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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存在勘测
设计费不足、施工技术不先进、管理体制不
健全等问题；城市供水存在取水违规、政令
不畅、体制不顺等问题。为此，建议推进项目
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不断提升行业服
务水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群众饮水
安全，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一、落实备案制度，建设治污工程

供水节水方面。要全力推进桂花渡水厂
扩建工程，开工建设白马加压站，新建供水
管网20公里，改造老旧供水管网10公里；推
进我市第二水源及东部城市群供水一体化
工程前期立项等相关工作；加强水质监测，
逐步淘汰不符合二次供水标准的供水设施，
新建二次供水设施严格落实备案制度，确保
供水安全。扩大节水单位考核范围，实现年
节水量350万立方米以上目标。污水处理方
面，全面落实河长制等，推进市本级饮用水
源保护区范围内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二、科学设计项目，严把工程质量

在项目审批中，突出重点项目：饮水严
重不安全地区的项目、能连片集中供水的项
目、群众要求强烈且自筹能力较强的项目、
基层政府积极性高的项目、依托现有水厂进
行改造扩建的项目、前期工作扎实的项目。
严格“四制”管理，规范组建项目法人，择优

选择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杜绝无资质、不诚
信、没有施工能力的单位参与项目建设；严
控严管，切实强化审查审批、招标投标、资金
使用、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管理，严格执行
各项管理规定和规程规范，确保工程、资金、
干部、生产“四个安全”。

三、加强水源保护，确保安全用水

一是保护好饮用水源：划定供水水源保
护区，加强水源地周边环境的保护，防止污
染，防止乱打井超采地下水造成水量不足，
或引起不同含水层水质混合，造成饮用水中
氟砷等有害物质超标，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好饮用水源。

二是严把水源工程关：建立在水源工程
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
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
染，确保水源水质符合国家饮水卫生标准。

三是强化水质监测：加强对供水水源地
的监测工作。建立健全严格的水质检验制
度，防止水的污染，及时全面掌握水源水质
的动态变化特征，为水源水质的准确评价和
水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水源污染防治提
供准确可靠的数据依据。

四是动员用水户参与管理：管好用好工
程，确保工程可持续利用，要广泛进行社会
动员，对工程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工程建
成后的水价，让用水户广泛参与评议，征求
他们的意见，尊重群众意愿，得到广大群众

的认可。在选择技术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当
地的管理条件和居民对水价的承受能力，在
保证供水质量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管理简
便、运行费用低的技术方案。在工程开工以
前，要明晰所有权、落实管理体制与运行机
制，明确水价和收费办法及服务体系，确保
供水工程良性运行，持久发挥效益。

四、加强运行管理，实现长期效益

一是明晰产权，落实管理主体。按照谁投
资谁所有的原则明晰水厂产权：国家和各级财
政投资部分属国有资产，产权归国家所有；群
众自筹、社会投资部分产权归投资者所有，在
明晰产权的基础上落实管理主体和管理人员。

二是推行专业化水厂运行管理模式。通
过水厂经营权的承包、租赁，把水厂经营交
给具有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团队进
行运行管理，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保
证水厂长期发挥效益。可以把规模集中供水
工程由基层水管机构（乡镇水管站或灌区管
理所）负责管理，配备专业管理人员；也可以
采取租赁方式实行企业化管理；或者由县市
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

三是建立长效管理考核机制。把农村饮
水安全供水规模3000人以上工程的整章建
制、运行机制、财务状况、水价核定、水质检
测与监测、资料整理等进行年度考核，为规
范化管理提供机制保障。

（作者单位：邵阳市统计局）

◆深度观察

我市饮水安全问题的建议
童 纪

据媒体报道，部分地方政务服务窗口
实行“只跑一次”，可谓使尽浑身解数，可结
果并非如人所愿，甚至引起老百姓反感。原
来，本来一周可以办结的证件，没想一两月
都送不到老百姓手里，群众满意度大打折
扣不说，还影响党和政府信誉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定了规矩就要照
着办。能不能做到懂规矩、守规矩、按规矩

办事，是检验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实
际上，办理民生实事，不但要落实好“最多
跑一次”，更要把握好时间期限，做到立即
办成事。倘若“最多跑一次”成了形式主义
新变种，那么后果或许更让人反感。

应该说，倡导“只跑一次”，对于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效
能、提升窗口形象，特别是对根治懒政、惰

政等“为官不为”顽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党员干部变相使出
怪招，承诺“只跑一次”，但实际上在办理过
程中超出规定时限，甚至不了了之，着实令
人担忧。

落实“只跑一次”，其实质在于强化办
事机关的服务意识、服务效能、服务质量，
让群众在服务平台都能实现“一次办结”，
全面畅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因此，各
级各部门要真正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
以上率下，一级一级抓好落实，让党员干部
在“只跑一次”中跑出速度、跑出质量、跑出
满意，这才是“只跑一次”的初衷。

（作者单位：武冈市畜牧水产局）

◆群言堂

“只跑一次”应立即办成事
胡南春

年终岁尾，春节临近，但见喜庆祥和中
透着一股股清新纯正的气息。各单位开展
廉政教育、传导警示信号；各级纪检部门加
大巡查力度，严防“四风”反弹。餐馆酒楼也
低调了许多，推荐的是适合大众消费的实
惠型年夜饭套餐；节日市场的豪华高档礼
品少了，陈列的是价格实惠、节日必需的年
货……崇廉尚俭、清风习习，已悄然成为节
日的新常态。

然而，也曾听到有人质疑：如今倡导移

风易俗、清廉过年、文明过节，叫停公款贺
卡，禁止迎来送往，查处“舌尖上的腐败”，
少了公款吃喝，少了铺张浪费，是否冲淡了
年味、疏远了亲情友情？为此，笔者要说的
是，崇尚清廉过年，抛开了过度的物质欲
望，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人情困扰，远离了酒
席盛宴的喧嚣，剪除了利益的纷繁和越界
的念想，非但不会冲淡年味，反而营造了节
日的暖意、回归了年的原味、增添了亲情友
情的纯真。

人间岁岁过新年，最是回家情更切。团
圆是春节千年不变的主题，常年奔波各地
的人们，辛辛苦苦忙一年，临近春节，不顾
春运的拥挤，不计旅途的劳顿，千里迢迢赶
回家，为的是一个“团圆”。借此机会，去陪
伴父母，看看双亲的苍老容颜；去聚首亲
朋，听听亲人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去寻根问
祖，寄托对先人的无限缅怀……这才是年
的味道，也是团圆的真义。

因此，愿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少些奢
靡之气，多些清新之风；少些迎来送往，多
些殷殷陪伴；少些推杯换盏，多些真情至
爱。这，既是父老乡亲的热切企盼，更是党
风正、民风纯的生动体现。

（作者单位：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廉 风 吹 来 年 味 纯
刘克勤

我市地处湘中偏西南、资江
上游，东抵衡阳，南接永州、桂林，
西连怀化，北邻娄底。自春秋战国
始建城，迄今有 2500 多年历史。
总人口830万、为湖南第一，总面
积2.1万平方公里、居全省第二。
去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下发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总体方案》，正式批准我市纳入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那
么，我市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具备
哪些基础和优势呢？

一是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交
通区位条件。我市处于湖南地理
中心和湖南“一带一部”环长株潭
经济圈至大湘西经济圈的过渡
带、湖南北部地区到南部地区的
接合部，区位优势明显。现有沪昆
高铁、洛湛铁路两条纵贯南北、横
穿东西的国家铁路大动脉，基本
实现了一小时到长沙、两小时达
武汉、三小时抵广州；贯通邵阳东
部城镇群的怀邵衡铁路已通车运
行，大大缩短邵阳到广东、贵州方
向的时间。建成沪昆、二广、邵衡、
洞新、邵坪等高速公路，实现了

“县县通高速”。武冈机场于2017
年建成通航，开通至北京、郑州、
重庆、深圳、昆明、长沙、海口等重
点城市的航线。根据国家“十三
五”交通规划确定的项目，未来我
市将形成以沪昆高铁、呼南高铁
为基础的“三纵三横二连”高铁线
路，以沪昆高速、二广高速和呼北高速为基础的“三纵三
横两连”高速路网，以“一东一西”两支线机场为核心的航
空网络。同时，我市海关商检通关服务中心、火车站综合
客运枢纽、邵阳东货场等关键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建设，物
流运输状况将大大改善，“海陆空”一体化的全国区域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正加速建设。

二是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我市曾经是全国“三线”老工业基地和湖南省工业重镇，
全国41个工业门类中，我市就有39个，其中印刷机械、纺织
机械、医药化工、液压件、航天工业等支柱产业在全国有影
响。隆回是全国金银花之乡和全国GAP栽培示范县；邵东
廉桥中药材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南国药都。我市是全国重要
的特种纸产业基地、全国最大的小五金（含打火机）生产基
地；毛发制品是全国最大的原料集散地，拥有行业第二的阳
光发品有限公司；皮革及制鞋业也处于国内知名、省内领先
的地位，拥有规模居全国第二的立得皮革公司，为耐克、阿
迪达斯等知名品牌代工的九兴连泰鞋业等等。

三是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丰富资源。我市有五大资
源优势，一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湖南省人口第一大
市，且曾为老工业城市，储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产业技术
人员，对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市
100多万邵商遍布全球各地，拥有4万亿的总资产。二有
丰富的矿产资源，石膏矿远景储量有4.4亿吨，工业储量
为1.2亿吨，邵东县是全国八大石膏矿产地之一。三有丰
富的农产品加工资源，有周总理题名的雪峰蜜橘，有武冈
卤菜、新宁脐橙、隆回金银花、邵东黄花菜等享誉国内外
的品牌产品。四有丰富的电力资源，已建成和在建风电项
目总量居全省第一，装机容量共计60万千瓦，占全省总
装机三分之一，已成为“全省风电第一市”。五有丰富的林
业资源，是湖南四大林区之一，农林、水资源充足，自然条
件较好，环境包容性较强。

四是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系列优惠政策。近年来，我
市先后争取到湘西地区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
贫攻坚、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
区、娄邵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湘商产业园等一批含金量
极高的国省优惠政策，为邵阳未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
策红利。近年来，我市相继出台了《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
业成本的若干意见》《邵阳市加快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
意见》《关于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迎
老乡回家乡创业发展的若干支持意见》《关于支持贫困地
区发展产业扩大就业的实施办法》等一批支持实体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于支持产业升级和迎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五是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园区平台。我市现有
省级园区12家，实现县县都有省级园区，邵阳经开区正
在积极创建国家级园区。在湖南省加快建设“135”创新创
业园区的政策支持下，我市在每个工业园区都配套建设
了湘商产业园，全市累计入驻企业591家，投产507家，实
现产值390.52亿元，税收16.1亿元，解决就业5.38万人。
湘商产业园已成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主阵地、湘商创
新创业的聚集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

六是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城镇承载能力。邵阳东部
城镇群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将由中心城区100
万人口大城市、1个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3个20-30万
人口左右小城市和若干个新城及特大镇组成。规划到
2020年，东部城镇群常住人口超过500万，其中城镇人口
300万人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可以说，在“十
三五”时期邵阳是湘中湘西南地区唯一人口过百万的城
市，城市规模在全省除长沙外位居前列。

在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我们要
充分立足自身基础和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实施中部地区崛起和
乡村振兴战略，在湖南“开放崛起”中彰显邵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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