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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袁天舟 向乾铭） “通过定
期参加‘机关夜校’学习，明显感到
自己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提高
了。”6月17日晚，在参加洞口县醪
田镇机关党支部组织的“机关夜
校”学习时，该镇组织委员甘源说。

为适应乡镇基层工作环境新
需要，及时破解机关党员干部因白
天工作繁忙难以沉下心学习党建
知识的现状，今年 3 月以来，洞口
县在乡镇一级广泛开办“机关夜
校”，并采取线下“机关夜校”与线
上“学习强国”APP以及“红星云”
微信公众号两个“指尖学堂”相结
合的“双线”课堂学习模式，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么”
的原则，因地制宜进行授课。

乡镇“机关夜校”由各乡镇自行
组织举办，一般在每周一晚上进行，
遇特殊情况可以顺延。每周设置一
个主题，学习内容涵盖脱贫攻坚、党
建党务、扫黑除恶、移风易俗等多个
领域，采取“主要领导点学、班子成
员领学、全体干部互学”的形式，创
新学习方式，注重学习实效，帮助机
关党员干部补短板、提素质，实现工
作学习“两促进两不误”。

今年以来，该县各乡镇共举办
336 期“机关夜校”，结合“指尖学
堂”推出的相关主题，实现线上线
下授课良性互动。

“机关夜校”为党员干部充电蓄能

“红军给我爷爷留下棉裤后，就
往怀化通道方向出发了。此后，爷爷
一直盼望着红军能够回来。”6 月 17
日，笔者在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
镇长坪村见到了一条 85 年前红军长
征时留下的棉裤，这条棉裤由村民
周旺华珍藏。

这条棉裤腰围 2.5 尺（约合 83 厘
米）、长2.9尺（约合97厘米），裤头有
一枚红五角星扣子。80 多年来，周家
一直将棉裤珍藏在房内一个木箱底
层，并用红绸包裹着。历经几十年的时
光淘洗，这条棉裤已经有些泛白。

“85 年来，我们周家三代一直将
这条棉裤视为传家宝。”60 岁的周旺
华动情地说。

周旺华的老家原在南山上的南
田山，上世纪 50 年代才举家迁至长
安营镇。

1934 年 12 月初，红一方面军经
过湘江战役后，从广西资源进入城步
境内。红九军团翻越老山界到达八十
里大南山。血战湘江，红军付出惨重
代价，加之时近初冬，红军缺衣少食

现象更为严重。一天清晨，周旺华的
爷爷周世忠正要出门劳动，7 个红军
战士来到他家，请求给他们煮点食物
吃。尽管家里一贫如洗，但看到红军
战士饥寒交迫的样子，周世忠立即生
火煮了一鼎罐苞谷和红薯。第一次见
到红军，周世忠十分拘谨。红军战士
坐下后对周世忠说：“我们是共产党
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
队伍。”有位小战士还主动帮他劈柴、
掰苞谷粒。

红军战士的热情和亲切，消除了
周世忠的戒备之心。周世忠向红军战
士控诉了南山当地反动派欺压穷人
的情况，并详细比划了去通道的路
线。吃饭的时候，红军战士邀请他同
吃这顿早餐。吃完之后，红军班长要
付饭钱给他，周世忠说什么也不肯
收。红军班长严肃地说：“老乡，红军
纪律要求行动听指挥，人民的东西不
敢拿半分，吃饭要付钱。”周世忠急着
说：“红军参加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吃
这点东西怎么能收你们的钱？”红军
班长见周世忠衣衫褴褛，就从背包里

拿出一条棉裤压在他手上。这时，一
阵紧急的集合号声传来，红军班长带
着 6 名红军战士与周世忠一家告别
后，便匆匆出门离去。

南山山高水冷、天寒地冻，这条
棉裤成了周世忠最好的御寒衣物。
他平时上山砍柴舍不得穿，生怕把
裤子挂破，更担心的是它被当地反
动民团没收去。因此只有在家里，周
世忠才偶尔穿穿。几年以后家境稍
好，周世忠才添置了一条新棉裤，这
条红军棉裤便再也没穿过，被当作

“传家宝”珍藏。

一条珍藏85年的红军棉裤，

见证一段军民鱼水情
通讯员 阳望春 肖丁勤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展现新邵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
化，6月18日下午，湖南省冬季乡村文化旅游节暨新邵首届康寿文
化旅游节预热活动——“文化名家新邵行”正式启动。

此次“文化名家新邵行”采风创作活动，众多邵阳籍文化艺术
界名家将聚集新邵，先后到白水洞景区、川岩山、邵阳高铁北站、大
同福地、周家院子和清水村等地，以手中的笔墨和镜头集中展现新
邵秀美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用优秀的作品引导更多的人认识新
邵、走进新邵、感受新邵。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肖斌斌）

群众零距离感受“阳光救助”
6月19日，邵阳县民政局联合县救助管理站、慈善办、福彩中

心、中医院、孵化基地、心连心社服中心在振羽广场开展以“大爱寻
亲、温暖回家”为主题的救助管理和托养机构“开放日”暨福彩扶助
活动。

近年来，邵阳县民政局认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念，建立了流浪乞讨人员联动救助协作机制，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得
到妥善安置。2019年上半年，该局共接待、劝导求助人员1003人
次，护送流浪乞讨人员返乡112次，长期接受站外治疗的流浪乞讨
精神病患者31人，发放救助金44.5万元。 （通讯员 罗雯艳）

九公桥镇开展扫黑禁毒宣传
“毒品害人不浅呀！回去我也要喊屋里人来看一下，一定要坚

决抵制毒品！”6月14日，邵阳县九公桥镇枫江村，在看完禁毒和扫
黑除恶的宣传展板后，村民罗大爷坚决地说道。

为切实加强禁毒和扫黑除恶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广大群众支
持，邵阳县九公桥镇与县禁毒办、扫黑除恶办等多部门联动，于6月
14日至21日在全镇24个村（社区）范围内开展为期8天的禁毒和
扫黑除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出
动宣传车、现场答疑解惑等方
式，向群众宣传禁毒和扫黑除恶
相关知识。 （通讯员 袁明）

“文化名家新邵行”活动启动

6 月 15 日，在绥宁县万佛校车公
司，该县校车办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检
查校车检验及出行情况。今年来，该县
校车办每月对县内两家校车公司进行
不定期抽查，对各乡镇校车办工作进
行督查，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及
时通报和跟踪检查，为乘坐校车的学
生拉起安全“防护网”。

“我们公司现有 61 台校车，在 13
个乡镇设立了近300个接送点，每台校
车都安排有一名驾驶员和一名照管
员，车上安装有实时监控设备，设立了
监督公布栏。学校公示栏公布有每台
校车信息，家长到接送点必须签字才
能接到学生。”万佛校车公司总经理李
茂友介绍，从 2012 年开始，绥宁县委、
县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县教育
局、交通局、交警大队等单位和部门成
立县校车办，各乡镇组织学校、派出

所、交警中队等单位和部门成立乡镇
校车办，全县校车运营开启“网格式”
监管模式。

17日清晨6时，车辆安全检测员刘
树善来到万佛校车公司，此时已有4台
校车等待检查出车接送学生。两名车
辆安检员从轮轴、发动机等大小部件
开始进行全车检查，不敢有半点疏忽。
今年 3 月，正是由于他们的仔细，发现
一辆校车底部的钢板有裂缝，经拆卸
后发现有5块钢板断裂，避免了车辆侧
翻的可能，保障了车上 30 余名人员的
安全。

为了增强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意
识，绥宁县校车办每年都要组织全县
驾驶员、照管员、安检员进行两次安全
知识理论考试，每月进行一次安全知
识培训，对未参加考试或考试未及格
的人员要求立即停止工作，对三次参

加考试不及格的人员进行解聘。
今年5月上旬，绥宁县校车办公布

了一批未通过考试的人员名单及校车
营运中未给学生系安全带的情况，校
车公司随即对驾驶员、照管员等进行
培训和考试，并对违规人员给予处罚。
参考人员通过考试后，乡镇校车办及
时跟踪检查、定期抽检，确保学生安全
万无一失。

近年来，绥宁县校车办采取对校
车公司和乡镇周检、监控日查和交警
不定期巡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对准
驾不符、超员超速、跨线路行驶、不办
校车标牌、不购足保险、不配备照管
员的校车予以严厉打击，对非法接送
学生的“黑校车”予以坚决取缔。同
时，县校车办与岳阳某公司达成升级
协议，校车管理系统实现远程维护、
准确统计乘车人数、超载超速报警、
自动锁定重大安全隐患行为并报警、
自动回放、跨线路报警等功能，可以
同时对 64 台校车进行实时监控，并在
13 个乡镇建立监控点。截至目前，绥
宁县今年未发生一起校车重大安全
事故。

绥宁网格化管理织牢校车安全“防护网”
邵阳日报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李 斌 向云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谢迎春 罗宇晟） “多亏
了你们找到她，照顾得也好，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6月18日，接到新
邵县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电话，获救
助失踪少女花秀（化名）的姑妈连
连表示感谢。

6 月 17 晚上 11 时，正值天下
大雨，新邵县白水洞服务中心民政
干部石武权与朋友正从县城开车
回宿舍休息，在绕城路看到一名十
七八岁的女孩在大雨中赤脚行走，
面对来往的车辆竟不知避让。石武
权当即意识到有问题，即刻下车询
问该女孩为何晚上逗留在此，但女

孩答非所问，问其家庭住址、父母
姓名，也是一问三不知。

石武权当即与新邵县救助站
联系，并迅速将女孩送至医院。安
顿好女孩后，石武权深夜在新邵县
民政群中发布照片和消息，发动群
内民政工作人员帮忙寻找女孩的
亲属。大家经过共同努力，于 6 月
18日早上7时20分了解到女孩是
大新镇铜鼓顶村人，并由大新镇民
政工作人员通知其家属。

据悉，该走失女孩身患精神类
疾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待
情况好转后，民政部门将会送其回
县城姑姑家。

救助走失少女 爱心传递不断

6月14日，武冈市双牌镇同福手袋制品厂里，工人正在组装零件。近

年来，该镇不断增强“造血”功能，通过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先后引进

7个“扶贫车间”，带动近300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摄影报道

周旺华一家三代珍藏的“传家
宝”——85年前的红军棉裤。

6 月 17 日，洞
口县古楼乡古楼
村，村民林莹正在
制作手工茶。2016
年 6 月，21 岁的林
莹大学毕业后选择
了回乡创业，牵头
成立了龙凤茶叶种
植专业合作社。她
依托新技术发展传
统制茶业，向村民
传授科技种茶、制
茶技术，并通过电
子商务平台将村民
生产的茶叶销往外
地，带动包括34户
贫困户在内的 200
多户农户发展茶业
生产脱贫致富。
通讯员 滕治中
谢定局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