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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李双武
吴军民 杨友林） 5 月 8 日，市铁路沿线安全
环境整治办有关负责人来到大祥区洪鑫沥
青搅拌站、林海竹业等地，对大祥区普铁沿
线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检查。检
查发现，各处安全隐患点均已高质量完成整
治任务。

截至4月29日，大祥区已全面完成辖区全
部普铁沿线安全隐患整治任务，是全省首个实
现普铁安全隐患清零的县（市、区）。

今年2月，我省启动普铁安全环境整治。通
过路地双方共同摸底、核对，省铁路安全整治
办最终核定，大祥区境内共有59处安全隐患，
需拆除或加固的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

4 月 2 日全市启动普铁安全环境隐患
“集中整治月”专项行动后，大祥区迅速行
动，全面落实人员、经费保障，决定财政投入
300 万元保障普铁沿线安全环境整治工作开
展，并将该项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实施
奖惩制度。

大祥区有诸多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安
全隐患，是整治的难点。面对“硬骨头”，该区迎
难而上。分类实施推进，对辖区隐患点，属于单
位的，要求以单位为主体进行整改；有户主的
则要求以户主为责任主体进行整改；各处公共
场所设施，由街道、社区班子成员带队，分片分
点分人开展整改，层层压实责任，推动整治加
快推进。坚持“一点一策”，分批次、分主次、分
片区积极与企业、群众进行沟通，宣传政策、讲
清道理，同时采取主动拆除（加固）政府给予奖
励补偿、困难群众住房政府财政投入的方法，
将铁路隐患整治阻力一一消除并得到企业、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 (下转7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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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坚 李友胜） 金石镇返乡创业“90
后”李从清原有水田100亩，新流转200
亩，全部种植双季稻；清江桥乡“女能
人”李芬芬，租赁水田240亩，全部种植
双季稻，并为周边农户免费提供集中育
秧服务。今年春耕生产，新宁县涌现出
许多先进典型。

广大农户干劲十足的背后，是各级
党委政府各类举措的推进。今年来，为
确保粮食稳产，新宁县大力实施“双季

稻恢复工程”，全力抓好以早稻为主的
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该县成立“双季稻恢复工程”落实
工作领导小组，逐级做到“三落实”，即：
责任落实到人，技术落实到田，任务落
实到丘；出台落实粮食生产工作的文件
和实施方案，要求县内双季稻区应种尽
种、宜种尽种；安排“双季稻恢复工程”
专项经费2000万元，重点用于“双季稻
恢复工程”的实际种植农户奖补、绿色
高产高效创建、早稻集中育秧、机插秧

推广、种粮大户奖励等，同时捆绑涉农
项目资金2000万元和“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资金600万元以上用于解决“双季
稻恢复工程”实施中存在的农田基础设
施问题；加大对种粮大户政策、资金、技
术服务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
种、管、收各环节的专业化承包服务组
织，今年计划新培育粮食生产专业化社
会化服务组织10个，分别发展种粮100
亩、30亩以上的大户13户、179户。

(下转7版②)

新宁县：“双季稻恢复工程”促进粮食稳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 中 涵
通讯员 肖斌辉 邓拥军） 5 月 8 日，
新邵县小塘镇石脚村环境卫生网格管
理员孙清风发现村里有鸡鸭未圈养，便
拿起手机拍照发到微信群里。不到十
分钟，正在田间劳作的养殖户看到图片
后赶回家中，将鸡鸭关了起来。

“新邵县 2019 年成功创建了国家
级卫生县城，有成熟的网格化环境卫
生管理经验可应用到农村。我们还不
断结合农村实际出新招，小塘的‘随手

拍’和巨口铺的‘村互评’就是创新成
果。”新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岳成介
绍，近年来新邵采取网格化管理农村
人居环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18
年至 2019 年，新邵县连续两年荣获全
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并被列
为我省10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家试
点示范县之一。

如今，小塘镇每个院落都有一名
环境卫生网格管理员，并建立微信群
号召大家拍照监督。“照片发到群里

后，是公共区域的由保洁员整改，是私
人区域的由农户自行改正。”小塘镇镇
长刘依林说，这种“电子销号”的监督
方式很有成效，形成了齐心美化家园
的氛围。

“只靠定期检查，难免有死角。现
在人人都是监督员，即拍即改效果
好。”谈起“随手拍”给村里环境卫生整
治带来的好处，小塘镇石脚村党支部
书记孙涛欣喜地说道。

(下转7版③)

新邵县：“随手拍”“村互评”推动农村环境改善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肖辉贵） 5月10日，湖南南山国家公
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该局林
业技术人员在公园里进行自然资源调
查时，发现大面积集中连片华南五针松
天然古树群落。这是迄今为止在湘西南
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广、株数最多的华南
五针松天然古树群落。

5月5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林业技术人员在海拔1100米至1490米

的崇山峻岭和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处，
发现了这个大面积集中连片华南五针松
天然古树群落。该群落分布面积达110
公顷，华南五针松株数达3.5万株以上，
其中最大一株胸径65厘米、高约13米。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华南五针松为
松科松属裸子植物，是第四纪冰川后遗
留下来的“活化石”，在欧美大陆已全部
灭绝，仅在我国华南局部区域残存，种
源稀少。

南山国家公园发现大面积华南五针松天然群落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琪 邓朝晖） 第三届
邵阳市创新创业大赛（创客中国）
暨2020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创
客中国）邵阳市分区赛得到广泛
关注，截至5月9日，已有92家企
业或创业团队报名。

大赛启动报名以来，众多中
小企业和创业团队踊跃报名参
与，热度一路高涨。从报名情况来
看，目前洞口县报名42家、排名第
一，邵东市报名20家、排名第二。

本届大赛由市人民政府主
办，市科技局、市工信局、邵阳经
开区、市科协联合承办，市创业指
导服务中心组织实施。大赛按照
初创企业组、成长企业组和团队
组三个组别分别进行比赛，分新

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
药和现代农业、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互联网六个行业，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业态创新
四个类别。大赛分报名、市县初
赛（或评审推荐）、市决赛、省决
赛和全国总决赛等五个阶段。5
月份市县初赛、6 月份市决赛，8
月份推荐获奖企业赴省决赛，9
至11月为全国总决赛阶段。大赛
统一使用创新创业大赛官网报
名，统一使用大赛评审标准评
审。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参赛企业
和团队将有机会获得项目支持、
授信支持、投资推荐、孵化器和众
创空间支持、创业服务和宣传推
介等服务。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
5月下旬。

创新创业大赛等你来
“创客中国”邵阳市分区赛火热报名中

5月7日上午，邵阳经开区湖
南万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脉医疗”）厂区内，工作人员
将新下线的上百台呼吸机装上运
输车辆。这批呼吸机将发往海外，
并最终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自
2月份以来，每隔几天，万脉医疗
就会向海外发出一批呼吸机。

万脉医疗为什么能让邵阳制
造挺进海外市场？这，还得从万脉
医疗的创新创业故事说起。

回乡自主创业

万脉医疗创办人刘哲，2003
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进入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
业，成为一名嵌入式软件工程师。

当年，“非典”疫情发生，因为
本土没有生产厂家，国内呼吸机
全部靠从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进口，价格昂贵。刘哲所在企
业启动了无创呼吸机的研发。随
后的10年间，刘哲全程参与了呼
吸机的研发工作。

2013 年，因为家庭原因，刘
哲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邵阳老
家创办了万脉医疗，专业从事呼
吸诊断及无创呼吸机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

(下转2版)

携邵阳制造挺进海外市场
——湖南万脉医疗的创新创业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朱莹婷 陈 沐

北塔区陈家桥乡望城坡村蓝莓基
地内，一串串蓝莓已挂上枝头，昔日的
荒坡变成了“金窝”；同兴村蔬菜基地大
棚内，一大片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
即将进入采摘高峰期。

4月下旬，漫步北塔区多个乡村，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热潮处处涌动。近年
来，北塔区举全区之力、尽全区之智，全
力推进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各项工作，整

体脱贫目标提前实现，脱贫成果持续巩
固。截至2019年底，全区12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累计脱贫1030户3487人，贫困
发生率从2014年的9.57%降至0.37%。

特色产业稳定收入

4月22日，北塔区陈家桥乡李子塘
村黄桃基地内，廖朝荣正在忙碌着。

廖朝荣与老伴因患有多种疾病，曾

是李子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往，廖
朝荣偶尔在村里做散工，全家仅靠这些
收入维持生计。

2017年，北塔区升级产业扶贫模式，
在全区实施26个产业扶贫项目，按照“村
社合一”产业扶贫模式，让拥有产业扶贫
项目的村（社区）均成立专业合作社，负
责经营扶贫产业，将贫困户纳入合作社
并以扶贫资金入股，让资金变股金、贫困
户变股东，实现贫困户收益持续稳定。

李子塘村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后，廖
朝荣成为合作社成
员，并于每年参与
合作社分红，尝到了
产业扶贫的甜头。

(下转7版④)

北塔区巩固脱贫成果“三重奏”
——解读我市脱贫攻坚获得全省先进的“密码”⑧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李爱国 呙奕州 许丽慧

邵阳经开区的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G7.5 盖板玻璃

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面积154亩。图为5月9日，该公

司第二条生产线正在紧张建设施工。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