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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
波 通讯员 肖永松） 6 月 15
日上午，我市在城南公园举办主
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市
领导刘德胜、郭妤出席。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
市民宣传维权的方式和方法，提
高广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本次
宣传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网络
借贷、私募基金、养老服务、虚拟
货币、医疗保健等重点领域，着眼
繁华商业区、居民社区等重点区
域，针对老年人、青年学生等风险
意识差、承受能力弱的易受侵害

群体，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和普法
宣传。

我市历年来高度重视非法集
资等经济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工
作。2019 年全市公安机关共立
案打击非法集资案件23起，各级
法院审理审结相关案件 15 起。
今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
全市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将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努力
让广大群众有效识别非法集资、
自觉抵制非法集资、主动举报非
法集资，引导形成“参与非法集资
风险自担”的心理预期。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在新邵县小塘镇马埠江村，大学生
何美凤、陈艳玲、毕涛放弃在城市的优
越工作返乡创业，只为把家乡的老字号
品牌——“小塘麻鸭”振兴起来。去年，
他们流转400多亩稻田种植优质稻，养
殖了5万多羽小塘麻鸭，带动当地百余
名贫困户增收。

白领变潮农

这 3 位返乡创业大学生中学历最
高的是何美凤，1989年出生的她毕业于
湖南农业大学，本科专业是水产养殖，
研究生专业是水生生物。

“我们马埠江村依山傍水，有水质清
澈的石马江，又有被评为中国地理保护
标志产品的小塘麻鸭。这么好的品牌，
一直因缺乏农业人才没能做大做强。”何
美凤说，自己2016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教
育培训工作，工资待遇也还不错，而心中
一直有个美丽乡村梦，希望将自己所学
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振兴家乡中。

2018年何美凤把这个想法与同是
湖南农大毕业的弟媳陈艳玲分享，两人
一拍即合。在她们的劝说下，同村学过
机电专业的 90 后大学生、退役士兵毕
涛加入团队。他们3人分工明确，学种
养专业的何美凤是团队的“技术专家”，
学人力资源的陈艳玲负责整个合作社
的人员配备和调剂，学机电专业的毕涛
扛起了农机操作和维修的“大旗”。

2018年年底，3个踌躇满志的大学
生就成立了新邵县城山头生态农业合
作社。去年，采取村民入股分红的模
式，流转土地种植 400 亩优质稻，养殖
小塘麻鸭5万多羽。

有苦也有甜

刚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时，繁重的农
活压得 3 人喘不过气来。就连既当过
兵又当过健身教练的毕涛都有点扛不
住了。去年5月份插秧时，为抢抓播种
时节，毕涛开着插秧机在地里从早上一

直忙到天黑。“由于长时间暴晒，我一天
要喝5大瓶水，晚上一到家就躺在椅子
上，动都不想动，连饭也吃不下。”毕涛
说，但一想到唯一懂机械操作的自己要
是趴下了，整个插秧就会错过时节，所
以再苦再累也得挺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年他们种
的优质稻，采取的是鸭粪育肥，生物方
法防虫害，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们养
的麻鸭采取传统散养模式，吃的是石马
江里的小鱼小虾，稻田里的虫子和田
螺，而且足足养够 4 个月才销售，因肉
质劲道、口感好，同样销售火爆。

更让3个大学生高兴的是，村里不少
贫困户到合作社务工后，一家人的生活
得到彻底改变。70多岁的贫困户刘素
娥，因丈夫瘫痪一直生活拮据，去年在合
作社务工赚了2万多元。50多岁的贫困
户刘梨花，腿部有残疾，在合作社负责看
鸭子，每年也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他们
有时在山上采了蘑菇，就拿来感谢我们，
这些细节让我很感动，觉得自己做了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陈艳玲说。

心中有梦想

去年小试牛刀后，3个
大学生的创业故事在当地

传为美谈。不少村民慕名而来，纷纷投
资这支潜力股，成为合作社股东，目前共
有106名村民入股合作社。今年他们进
一步扩大种养规模，流转新田铺、小塘、
巨口铺3个乡镇5000余亩土地种植优质
稻，小塘麻鸭的养殖规模将达到20万羽。

“一路走来，真的要感谢小塘镇政
府、县民政局驻村扶贫队的支持，尤其
是县商务局先后组织我们前往长沙等
地参加大型展销会，让小塘麻鸭走出
了新邵，销路铺向全省。”陈艳玲说，他
们 3 个人的梦想是，以后大家想到鸭
子，不只有北京烤鸭、临武鸭，还有小
塘麻鸭。

今年他们还发挥自己特长，自编自
导以小塘麻鸭为主题的短视频，希望通
过抖音等平台销售家乡特产。“我们虽
然每天忙起来可能只睡五六个小时，但
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想文案、拍视频、编
段子。”何美凤说，拍视频的目的一方面
是为了展示小塘麻鸭，同时也希望展现
新时代农村青年的活力，吸引更多有志
青年回乡创业，一起把小塘麻鸭做大做
强，把马埠江建设成一个麻鸭小镇。

希望麻鸭变“凤凰”
——新邵县小塘镇三位返乡大学生的创业梦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5月18日至6月14日，市
政协按照省政协统一安排，组
织委员在“政协云”平台开展为
期1个月的线上值班。59名
市、县委员轮流“上岗”，根据各
自擅长领域，设置了“加快科技
创新、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和
智能化升级”“乡镇规划”“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乡村旅游发
展”“心理服务社会体系构建和
心理健康教育”“挖掘优质农产
品文化价值、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等主题，与网友掀起了一波
又一波的互动。

“请问如何通过对生活垃
圾、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推
动我市绿色经济发展，减少工
业生产垃圾对环境的破坏？”5
月18日，市政协委员、口味王
槟榔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立
文作为第一位值班委员，收到
了第一位热心网友的提问。
徐立文认真查阅资料，作出回
复：“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
处理，是将生活垃圾中废旧金
属、塑料、纸张等进行分选分类
后，作为资源利用……”

邵东市政协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曾建光作为当天值班
的另一位委员，围绕“垃圾分类
从源头减量做起”值班主题，耐
心为诸多提问的网友详细解
答。针对网友关于怎样搞好
垃圾分类的问题，他在回复中
建议：“一是要建立好制度。二
是要做好宣传培训。三是要
有激励措施。”

作为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彭
学武委员在6月2日线上值班
时，以“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为主题，号召大家“行动起来，

从我们自己做起，让垃圾变
废为宝。一位网友留言：“现
在大家都习惯将垃圾一袋
装、一包扔，有害垃圾包含其
中，如何教广大群众将有害
垃圾区分开来，分类投放，迫
在眉睫。”彭学武委员在回复
中感谢网友的关注，提出加
强宣传教育，大量设置分类
垃圾箱，生活垃圾立法，引导
奖励垃圾有偿回收，督促社
区和小区物业主动进行垃圾
分类规范等5项措施。

“从早到晚一直在不停
地看留言、做回复，看到蹭蹭
蹭上涨的点击量和留言信
息，还是非常开心。”易波委
员辛苦1天后，快乐满足的心
情溢于言表，说出了值班委
员们的心声。

关注热点听民声 你问我答聚共识
——市政协开展“政协云”委员线上值班掠影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鹿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杨波 通讯员 黄方园） 6月12
日，我市信用协会举行2020年度会
员大会暨企业信用管理专题讲座。

该协会于 2019 年 6 月成立，
由邵阳地区各类企业、金融机构、
信用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有志于
参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各类
经济组织和专业人员自愿发起组
成。该协会组织开展信用方面的
研究、交流、宣传、培训和管理，致

力打造有利于诚实守信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讲座中，资深信用服务专家
对企业如何建立信用体系、信用
管理目标与制度、信用修复、信用
管理组织等方面进行指导，从而
提高企业诚信经营和信用管理水
平，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以学促行加强信用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何昆 艾文英） 6 月
11日，我市首届刑释人员安置帮
教工作研讨会召开，对在新形势
下如何提高我市安置帮教工作展
开深入探讨。

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
作事关社会稳定和全面小康社会
建设。当天，来自市司法局、各县
市区司法局、司法所的代表和法律
界的专家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
合各地和各界实际，对刑释重点帮
教对象的“必接必送”、安置基地建
设、帮扶措施落实及专项活动开展

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现阶段

安置帮教工作形势复杂，问题矛
盾突出，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务必
迎难而上，履职尽责，切实增强做
好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责任
感；要进一步掌握政策，主动向党
委政府汇报，加强部门工作协调，
建立和完善好安帮工作领导体制
和工作机制以及综合保障体系；
要有以有为赢得有位的理念，进
一步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积极为
党委政府分忧解难，为“平安邵
阳”建设贡献力量。

积极探讨刑释人员安置帮教

6 月 14 日 上
午，城步苗族自治
县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在县城一条 10
千伏线路上高空作
业。入夏以来，为
确保供电稳定，提
高供电服务质量，
该县供电部门组织
人员冒高温、战酷
暑，对城乡陈旧老
化的输送电线路加
紧进行升级改造。
通 讯 员 严 钦 龙
罗邵平 摄影报道

◀
何
美
凤
（
左
）
、陈
艳
玲
（
右
）
、毕
涛
（
中
）

手
捧
麻
鸭
笑
开
花
。

（上接1版）
二是保持良好个人卫生
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触摸眼口鼻前后、离开医院、外出归

来等，要及时用香皂或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
肘部捂住口鼻，不随地吐痰。

三是自觉坚持安全出行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佩戴口罩。避免用手揉眼、抠鼻等行为，

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乘客，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如您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请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

组）和属地疾控机构（联系方式附后）报备，并配合落实好防控措施。
四是到人多密集场所做好防护
到超市、酒店、餐馆等人多密集场所时应按规定佩戴口罩。客流

较多时，有序等候，如室内面积较小，应在室外等候，避免人员拥挤。
尽量采用电子支付方式，如收取现金应及时洗手，不具备洗手条件，
应使用免洗手消毒剂。

五是提倡使用公筷公勺
建议采取分餐制，不能分餐时使用公筷公勺，不用私筷夹菜劝

食。鼓励儿童独立进食，不要有用嘴吹孩子的食物、帮助孩子咀嚼食
物、口对口喂食孩子、与孩子共用餐具等做法。

六是适当坚持身体锻炼
可选择人少的空旷地方锻炼。在进入公园、广场等室外开放场

所进行户外活动时，应配合相关部门落实防控措施。
七是及时就医
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

就诊。
主动向单位报告发病情况及旅行史、接触史，不要带病上班。
各地疾控机构联系方式
邵阳市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5324681
大祥区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5501108
双清区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5236874
北塔区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5275120
邵东市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2721249
新邵县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3662001
隆回县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8232059
洞口县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7222608
绥宁县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7611259
城步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7361381
武冈市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4221229
新宁县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4822330
邵阳县疾控中心 联系电话：0739-6821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