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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杨连喜 曹权文
实习生 王珈琪） 8月7日至8
日，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
亮方到我市督导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副市长李华和参加座谈。

“十三五”期间，我市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为89666人。3年来，全市
共安置住房23698套，房屋建筑面
积224万平方米，集中安置项目273
个，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覆盖
率100%，搬迁入住率达99.84%。

王亮方指出，易地扶贫搬迁
是一项得民心的民生工程，也是
一项政治工程，各级各部门要善

做善成、善始善终做好易地扶贫搬迁
各项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要进行专项
整改，让群众满意。要切实做好后续
产业帮扶工作，让群众“稳得住”，着
力发展非农产业，让搬迁户通过家门
口或就近就业方式实现脱贫致富。要
加强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绩突出
单位、地区的交流学习，把外地好的
经验好的措施加以借鉴，应用到邵阳
的工作中来，推动邵阳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取得更好成绩。

省发改委领导来邵督导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莫卫华） 8月6日
至7日，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漆平波率省调研组来邵开展民
营经济简政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第
三方评估调研。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主席蒋科荣参加调研。

此次调研重点围绕湖南省
2018年出台的《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关于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实施方案》
两个文件贯彻落实效果开展第三
方评估，全面了解民营企业简政减
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

调研组先后召开市直部门和

民营企业座谈会，实地走访考察了
通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湖
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调研组充分肯定邵阳在简政
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工
作与成效。同时指出，省工商联高
度重视此次评估调研，希望通过问
卷调查、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的调研
方式，了解民营经济简政减税降费
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最大
程度地实现数据信息公正。同时，
针对此次调研过程中各部门及各
企业反映的问题，调研组将进一步
梳理，积极与省相关部门对接沟
通，并向省政府汇报。

省工商联调研组来邵调研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石太平 实习生 喻
熙荣） 8 月 3 日，北塔文物管理所
联合邵阳汉服社在水府庙戏楼前举
行七夕乞巧会活动。众多汉服爱好
者“穿越”时空，体验古代乞巧民俗
活动，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趣味和
魅力。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巧节，
发源于中国，是华人地区以及部分
受汉族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的传统
节日。农历七月初七或七月初六夜，
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心灵手
巧，故称为“乞巧”。后被赋予牛郎织
女的传说，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

为了还原传统七夕风俗，探寻
七夕乞巧文化，活动举办方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
再现与深挖，延续千年浪漫，传承中
国传统民俗文化。

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姑娘体
验了投针验巧、穿针乞巧、拜织女
星、焚香拜魁、食巧果、祭品等传统
七夕节民俗。“穿针乞巧”环节，身着
汉服的姑娘们指尖灵活翻飞，一起
用红线“穿针乞巧”，引来众人的围
观与叫好。工作人员介绍，红线穿进
针孔就是搭起了鹊桥，最先将线穿
过“鹊桥”的人，就被视为“得巧”。

除了传统习俗的还原，乞巧会活
动还加入了互动小游戏、听歌识曲环
节，大家踊跃参与，一展歌喉，引得全
场阵阵欢呼。

水府庙戏楼前上演乞巧会，重现七夕传统民俗

汉服姑娘江畔“乞巧”

8月2日7时许，邵阳县九公桥镇枫
江村的陈荣华老人和老伴莫珍姣吃完
早饭后，连忙赶到村里去编排节目。陈荣
华是一名退役军人，目前担任九公桥镇
计划生育协会、老年协会、禁毒协会等6
个协会的负责人，平时忙于工作，恨不得
把一分钟当两分钟来用，只求对得起党，
对得起曾经穿过的那身绿军装。

陈荣华1955年12月参军入伍，1958
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1961年因国防施
工塌方腰椎受伤致残，1965年10月转入
辽宁省军区本溪军分区，历任干事、代政
工科长、本溪市平山区人武部代政委；
1969年6月因病退休，转入原籍。

陈荣华离开部队回到地方时 31
岁，正值而立之年。他先后两次拒绝享
受正团级待遇，并婉拒办理残疾军人
证。上级领导和亲人对此不解，他却说

“是党和国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不
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了。”

“身残志不残”是陈荣华的真实写
照。尽管身上有伤，但是他咬咬牙挺了
过来，始终扎根在基层一线，践行着自
己“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975年，当时的公社聘请陈荣华担
任企业办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这一干就

是 11 个年头。陈荣华积极培养技术骨
干，大胆重用技术人才，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努力提高企业整体水平。
当时的制煤厂由于出砖口修建技术不
到位，烧制的砖有大量次品。陈荣华多次
到邵阳市区、新邵、隆回等地找技术专家
帮忙，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提高了煤
窑的经济效益。同时，陈荣华合理分配企
业人员的工资待遇，落实“多劳多得”原
则，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经过他的
努力，一个小小企业后来发展成年产值
达500多万元的大公司。

老年协会常务副会长、计划生育协
会常务副会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任……陈荣华有着多个头衔。他主动
承担镇上的公益事业，乐善好施，经常
帮忙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被称为“民间
救火队长”。

九公桥镇枫江村王某清是抗美援
朝老战士，大儿媳不太孝顺，陈荣华闻
讯后，协调司法、公安、镇村老年协会等
部门和机构出面耐心教育劝导，终于使
其大儿媳写下《孝老爱亲保证书》，并当
即称了500公斤谷子给公公。

由于身兼多职，陈荣华每天都很
忙，子女周末回家看望他都要预约。有时

候，子女们拖家带口回到他身边，坐不到
十分钟，陈荣华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

2009年修建老年协会活动中心，陈
荣华在搬石头时旧伤复发，脊椎再次断
裂，在医院住院治疗两个多月。但当时
修建老年活动中心涉及土地征收、安全
管理等各项工作，需要他来拍板决定，
他就把病室变成了“办公室”“会议室”，
养病期间还忙得不可开交。

作为退役军人，陈荣华还在发挥余
热，帮助镇武装部开展民兵训练和民兵
教育工作，到学校、企业、社区开展传统
美德讲座，引导退役军人创业致富。陈
荣华对全镇当过兵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十分关心，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
困难。退伍战士陈某患有肠癌，陈荣华
组织发起捐款活动，共捐得5万多元资
金，为陈某治病解了燃眉之急。

如今83岁高龄的陈荣华还奋战在
基层一线，为百姓排忧解难，忙于各项公
益事业。他说“党的恩情这辈子也报不
完，自己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能
够活一天干一天，此生就无憾了。”

一心向党 一生无悔
——记市模范退役军人陈荣华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杨波 通讯员 彭光军

邵阳邵阳最美最美 退役军人退役军人

8月7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七夕”节。新邵县
妇联、团县委组织该县机关事业单位63名未婚青年职工，
举行“七夕牵手·情定终身”联谊活动。图为未婚青年男女
在进行小游戏互动。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
员 杨能广 实习生 夏晚婷 摄影报道

8月7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乞巧节。邵阳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人武部、总工会、团县委、妇联等单位
联合举办“油茶之约 缘定七夕”联谊交友活动，209名非
婚青年男女参加活动，9对新人成功牵手。

通讯员 唐东风 摄

▲祭拜
织女，乞求
心灵手巧和
美好姻缘。

◀身着
汉服的姑娘
们 在 体 验

“投针验巧”
的风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毛超林 实习生
刘斯钰） 8月8日下午，我市召开
会议，传达贯彻全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推
进会精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曾市南就高标准推
进专项整治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传达了全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
作推进会的精神，宣读了我市《关
于整治侵害群众利益方面突出问
题的实施方案》《关于整治基层党
组织软弱涣散方面突出问题的实
施方案》《关于整治充当黄赌毒和
黑恶势力保护伞方面突出问题的
实施方案》三个专项整治方案。

曾市南指出，省委一体部署
了 8 个方面专项整治工作，
要求第一批、第二批单位联
动推进整改。根据中央统一

部署，市县层面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放第二批，时间
安排在9至11月，但是专项整治
不能等，现在就要开始。此次会
议布置的三项重点整治工作，现
在就要上下联动、同步推进，其它
五项要做好整治准备，9 月份主
题教育一开始就要抓。

曾市南强调，抓好专项整治
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部署的具体
举措，是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的关键所在，是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思
想上要高度重视，措施上要务求
实效，方法上要稳步推进。要把

“改”字贯穿始终，即知即改、立行
立改，为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作
好准备、打好基础。

高度重视 稳步推进 务求实效
我市传达贯彻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 曾市南作工作部署

（上接1版）这不仅让“沉睡”的旅
游资源“火”了起来，更让山区群
众的腰包“鼓”了起来，还让绥宁
的“文化旅游名片”响了起来。

该县有 28 个村被纳入旅游
扶贫范围，其中 4 个村被列入旅
游扶贫重点村。全县旅游重点村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旅游各
种要素条件逐步完善。

关峡苗族乡插柳村由国家级
贫困村变身艺术小镇。随着农家
乐、民俗村寨、现代农业观光区等
多主题、多类型、多业态的特色乡
村旅游项目推出，来插柳村旅游
的游客与日俱增。村民特别是贫
困户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艺术客
栈让我们家年增收1万元呢。”插
柳村贫困户苏坤翠开心地说道。

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绥宁县积极开展星级旅游接
待场所创建活动，扶持旅游村农
家乐、家庭旅馆、特色民宿的客
房、厕所、厨房建设，美化院落，提
升接待条件。目前，全县接待床位
已经发展到5000张。

旅游业的发展，让青钱柳茶
叶、茶油、干笋、雕花蜜饯、土鸡蛋
等农特产品不仅成了村民脱贫致
富的“金蛋蛋”，而且成了拉动乡
村旅游的一块新招牌。清明节过
后，寨市苗族侗族乡铁杉林村家
家户户炒茶制茶，热火朝天。贫困
户李松林今年制茶100多斤，茶叶
收入超过1万元。插柳村的太空
莲，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仅太空莲采摘和莲子深加
工就为 54 户贫困户每户增加收
入近3000元，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5万元。

绥宁县还充分挖掘红色文
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优势资
源，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形成
油菜花节、三月三山歌节、四月八
苗族姑娘节、土货节、十月兄弟
节、苗年、侗年等一批丰富多彩的
旅游节庆品牌，有力地促进了乡
村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绥宁县接
待游客200万人次，同比增长24%，实
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