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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通过网络直播为果农卖桃子的
“蛇哥”左家明。

“老铁们，这里的桃子汁多味甜，但
因为销路不畅，几万斤卖不出去......”6月
15日，在新邵县新田铺镇长古村的桃园
里，在“快手”直播平台拥有百万粉丝的

“网红”左家明正顶着烈日直播。虽然额
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但他始终在镜头
前保持灿烂笑容，为果农卖力带货。这样
的助农直播，左家明已经做了几十场，他
的梦想是通过网络平台把新邵的土特产
推向全国。

30 岁的左家明是个衡阳小伙。一场
轰轰烈烈的网恋，让他与贤惠大方的新
邵妹子谢利利相知相爱，从此在新邵安
家。起初，夫妻俩在新邵县城开了一家饭
店，靠着勤劳肯干，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左家明接触到
短视频平台，觉得很有趣，便常常把自己
做菜的过程记录下来，并在“快手”平台
上注册了一个“蛇哥教你做菜”的账号。

苦于无良师指导，玩短视频初期，从

文案、拍摄、再到剪辑，左家明都是自己钻
研。有时为制作一个精美的视频，他需要花
费好几天时间反复修改。每天上午想文案、
准备食材，下午拍摄、剪辑，有时忙到深夜。
他的工作强度，一点不亚于一个上班族。

由于长相帅气，外加一口衡阳口音的
“塑普”，左家明自带“吸粉”特性，短短一
年时间就拥有了上百万粉丝。网友热评他
是“帅哥中最会做菜的，厨师中最帅的。”

创业之路，先苦后甜。视频作品火起
来后，越来越多粉丝向“蛇哥”左家明咨
询，他家的厨具哪买的？他做的菜哪里可
以买到？做过微商的“蛇嫂”谢利利嗅到
了商机，慢慢开启了“蛇哥”直播带货之
路。现在，每天都有上千粉丝来到左家明
的直播间，购买土特产和厨具。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成名后，左家
明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自发参与到各种
助农帮困的公益活动中。去年3月，听说
新邵县雀塘镇合兴村13组村民袁秀珍的
丈夫因车祸不幸去世，家中负债累累，还
有5万公斤椪柑滞销。左家明主动对接到
她家开直播，义务推销椪柑。不到一个小
时，全国各地通过微信转账认购的网友

近200人，订购量达上千公斤。
“现在短视频平台的带货能量巨大，

我们作为邵阳本土网红，就应该汇聚正
能量，更多地参与到助农活动中来，帮助
更多群众实现致富梦！”6 月 18 日，在市
助农网红经验交流大会上，左家明道出
了自己的“助农梦”。

“百万级网红”的助农梦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6月15日，走进邵东市周官桥乡胜利
村竹山园，只见一排排精美竹篱笆围成的
庭院中，月季、夜来香等鲜花竞相开放，31
户村民房前屋后、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
条、整洁雅致，让人不禁感叹，曾经脏乱差
的院落现已变成秀美庭院。

近年来，该乡创新乡村环境卫生整治
模式，加大环境卫生软硬件设施投入，乡、
村、组三级联动，层层压实责任，营建秀美
庭院，打造美丽乡村。

“方块”拼出美丽蓝图

“前些年，竹山园的环境卫生存在脏
乱差的问题。2017 年村‘两委’换届后，
我们聘请了十余名保洁员，购买了 600
余个编织袋，全村进行地毯式环境卫生
整治，光是在竹山园就清理了 30 余吨垃
圾。”胜利村党支部书记刘峰秀介绍，为
了打造秀美庭院，周官桥乡多次组织各
村干部及群众代表到外地考察学习乡村
环境卫生整治先进经验，同时采取联点
包片的方式，组织乡镇干部到院落为村
民宣讲环境卫生保护知识，提高村民环
境保护意识，依托秀美庭院建设打造美
丽乡村。

在周官桥乡，像竹山园这样营建起来
的秀美庭院便有十余个。今年，该乡围绕乡
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将各院落“切块”，力
争建成每个院落一特色，各“小方块”相衔
接，绘制全乡美丽乡村蓝图。

软硬设施齐抓共管

周官桥乡下辖 15 个行政村，总面积
49.5平方公里，农业人口37800多人，人口
密度大，省道340线、衡宝公路等平行穿越
11个村，桐江蜿蜒流经9个村，落户企业63
个，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任务艰巨。

为了扎实做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作，该乡财政每年投入100余万元，同时积
极衔接各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加大软硬件
设施建设。从2015年至今，该乡共投入170
余万元建立了垃圾中转站，投入120余万元
购置了150个钩臂箱、2台钩臂车、1台洒水
车，投入32万元购置2万余个农户垃圾分类
桶，投入88万元完成了“马路市场”搬迁工作
……6年来，该乡连续被邵东市评为农村人
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一类乡镇。

同时，该乡加大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力
度，沿街拆除了 2000 余块商业性广告招
牌，取而代之的是1000块大型环境卫生宣
传牌和10000块“门前三包”制度牌、10000
张环境卫生公约、10000张“文明卫生模范
户”“最清洁户”评比标准。该乡还全力推行
河长制，购置河道清理设备，安排专人清理
河道卫生；园区企业实行“门前三包”制，同
时安排车辆上门服务，为企业清运垃圾；开
展“小手牵大手”活动，让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进校园、进企业。此外，该乡定期对保洁
员进行业务培训及工作成绩测评，并成立
乡村巡查小组，每天督查各村、院落环境卫

生，每半年开展一次大型环境卫生专项整
治行动，组织干部职工带头清理负责的片
区卫生，共同营造文明、整洁、和谐、美丽的
人居环境。

“三级联动”提质发展

“乡镇以书记、乡长为组长联点包村，党
组成员联点包片，干部职工分区负责，各村
成立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卫计专干为副组
长、党员和志愿者等为成员的村级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村级文化活
动中心、自然院落、公路、池塘、水渠等环境
卫生。”周官桥乡党委书记叶安平介绍，近年
来，全乡形成了乡、村、组三级管理体系，执
行村干部包片、组长包组、党员包院落、农户

“门前三包”的层层管理制度，每村配备2至
3名保洁员，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日常保洁。

为了压实责任，该乡建立健全了环境卫
生奖罚机制，各村组交叉检查，乡环境卫生
领导小组每季度对各院落、各农户的卫生状
况进行一次地毯式检查，对评选的优秀村
组、最美院落、清洁户及考核排名靠后者进
行张榜公示。同时，该乡还通过宣传车、宣传
标语、“村村响”等方式，大力宣传环境卫生
整治知识及典型，全乡形成了“你追我赶竞
相出彩，美丽家园你我共建”的良好氛围。

通过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如今，周官桥
乡院落美了，园区干净整洁，河流水清岸
绿，人居环境大幅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也明显提升。

周官桥乡：秀美庭院装点美丽乡村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刘兴文 谢亚银 王青春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杨坚 肖匡） 6月
16日，对于新宁县麻林瑶族乡中心学校的青年
女教师雷春艳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天，她被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荣誉称号。

雷春艳现为麻林中心学校九年级130班的
班主任，从事教学工作虽只有短短的4年，但她
始终把民族团结放在心坎上，自觉维护民族团
结，并注重把民族政策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学
工作中，积极引导教育学生加强各民族学生之
间的团结。她还主动投身扶贫工作，不怕困难，
不讲条件，课余时间多次深入该乡上林村、八角
村、高竹村等脱贫攻坚第一线，核查贫困人口数
量、贫困学生上学去向、贫困补助是否落实到位
等情况。

雷春艳自小就热爱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初
中时就曾作为运动员参加学校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中的蹴球项目，大学毕业回到麻林瑶
族乡中心学校工作后，正式成为了一名蹴球运
动员兼学校蹴球教练员。她大力推进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进课堂，既注重锻炼学生的
身体素质，又注重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她带
领的球队屡获佳绩，2018年曾获湖南省第九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蹴球项目混双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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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唐星 刘健
李丁） 端午佳节临近，在夫
夷河畔天子湖渣滩水域，邵
阳县各参赛龙舟队正紧锣密
鼓积极备战天子湖龙舟赛。

6 月 16 日下午，记者来
到该县塘渡口镇蔡山团村村
域内的河岸边，发现村民正
在积极备战龙舟赛。为了此
次大赛，该村准备了 5 艘龙
舟组队参赛，大有不拿第一
不罢休的气势。

在训练现场，经过人员
分组、口号确定、动作培训
后，5 艘参赛龙舟的队员整
装待发，展开了训练磨合。不

到半小时，参赛队员就被阵
阵鼓声和此起彼伏的呐喊声
所感染，全身心投入到训练
中，5 艘参赛的龙舟你追我
赶，让许多在岸上观看的村
民也心潮澎湃。

据悉，蔡山团村历来都
有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传
承传统民俗的同时，更展现
了大家团结奋进、勇往直前
的拼搏精神。随着脱贫攻坚
不断巩固提升，该村各项工
作取得长足发展，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积极投身家乡发展
建设，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将
是他们尽展豪情、一决高下
的战场。

天子湖畔 龙舟蓄势待发

6月17日，烈日炎炎，绥
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的农
妇杨元华头戴斗笠，独自在
自家责任田里忙活。

自从 20 岁时嫁到插柳
村后，杨元华就乐当“作田
婆”，从来没有抛荒过自家哪
怕一寸责任田。年轻时外出
务工，她也要拽着丈夫每年
回家插秧和收割。老公和工
厂的老板对此都不理解。她
总是说：“国家把责任田分给
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把它种
好、管好。”

转眼34年过去，昔日的
俊俏小媳妇已经变成儿孙满
堂的“老大妈”，但今年54岁
的杨元华依然坚持自己耕种
2亩水田。早在前些年，儿子
就劝她不要再种田了，结果
杨元华给儿子下了一道“命
令”：“不但我要继续种，你和
老婆也要种好你们自己分到

的责任田！”儿子儿媳虽然与
父母分了家过日子，可母命
难违，也只好像父母年轻时
那样，经常暂时放弃自己的
生意回家耕种责任田。在杨
元华一家的影响下，插柳村
的抛荒土地越来越少。

年初，丈夫在外地承包
了一个小工程，要杨元华前
去帮忙，但她的回答跟往年
一样：“等把田插好了，我就
过去！”都老夫老妻了，还这
么不心疼自己的男人，结果
老公跟她红了脸。

今年春耕，杨元华租来
拖拉机耕了地、耙了田，买了
谷种、化肥、农药等，前后辛
劳了一个多月才把秧苗插
好。

“家有藏粮，心中不慌！”
杨元华的话语朴实而坚定，

“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无
论如何也不能把良田荒掉。”

苗家农妇杨元华34年乐当“作田婆”

家有藏粮 心中不慌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袁学龙 宋三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肖丽娟
吴珺） 为进一步提高干部职
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切实增强
单位职工的灭火自救能力，6
月12日，新邵县住建局邀请
专业消防人员为全体干部职
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此次培训采取案例分析与现
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消防人员结合当前容易引发
火灾的各种隐患，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火灾的
起因、特点、预防及如何使用
灭火器材扑救初起火灾、如
何正确报火警、火场如何逃
生自救等消防知识。

“干粉灭火器如何使用，
更换周期是多长？”“下班时
如何确保办公用品彻底断
电？”培训现场，消防人员针
对参训人员的疑问一一解
答，并结合消防器材详细讲
解。“参加这样都是干货的消
防培训收获很多，不仅对如
何做好办公时的消防安全有
了底，而且学到了很多工地
消防安全管理方面的知识。”
该局工作人员黄江感慨道。

新邵县住建局局长周湘
平介绍，全局上下将时刻绷
紧消防安全这根弦，进一步
加大宣传和普及消防安全知
识的力度，共同构建良好的
消防安全环境。

新邵县住建局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把好消防关 绷紧安全弦今年6月17日是湖南
省首个“民兵活动日”。为
进一步增强民兵使命感和
责任感，绥宁县人民武装
部先后发动各乡镇武装部
组织基干民兵百余人，以
重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
词及开展消防、防汛演练
等方式持续开展“民兵活
动日”活动。图为该县人武
部组织民兵代表到康乃馨
老年养护中心为对越自卫
反击战排雷英雄、“一等功
臣”黄权国（左一）等退役
老兵过集体生日。

通讯员 赵明 熊巍
梁厚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