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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猪舍、煮猪食、喂猪……5 月 20
日一大早，邵东市堡面前乡雷湾村村民刘
同华早早地起来，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
些天，他格外用心，猪圈里有三头母猪要
下崽了。

2007年，刘同华妻子因病去世，欠下了
一屁股债务。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他并没
有消沉，带着当时年仅5岁的儿子，靠着种
庄稼和喂家禽家畜维持生活，终于将儿子
抚养长大，但父子二人的生活过得仍然十
分拮据。2013年，刘同华成了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儿子大了，日子再也不能这样过
下去了。他想过来想过去，要想脱贫，还是
得靠自己的老本行——喂猪。在村里的帮
助下，他开始专业喂起猪来。养猪是一门技
术活，一开始，刘同华养猪的数量虽不多，
但遇到的问题却不少。乡、村领导看在眼
里，也急在心里。

2019年8月，在邵东扶贫办的安排下，
刘同华来到安江农校，专门学习鸡鸭猪等
家禽家畜养殖技术。通过学习，他明白养猪
喂鸭单靠旧经验是不行的，还必须严格把
握每一个环节。回来后，刘同华信心满怀。
当年9月，在乡、村的引导和帮助下，他和另
外5户农户成立了康盛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开始扩大养殖规模。

照顾这些家禽家畜，刘同华格外用
心。在养殖中，他结合所学的知识，不断地
摸索和总结，认真观察和记录猪的生长情
况，了解猪的生长习性，他的经验也渐渐
地丰富起来。如今的刘同华，不仅在养猪
方面颇有心得，在鸡鸭养殖上也有自己的
独到之处。现在，刘同华存栏的生猪有 16
头，即将出栏的有 4 头，其中还有 4 头母
猪。去年养的 680 多只鸭，全部售完，今年
又养鸭将近200只。

看着刘同华的家禽家畜越养越好，很
多村民上门讨教养殖经验。台洲村的李丙
瑶就是其中之一。他跟着刘同华学养鸭，刘
同华全力支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养殖
技术教给他。“加入进来的人越多，产业才
会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人才会越来越
多”。在刘同华的带领下，村里的养殖户多
了，村民的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

如今，刘同华不仅靠自己的勤劳脱了
贫，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最让他开心的是，
他正在读职高的儿子这个月就要参加单招
考试。“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了，我的干劲
就更足了！”

现 在 ，刘 同
华一门心思扑在
他的养殖业上。

“每天伺候着它
们，满身是劲。”

“小猪倌”有大追求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5月26日至27日，
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谭平
一行来邵考察调研稳外贸、
稳外资、促消费工作。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万千，
副市长晏丽君分别参加调
研活动。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狠抓“两稳一促”工作，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全市商务经济总
体运行平稳有序。1 月至 4
月，全市实现进出口额74.9
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325亿元。

谭平一行先后到双清

区、北塔区和邵阳经开区，
实地考察湘西南大市场、湘
窖酒业、亚洲富士电梯等
地，详细了解各店铺、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

谭平指出，各级各部门
要提高思想认识，完善机制
建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
盘，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要加强政策宣传力
度、引导力度、落实力度，抓
牢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实现
企业引得进、稳得住。要保
持定力，多措并举促进消
费，探索经济增长新业态、
新模式。要优化营商环境，
广泛搭建平台，做好出口转
内销、跨境电商等工作。

省商务厅来邵调研“两稳一促”

山峰农业是一家扎根
于雪峰山脉，善用望云山区
优质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
富的气候环境资源，种植、
加工、销售高档优质大米的
农业企业。望云山区是上古
芈山文化的核心区，远离城
镇，花岗岩地质，遍地山泉，
溪水源头，地处富硒地质
带，常量元素与微量元素含
量丰富，无大气污染，无重
金属污染，无外来水污染，
这里生产的每一粒大米，都
是“芈山珍宝”。公司生产的

“芈山宝”山泉米·芈优12、

“芈山宝”山泉米·芈优 55
入选第一批“邵阳红”优质
农产品目录。“芈山宝”山泉
米，以高档优质稻品种晶两
优系列或隆晶优系列为原
粮，单品种1年内的新粮加
工出的纯净大米，是绿色食
品认证产品，荣获第 15 届
中国国际粮油交易会金奖，
煮出来的米饭松软可口、嚼
劲好、饭味浓。

企 业 联
系 人 ：江 怀
军
13975984499

“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品牌入选企业风采——

隆回山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唐波 李双武
吴军民） 5 月 27 日，广铁
集团副总经理刘保良率省
督导组来邵，开展普铁安全
隐患整治现场调研督导。副
市长彭华松参加座谈会。

我市境内有益湛、洛
湛、沪昆三条普铁线路，全
长 163.95 公里。经核定，我
市共发现普铁安全隐患
201处，目前安全隐患整治
完 成 率 达 83.73%（红 线
外），其中大祥区在全省率
先实现清零。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大
祥区渣子坳公跨铁桥梁、邵
阳县塘渡口镇李家村双线
桥等隐患整治点检查，并与
我市整治办、相关县市区座
谈，反馈相关问题和意见。

督导组要求，普铁安全
隐患整治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铁路运行安全，要

强力推进，确保实现清零。
要建立长效管控机制，防范
新隐患。要健全铁路安全

“双段长”制度，保障铁路安
全运行。要广泛发动宣传，
做好群众教育工作，实现群
防群治护铁路。

彭华松表示，要把督导
组反馈的问题和意见照单
全收，立行立改。市政府将
督促相关县、区进一步加快
推进安全隐患整治进度，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在下
一步的整治中，要做到工作
职责明确，不打乱仗，遇到
问题及时上报、及时反馈，
加强调度。要加强与铁路部
门的衔接与沟通，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铁路安全隐患整
治顺利推进。

强力推进铁路安全隐患整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慧玲 尹华增） 5月25日，记者从市水利
局获悉，近日，省水利厅下发通报，我市在
全省率先完成2019-2020年度冬春水利建
设任务，完工率100%。

去年秋冬以来，全市上下积极践行新
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加快补齐水利建设工作短板，切实推进
各项水利设施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共投入
水利建设资金 14.04 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6.27亿元），投资完成率105.05%。

灾毁水利工程修复工作全面完成。按
照《邵阳市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
施方案(2016-2019年)》要求，限期修复各类
水毁灾损工程，共计完成汛期水毁修复工

程1660处，占计划的105%。
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暨巩固提升工程

加速推进。全市共筹措农村饮水工程建设
资金3.3亿元，开工建设270处人安饮水工
程，完工270处。新建村镇供水工程190处，
新增供水受益人口 62.9 万人。2019 年省定
重点民生实事解决 23.46 万贫困人口的饮
水安全问题，完成计划的115%。

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增强。计划完成
的40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已经全部完
成。全面推进13条中小河流治理工程、2个

“四水”治理项目、2个基层防洪预报预警体
系等重点项目建设。

持续推进水生态文明工程
建设。坚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强化水功能
区管理、入河排污口监管和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进一步抓好水库退养工作。洞口县、隆回
县、新宁县3处水土保持坡耕地综合治理项
目，56处农村水电增效扩容建设全部完成。

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
强。以改善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
主要目标，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主要对
象，以民生水利项目为重要抓手，坚持整体
推进与精准到村到户、重点水利工程与面
上水利项目建设、上级积极支持与地方自
力更生相结合，加大了向贫困地区农村饮
水安全、农田灌溉保障、防洪抗旱减灾和农
村水电开发等项目建设倾斜力度，切实加
大了贫困地区水利基础建设投资力度，贫
困地区因水致贫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

我市率先完成冬春水利建设任务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阳望春 雷学品）“红军将这
把小铁锤送给我奶奶后，奶奶
一直将其视为珍宝。”5 月 21
日，笔者在城步丹口镇下团居
委会见到了一把 86 年前红军
长征时留下的小铁锤，这把小
铁锤由居民丁志凡珍藏着。

这把小铁锤长约 5 寸，上
端呈斧口状，下端圆柱形，上下
端连接处有一环形凹槽，重约

500克。因年代久远，原来由两
截小竹片制成的手柄因虫蚀已
经腐朽，现已改成木柄。

“86年来，我们丁家五代都
将这把小铁锤视为传家宝。”现
年83岁的丁志凡动情地说，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爷爷一家住
在蓝玉故里附近的吴家铺，奶奶
吴老转靠开伙铺、卖白糖为生。

1934 年9 月10 日，红军长
征进抵丹口镇下团村，在他家

附近的城隍庙宿营。当时，国民
党李觉部已占领丹口附近的马
鞍山、皮冲界、笔架山等要隘。
妄想与尾追的桂军前后夹击，
歼灭红军于丹口。9月11日21
时许，吴老转突然听到外面传
来簸箕倒桐子粒似的响声，她
连忙起身赶到自家附近地势较
高的城隍庙察看。

原来是红军借助庙墙为掩
体正在和国民党士兵打仗，机
关枪射击时发出的“哒哒哒”声
传得老远。看到她来了，两位红
军战士飞快跑到她身边说:“老
乡，这儿危险，你快离开……”
他们边说边用身子护着吴老
转，将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击退

了妄图阻止他们前进的顽敌，
有两名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英勇
牺牲。战斗结束后，红军战士见
在此经营伙铺和白糖生意的吴
老转使用的担子，深感好奇，闲
聊中吴老转讲述用小锤敲打白
糖的诀窍。看见吴老转用的小
锤太轻巧使不上力，战士们随
即把部队携带的一把小铁锤赠
送给她，这让吴老转感激不已。

红军走后，吴老转将此锤
视若珍宝，临终之际交代儿子
一定要好好珍藏。80 多年过
去，这把小铁锤在丁家传承珍
藏了五代人。

“我们会把小铁锤妥善保
管好，因为它是红军与苗乡人民
鱼水情深的见证。”丁志凡说道。

城步发现红军用过的小铁锤城步发现红军用过的小铁锤

今年疫情发生以

来，城步苗族自治县相

关部门全力实施就业扶

贫“精准服务工程”，通

过扎实抓好就业信息采

集，实施“一对一”帮扶，

以及发放扶贫车间稳岗

补贴等系列举措，有效

确保了外出贫困劳动力

及时到岗、县内企业快

速复工复产。图为5月26

日贫困劳动力在华展实

业公司扶贫车间工作。

通讯员 严钦龙 摄

▲▲红军用过的小铁锤红军用过的小铁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