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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患者突发重病，急需治
疗，又不宜长途跋涉转送上级
医院，怎么办？遇到这样的难
题，相信每一个患者家属都会
心急如焚、乱了方寸。因为那个
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必须
与时间赛跑！

武冈展辉医院自成立以来，
不断攻克技术难题，并坚持以武
冈市为区域中心，辐射绥宁、城
步、洞口等周边各县，有效解决
了一些急、难、重、险疾病的抢救
与治疗，为本区域内不便转运的
患者带来了福音。

脑梗患者重获新生

12 月 12 日，绥宁县武阳镇
大溪村50岁的李某蛟在家属陪
同下住进了武冈展辉医院。据家
属介绍，患者于12日上午7时许
上厕所后突发右侧肢体活动障
碍，无头痛及恶心呕吐不适，无
大小便失禁及意识障碍。

事发突然，患者在家未做
特殊处理，就被急送至当地医
院就诊。经检查，该患者患有多
发腔隙性脑梗死，立即转入当
地上级医院神经内科。经治疗
未见明显好转，家属要求转至
武冈展辉医院急诊，行介入取
栓术。

自患急性脑梗死以来，该患
者精神差、进食困难，后伴随大
小便失禁。武冈展辉医院立即对
患者进行身体检查，并实施了脑

动脉及颈动脉手术，急性介入
Solitaire 支架取栓术，成功取出
长约 1 厘米左右的血栓。术后，
患者逐渐恢复言语功能，行动能
力逐日好转，术后3天通过家属
搀扶即可下床行走。

头痛患者有惊无险

12 月 17 日晚，武冈展辉医
院收治了一名75岁的男性头痛
患者朱某。该患者来自武冈市
湾头桥镇石覃村，当天下午6时
许在劳动时突然出现剧烈头痛
伴有头晕，喷射性呕吐 6 次。经
医院检测发现，患者呕吐物为
胃内容物，无咖啡样物，无抽
搐，无畏寒发热，无咳嗽咳痰，
无胸闷气促，无吞咽困难及饮
水呛咳。

患者住院接受治疗后，医院
立即安排其做了头颅CT检查，
并转入神经内科进行救治。患者
自起病以来，精神差、未进食，大
小便未解，体重无明显减轻。经
进一步体测发现，患者体温正
常，血压有所升高。

院方立即针对该患者展开
会诊，确诊其患有左侧后交通动
脉瘤。

入院第二天，经全身麻醉
后，医院通过左侧后交通动脉瘤
支架辅助+栓塞术对患者进行
了治疗。目前患者恢复良好，肢
体运动自如，头痛、呕吐等症状
消失。

武冈展辉医院不断攻克技术难题——

救死扶伤闯险关
邵阳日报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欧阳飘

12月18日，冬日暖阳高照，隆回县
高平镇种粮大户江怀军在流转地里察
看冬种作物长势。今年，江怀军流转承
包了 1800 多亩耕地，发展规模化水稻
种植。该县大力推进土地流转，盘活农
村土地资源，发展家庭农场和农业专业
合作社，形成农业发展新业态。

隆回是农业大县，是辣椒、优质稻、
金银花、百合等特色农业资源的传统产
区。以往，千家万户分散种植，生产标准
化水平不高，产品品质千差万别，市场
竞争力弱。为推进农业向高效化、规模
化、现代化发展，该县出台了《隆回县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方案》《关
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管理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施的意见》等
规范性文件，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调
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土地流转机

制，鼓励农户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
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把零散的土地整合
成片，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为推进土地流转，隆回县大力实施
土地开发整理、农业综合开发、新增千
亿斤粮食产能田间工程，提升土地价
值，先后建好了荷香桥、三阁司、西洋
江、横板桥、南岳庙等乡镇的高标准农
业综合开发区和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
项目。该县还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承包
程序，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和土
地流转信息网络平台，5万人以上的乡
镇安排专门负责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工
作人员 2 名，5 万人以下的乡镇安排 1
名，每个村安排 1 名土地流转信息员，
构建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工作机制
和服务网络，引导土地流转规范化。

该县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资金、
技术、市场等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
置，加快了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提升了农业科技水平。在粮食生
产中，该县大力推广集中育秧、软盘抛
秧、机械插秧、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
等关键高产栽培技术，以及“兆优5455”

“兆优 5431”“泰优 390”“泰优 98”等优
质杂交稻新品种。

目前，该县流转耕地面积达 44.61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0.6%；参与流
转户数 6.86 万户，占总户数的 25%；签
订耕地流转合同2.58万份；全县有农业
专业合作社843家、家庭农场403家；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81万亩，施用配
方肥面积 91 万亩，有绿肥高产示范片
26个，施用绿肥面积达到18万亩，施用
配方肥2.15万吨。

隆回土地流转转出现代新农业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曹良海 孙中波

12月14日，记者获悉，湖南蓝印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被省民宗委认定为“十
三五”期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
企业。

近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邵阳
蓝印布花可谓喜事连连。9月底，湖南蓝
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罗
沙沙携邵阳蓝印花布项目参加湖南省
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获得创意组一
等奖；10月下旬，罗沙沙和邵阳蓝印花
布分获第五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的优胜奖和“最具品牌影响力”项
目（商工组）奖项；10月31日，邵阳蓝印
花布闪耀湖南出口产品暨邵阳优质特
色产品全球对接会，并获百万余元订单。

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三
力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8月，是一家传承、保护、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邵阳蓝印花布的现代文化旅游新型企
业。公司创始人杨彩虹是罗沙沙的母
亲。2013年，在邵阳县“迎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政策吸引下，杨彩虹在家乡开
启了她的蓝印花布事业新征程。

因母亲的缘故，罗沙沙从小就用蓝
印花布，对散发着古韵的靛蓝有深深的
情结。2011年，罗沙沙成为了邵阳蓝印
花布传承人。她大学学习艺术设计专业
毕业后，又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美国
加州大学等高校深造，致力于将靛蓝古
韵与时尚元素完美融合，让传统产业绽
放现代美感。

为解决蓝印花布生态染料的供给
问题，2013 年 9 月，罗沙沙先后六次带
人到贵州安顺等地的深山寻找野生板
蓝根种苗，并将种苗带回家乡种植。此
后，母女二人又在邵阳县3个村庄内打
造3个千亩种植园基地，专门种植染布

所需原料，并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
吸纳1600多名农村留守妇女从事原材
料种植和加工。2017年，湖南蓝印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先后获得“湖南省巾帼农
业脱贫示范基地”“湖南省巾帼巧手创
业就业基地”两项“巾帼”荣誉。

传承与发展永不止步。湖南蓝印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建设一个集
非遗文化制作传承、农耕文明博览展
示、民俗文化展示展演于一体的全国最
大的蓝印花布文化产业园。产业园占地
65亩，预计于2019年10月建成并投入
使用，将新增 300 多个就业岗位，解决
大量妇女就业和留守儿童“无妈照顾”
的问题。

母女两代人以执着和匠心让靛蓝
古韵展现现代时尚，传承了文化、成就
了事业的同时，也让众多女性在这个平
台上彰显巾帼之美。

千年靛蓝古韵绽放巾帼新风采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吴智睿

邵阳日报12月 20日讯 （通讯员
汤海浪） “感谢残联流动服务车上门
服务，为我们行动不便的残疾人配备辅
助器具……”12 月 17 日，收到隆回县残
联工作人员送去的新轮椅后，三阁司

镇中洲村肢体二级残疾人孙柳青激动
地说。

今年来，隆回县残联以高效优质服
务为重点，工作流程全公开，服务受理

“零推诿”，大力推行公开办、立即办、主

动办、上门办、跟踪办，即：凡涉及群众利
益的敏感事必须公开办，基层群众的急
事必须立即办，发现基层群众有困难要
主动办，残疾群众不方便来办的事要上
门办，对群众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正在
进行的待办事要跟踪办。该县残联还建
立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对群众所
需办理的业务和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
协调处理，实行“谁受理、谁负责，谁积
压、谁担责”，实行一日一清理“日接日销
制”，从而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公开办、立即办、主动办、上门办、跟踪办

隆回县残联服务群众“零距离”

邵阳日报 12 月 20 日讯
（通讯员 石国兴）“乔迁不讲
排场，但我们近期会在新办公
楼召开全体党员、村民组长、村
民代表会议，以崭新的精神面
貌投入到工作中去。”12 月 12
日上午，新宁县万塘乡高塘村
党支部书记黄代概说。当天，该
村“两委”和精准扶贫工作队带
上办公用品，从租用的办公室出
发，走进新的办公地点上班，算
是乔迁了。

2017 年，自原村部改建成
卫生室以来，高塘村“两委”只能
租用民房办公。经过一年的奋
战，新村部项目近日竣工，村“两
委”总算有了办公地。

“条件改善了，但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传统不能丢！”县住
建局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书记

李崇锦和村党支部书记黄代概
对乔迁一事早有打算。李崇锦
说：“要提倡文明新风，村‘两委’
就要做带头人，从自身做起。”他
提议，除了笨重物品请人搬外，
其余物品由大家自己动手、各负
其责，不留一张纸屑。

乔迁之喜，喜在村干部心
里。当日中午，在新办公楼食堂，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围
在一起，每人照例自掏腰包吃起
工作餐，以示庆祝。

按照当地风俗，无论是居家
或单位搬迁，举行仪式，搞个庆
典，少不了热闹一番。相比之下，
高塘村村部的乔迁不发一张请
柬，不插一面彩旗，不摆一盆鲜
花，甚至连放鞭炮也省了，虽然
少了些热闹味道，却吹来一股清
新之风。

这里的乔迁静悄悄

邵阳日报 12 月 19 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熊浩然 肖育德）
12 月 19 日，笔者从城步苗族自
治县民政局获悉，今年来，该县
以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治理为着
力点，推出“三化三关”举措，打
造公开、公平、诚信的“阳光低
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应退尽
退、进退及时”。

程序规范化，把好入口关。
该县坚持个人申请、村（居）初
审、乡镇初核、县民政局复核
审批等程序，办理城乡居民低
保；按照“四看四查四访”进行
量化核查，即看申请户房产、
看生活用品、看消费水平、看
身体状况等情况，查申请对象
家庭收入、查隐性收入、查就
业 、查 子 女 等 情 况 ，访 乡 镇
（场）、访村干部、访周边群众、
访亲朋好友，做到“核查必入
户 、逢 进 必 评 议 、要 保 必 听
证”，严把居民低保入口关。

操作阳光化，严格审批关。

该县坚持低保政策、低保程序、
低保审批“三公开”，做到政策、
过程、审批“三透明”，让最有发
言权的群众参与低保对象的资
格认定，凡不按程序申报、条件
不符、手续不全、群众有异议的
对象一律不批。

管理动态化，疏通出口关。
该县推行动态核查机制、救助
渐退机制，建立了居民家庭经
济收入核算比对平台，根据低
保家庭收入变化，及时办理增
发、减发保障金和取消低保手
续，将患重大疾病或遭受天灾
人祸的特困户纳入低保。对不
同的保障对象采取不同的补差
和动态管理方式，对有劳动力
接受培训、推荐就业后符合退
出低保的家庭，保留其3至6个
月的低保救助金。

目 前 ，该 县 共 有 4829 户
8140 名城镇居民、2261 户 5064
名农村居民享受了城乡低保惠
民政策待遇。

城步以“三化三关”

打造“阳光低保”

12月19日，洞口县竹

市镇市山村士山生态养殖

基地，该村党员罗丽芳（前

右）正在向村民传授养鸡

技术。近年来，洞口县引导

农村党员发挥“传、帮、带”

作用，在脱贫攻坚、产业发

展、科技示范、服务群众等

方面做表率，带领广大群

众共同致富。目前，该县通

过党员致富能人带领广大

村民创建养殖、种植等优

势特色产业基地158个，6

万余名村民通过发展种植

养殖业增收致富。

通讯员 滕治中 陈代水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