”。

把落实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作

为首责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
工作，始终做到对老干部的历史功绩和
巨大贡献不忘，对老干部的优良传统和
崇高精神不丢，在政治上尊重老同志、在
思想上关心老同志、在生活上照顾老同
志、在精神上关怀老同志。市委常委会、
市政府常务会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离退
休干部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龚文密，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等市
领导多次出席老干部重要活动，对老干
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充分发挥牵头
抓总作用，制定了工作职责、成员单位职
责、议事规则，推动县市区成立离退休干
部工委，配齐离退休干部工委专职副书
记，建立工委工作述职评议制度。各级离
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纳入各级绩效考核、
党建工作考核和基层党委（党组）书记党
建述职内容。在离退休干部工委委员和
老干部局班子成员中开展“五联”、“六
一”活动。即联县区、联协会、联单位、联
社区、联支部；开展一次调研、讲一堂党
课、参加一次组织生活会、为老同志办一
件实事、支持开展一项正能量活动、总结
推荐一个先进典型。 (下转三版)

为党旗增辉 为夕阳添彩
——我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综述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许小松

为更好地宣传我市新形势下老
干部工作和离退休干部发挥正能量
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
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
的良好氛围，本报即日起推出《晚霞
辉映党旗红》专栏。

编者按：

1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武
冈市邓元泰镇，先后走访了渔塘
村、易地搬迁凤溪村安置点、邓元
泰镇中学等。这次走访，让我感受
到了这里的人们改变贫困状况及
公平享受公共服务之后的喜悦。

【镜头之一：易地搬迁

户的笑容】

1月10日上午，邓元泰镇凤溪
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住户
曹石林正在忙活过年的猪血丸子。

去年12月26日，24户99名
困难群众告别以前的破旧房子
搬住这里，曹石林就是其中之
一。当天，曹石林与前来道贺的
乡里乡亲一起分享入住新居的
喜悦。曹石林一家原来住在丰坪
村5组，并村后成为新凤溪村人。

“原来住的地方严重缺水、
交通不便，离村卫生室和学校又
远，很不方便。住进宽敞明亮的
新房，我非常高兴。”曹石林露出
灿烂的笑容。

曹石林84岁的岳母蒋南芳
看着客厅、厨房、卫生间配备齐
全的新房，高兴地说：“以前四世
同堂，一大家子挤在经常漏雨的
简陋屋子里，做梦也想不到今天
能住进这样好的房子。”

【同期声】 武冈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克俭

这些年来，武冈致力于推进
“三保障”来破题精准扶贫，实现
农村居民居有所居、病有所医、
学有所教。在易地扶贫搬迁上，
采取统规统建模式，共完成5.12
亿元工程量，全面建成2525套、
能安置8372人的19个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农村危房改造
方面，创新“六统一”模式、“四步
走”办法，在 2016 年全面完成
5479户D级危房（含无房户）改
造攻坚行动的基础上，2017 年
发放补助资金 4359.97 万元，完
成1519户农村C级危房改造。

【镜头之二：耄耋老人的

笑容】

1月12日上午，邓元泰镇渔
塘村村医李顺生对12组村民曾
玉英做了问诊回访。

曾玉英今年已经86岁，患有
高血压、支气管炎和关节炎，风湿
严重，还有大脑出血的早期症状。

“以前，村里看病很不方便，
动不动要跑到城里去。都是些小
毛病，这样折腾划不来，也耗不
起。”曾玉英说。

说起如今的村卫生室，曾玉
英笑着赞不绝口：“新修的村卫
生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现在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再也
不用跑远路去县城医院了。”

【同期声】 武冈市委副书
记曹红旗

近年来，武冈普惠型、兜底
型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相
继展开，创造了“武冈解法”。
2014年，武冈市开创了“健康按
揭”的模式，开始对每个村卫生
室进行预算投资建设。同时推动
医疗资源下沉，带动提升村级医
疗水平。目前，武冈市 299 个行

政村已实现标准化村卫生室全
覆盖，村民小病不出村。12大类
43小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在武冈的广大农村落地，极大缓
解农村群众就近看病之难。

【镜头之三：回乡读书

孩子的笑容】

1月7日，周末，邓元泰镇中
学初中 162 班学生夏杰给远在
广东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了
自己一周的学习生活情况。

1 月 10 日，夏杰告诉记者，
给父母打电话是他每个周末都
要做的一件事。夏杰之前一直跟
随父母在广东肇庆市就读，去年
秋季开学选择了回乡读书。

他的母亲方芳在电话里说，
当时在做出选择时也比较矛盾，
后来回家确实看到了家乡学校
的变化，条件改善了，孩子回家
读书也可以放心了。

就这样，夏杰成为武冈“外
流生源返流”现象中的一名普通
学生。

说起学校寄宿条件，夏杰高
兴地说，自己住在学生公寓楼，
有卫生间、洗漱间，生活很方便，
爸爸妈妈可以放心了。

【同期声】 武冈市副市长
李巧云

为解决城乡教育的欠均衡发
展带来的系列现实问题，让农村孩
子一样享受公平教育机会，2016
年3月起，武冈市在全面薄改的基
础上实施新一轮薄弱学校改造，
简称“新薄改”。截至目前，武冈已
完成投资4.5亿元，建成标准塑胶
运动场13个，建成校舍190余栋，
面积9.6万余平方米。每所学校还
配置足量图书，采购安装体育设
施设备，为实验室、音乐、美术、计
算机等功能室按标准配备了教学
仪器设备。农村学校条件改善后，
一些曾经因乡村教学条件落后而
远赴市区或外地就读的学子，重
新回到了乡村学校就读。

扶贫路上看“三笑”
记者 曾 炜

本报讯 1 月 13 日，我市大气污染
防治专家咨询会召开，环保部、北京市和
省环保厅、省气象台5位专家对市内大气
污染的成因进行了会诊，对我市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专业性、针对性
意见建议。市领导周国利、蒋志刚、李放
文及三区政府、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目前我市建成区面积72平方公里，
建有5个空气自动监测子站。从近三年的

监测数据来看，我市环境空气中的主要
污染物是 PM2.5、PM10、SO2；从地形地
貌看，我市处于娄邵盆地谷地，背倚雪峰
山脉，地形呈口袋状，外来污染和本地污
染不易扩散；从风场图可以看到，我市处
于西南气流和北气流东风交汇处，容易
形成相持的静稳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
物扩散。

与会专家以基础数据为支撑，分别从
我市地形、气候条件、环境容量、生态等方

面，指出了我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需要解
决的问题，并针对我市当前大气污染现
状、潜在污染威胁及长远发展趋势进行了
讨论。分别从污染源产生、产业结构调整、
城市规划布局、体制机制创新、城市管理，
加大工业排放、扬尘、燃煤治理力度等方
面提出了专业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周国利表示，邵阳将以铁的决心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把专家们开出的“药
方”，变成具体管用的措施，在落实群防
群治、强化精准管理方面持续发力。希望
各位专家提供支持与帮助，助力邵阳改
善大气质量工作。 （记者 杨 波）

环保专家“会诊”我市大气污染成因

“自己一个人富不算富，带领

贫困户走出困境 才 是 真 正 的

富。”1月12日，新邵富翔农林公

司负责人谢爱军慷慨激昂地说。

该公司位于新邵县新田铺镇，是

一家集产业建设与生态旅游为

一体的现代农林科技企业。如今

在新田铺镇的严村、双井、六房

头、石马江、新光等11个自然村，

与1001户贫困户（3250名贫困人

员）签订了协议，采用土地流转入

股的合作模式共同发展经济，栽

种油茶4680余亩。2017年已发放

预付分红款60多万元。图为谢爱

军（左一）指导贫困户王必生（左

二）种植油茶树苗。

杨敏华 谢迎春 摄影报道

带领贫困户走出困境才是真富

知屋漏者在宇下。我们

就是要在准确把握人民群众

意愿的前提下去办事，绝不

能糊里糊涂办群众不满意、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群众是

“愁”还是“笑”，其实是政策好

不好、措施到不到位最好的回

答与检验。笑，就说明政策好，

给群众带来了利益，增加了

获得感；愁，就说明工作需要

改进和完善，或者政策执行

和落实还不到位，不能为老

百姓带来红利。脱贫攻坚工

作尤要以群众的表情作为镜

子，要杜绝让群众伤心的事

发生，要多一份为民的情怀，

真正为群众谋利益、添福祉，

让笑容写在群众的脸上。

■南水千亩鱼塘奏响奔富脱贫乐曲
（二版）

■退伍军人申旺入选“中国好人榜”
（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