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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阶展示苗族传统手工艺品——竹笋壳制品。

“项目进场以后，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就
和我们对接沟通，上门办理业扩业务。配套
电力建设和厂房建设同步进行，保障了我
们现场施工用电。”6 月 16 日，谈到国网邵
阳供电公司的优质服务，位于邵阳经开区
的韦全集团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基建负责
人李忠志连连点赞。

韦全集团智能终端产业园是我市重点
在建产业项目之一，预计10月正式投产，投
产后预计每年用电量超过1.2万千瓦时。为
确保项目尽早投运，国网邵阳供电公司双
清支公司的专家服务团队已经多次上门服
务，开辟绿色办电通道，压缩审批流程，统
筹设计施工，为满足项目投产的供电需求
赢得了宝贵时间。

6月以来，我市紧锣密鼓举行了重点产

业项目集中签约暨新经济产业招商推介活
动，包括华为邵阳运营中心等在内的11个
重点项目正式落户邵阳。国网邵阳供电公
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将服务全市重点项
目用电作为带动增供扩销、实现提质增效
的重中之重，并建立三项工作机制，确保项
目早投产、早用电，实现市场增效。

构建超前服务机制。国网邵阳供电公
司营销部牵头成立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推进
小组，定期与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沟通，及时
掌握重点项目新增、立项、规划等情况，超
前介入供电服务工作，为重点项目落地提
供电力支撑。

实施领导包保机制。该公司建立重点
项目台账，密切跟踪企业用电需求，超前提
供办电流程咨询服务，提高业扩报装效率。

每一位领导干部包挂几个重点项目，负责
对项目进度进行督导和服务，协调解决电
力配套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切
实为客户做好用电服务。

优化网格服务机制。该公司在配电台
区网格化服务的基础上，根据客户个性化
需求，坚持定人、定点、定责，向各重点项目
派遣专业技术人员，为重点项目有序高效
推进提供优质电能。同时，及时解决客户各
类用电难题，不定期深入重点项目建设工
地检查供电设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悉心
指导客户安全、规范、科学用电。

在抓好增供扩销的同时，国网邵阳供
电公司完善管理机制，压实人员责任，大力
推广电能替代等综合能源业务。截至 5 月
底，已累计完成电能替代2750万千瓦时，签
订智能运维合同76个，市场化售电合同70
个，签约数量分别排名全省第三和第二。

当好“电管家”护航项目建设
邵阳日报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刘元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姚文）
6 月 10 日下午，中国建设
银行邵阳宝中支行营业大
厅，一位伍姓客户将写有

“恪尽职守 热情服务”的
锦旗送到客户经理王智手
中，感谢他带病提供热情
专业的服务。

原来，伍女士在深圳工
作，此次回家乡购置房产在
建设银行宝中支行办理房
屋按揭贷款，因工作繁忙只
请了两天假。然而，客户经
理王智因面部神经受损正
在医院治疗，因病发突然，
相关工作尚未移交，其他人

无法代替他面签贷款。得知
客户着急办理按揭贷款赶
回深圳上班，在医院接受治
疗的王智主动与医生商量，
将治疗时间改到晚上，便赶
回宝中支行营业网点为客
户办理按揭贷款，使其能如
期办好贷款手续不致耽误
工作。

多年来，建设银行邵
阳分行始终用实际行动践
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注重细节，精益求
精，努力为客户提供高效、
便捷、暖心、周到和个性化
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
可和赞誉。

暖 心 服 务 树 典 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何春艳）
6月15日，市救助管理站启
动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
升专项行动。该行动将持续
至2021年6月。

在此次专项行动开展
期间，该站将加大街面巡查
救助力度，结合“寒冬送温
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
行动，组织工作人员对火车
站、长途汽车站、桥梁涵洞、
在建工地、废弃厂房、城乡
接合部等流浪乞讨人员集
中活动区域和可能露宿区

域进行重点巡查，积极引导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入站接受救助。

同时，该站还将重点对
救助和托养机构的内部管
理、生活照料、卫生防疫、食
品药品安全、消防安全、离
站返乡、站外托养等环节进
行监督检查，并不断拓展服
务手段、加强部门配合、联
合社会力量，对滞留超过
24小时的受助人员开展寻
亲工作，提升寻亲服务水平
和效率，帮助滞留人员尽快
返家。

我市启动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

服务为民 让爱回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邓毅敏）
6月17日上午，大祥区迎春
路沿线，该区城管执法人员
对门店逐一进行检查，及时
拆除违规设置的门店招牌
及横幅，营造规范有序的市
容环境。

6月中旬，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迎检为契机，大祥
区城管执法局加大市容环
境整治力度，对乱贴乱粘的
小广告、随意悬挂的广告横
幅、违规设置的门店招牌等
进行清理整治。该局按照

“全面覆盖、不留死角、长效

管理”的原则，采取宣传教
育、动态巡视等措施，重点
清除主干街道、背街小巷、
居民小区及公共设施上乱
贴乱画、乱涂乱写的小广
告，遏制城市“牛皮癣”滋生
蔓延，并全面摸排门店招牌
情况，拆除“一店两招”的违
规招牌。

截至目前，该局累计清
理小广告 2500 余处，拆除
门店招牌80余块。下阶段，
该局将继续加大对违规广
告的清理力度，强化日常巡
查监管，坚持长效管理机
制，严防问题反弹。

大祥城管专项整治违规广告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吕陆峰）
6月14日，家住隆回县小沙
江镇的肖威，在关注“邵阳
村庄清洁行动”微信公众号
后，发现上面有“环境卫生
问题随手拍”一栏后表示：

“下次发现卫生问题，我会
拍照上传，共同维护家园。”

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任务，实施村
庄清洁行动是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一项基础性
工程。今年，我市继续聚焦
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在全
市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清洁行动。为进一
步调动农民群众等各方力
量，共同参与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我市结合实际，于今
年3月开通“邵阳村庄清洁

行动”微信公众号，并在全
省率先开发了“环境卫生·
随手拍”监督小程序，鼓励
群众对全市环境卫生问题
进行监督举报。群众一旦发
现身边有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随手
拍一拍，并通过“环境卫生·
随手拍”小程序，将现场照
片、拍摄时间、详细地点、问
题描述、GPS定位数据等有
效信息上传平台。平台根据
问题信息自动交办到对应
县市区、乡镇，各级整治办
将督促地方相关部门抓紧
核查，并限期整改。

据了解，该公众号开
通以来，群众已通过随手
拍反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问题 23 起，并逐一得到解
决，通过“随手拍”实现“随
时治”，推动村庄清洁行动
取得实效。

我市创新“微举措”凝聚村庄清洁行动强大合力

群众随手拍 环境随时治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我们寨子，这
里会更美！”6月15日，绥宁县河口苗
族乡多逸寨村的特色水果“黑老虎”种
植基地内，周小林正与村民忙着修建
一条深入果园的石板步游道。面对来
访的记者，他停下手中的活计，擦擦额
头晶亮的汗珠，发出热情邀约，“那个
时候，树苗就挂果了，游客们不仅可以
从步游道进入果园采摘果实，还可以
欣赏苗寨的美景。”

这块面积100亩的黑老虎种植基
地，是村里旅游观光扶贫专业合作社黑
老虎示范基地第二期建设项目。目前，全
村黑老虎基地共151亩。挂果后，年产量
可达4万公斤，年产值将达80万元。这是
该村打造的重点产业之一，也是全村贫
困户长期稳定增收受益的保障。

多逸寨村历史悠久，分为上寨、中
寨和下寨三个寨子。因湘黔古道穿寨而
过，昔日的多逸寨很热闹，呈现出一派
安逸舒适的生活气息，往来商贾感叹此
地生活安逸舒适，“多逸寨”因此得名。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湘黔古道“黄金商
道”的地位不再，多逸寨也逐渐因地处
偏远、交通不便而没落为省级贫困村。
全村258户983人散居在大山深处的9
个小自然村落里，其中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65户274人，尤其是6组的20多户村
民，居住在村子最偏远的山顶——界上
田，长期过着肩挑背负的“原始”生活。

2018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和市
高级技工学校组成的驻村帮扶工作队
进驻多逸寨村。如何让大山深处的苗
寨再现往日“商贾如云”的景象？刚到
多逸寨的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王功兵
对“连个办公桌都没有”的现状感到压
力重重。但在随后的调研中，他欣喜地
发现，在这片 21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山林面积占了 19600 亩，森林覆盖率
达90%，金丝楠木、古枫树、古松树、高
山杜鹃等在寨子周边的山岭上迎风摇

曳，千年古树多达1000株以上。
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经过

慎重论证，将目光瞄准了发展乡村生
态旅游产业。在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工作队筹集 30 万元产业发展资
金，引进了特色水果黑老虎种植产业。
同时，积极推进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将
恢复湘黔古道建设工程、海角洞旅游
步道建设列为重大项目，筹资建设村
旅游接待中心。

2018年11月，该村注册成立绥宁
县裕民生态旅游观光扶贫专业合作
社，采用“带头人+农户+基地”的模式
运作，种植黑老虎、油茶，发展花卉、苗
木等产业，将全村65户274名贫困户
全部纳入其中。2019 年，完成少数民
族特色村镇建设项目3个。今年冬，计
划利用南竹资源开发竹笋产业。

“欢迎到我家来作客。”6 月 15
日，周先阶热情地招呼着出现在村子
里的陌生人。周家曾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7 年，周先阶和老伴利
用自家房屋开了一家农家乐。碰上节
假日客人多，他还把在外务工的儿媳
喊回来帮忙。老伴则在打理农家乐之
余，编制竹笋壳制品出售。这些苗家即
将失传的传统手工艺品，屡屡成为游
客争相购买的“爆款”。通过开饭店、卖
手工艺品，他们一家在2018年顺利脱
贫，日子好起来。

如今的多逸寨，村寨卫生整洁、生
活便利、环境优美。2019年，多逸寨还获
评湖南省“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村
党支部书记沈光明介绍，全村将坚定走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的路子。下阶
段，将继续围绕“古色”“特色”“绿色”做
文章，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人
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村寨。

绥宁县河口苗族乡多逸寨村发展生态旅游蹚出脱贫新路子

深山苗寨重现“多逸”盛景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虽然早已褪去往日的繁华，多逸寨却
保留了原始的山水和民风，厚重的村寨历
史底蕴濡染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
风情，这些都是多逸寨村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产业的优势所在。获评湖南省“最美少数
民族特色村镇”，也见证了多逸寨从过去偏
于大山深处的贫穷苗寨蜕变为美丽、宜居、
富裕的“世外桃源”。

近年来，为了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多逸寨村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和保护
措施，村容村貌和民族文化遗存得到了
有效保护。如今的多逸寨村，基础设施日
渐完备，村容村貌大变，人居环境日渐优
美，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旅游接待能
力进一步提升，村民收入进一步增加，成
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旅游乡村。未
来，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美丽苗寨，必将
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记 者 手 记

6月17日至18日，市燃气总

公司第一、第三党支部 100 余名

党员志愿者深入周边社区，开展

清理“三乱”小广告、交通文明劝

导等志愿服务活动，并向周边商

家、过往市民等发放创文宣传资

料 300 余份，以实际行动积极投

身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郭巧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