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 日 庚子年五月十五 星期日 第12063期 今日4版5

7 月 2 日一大早，绥宁县武阳
镇双龙村的气象信息员刘登湘起
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来到设在
自家门口的人工雨量观测站，打开
雨量箱，对雨量数据进行详细记录
后，随即将结果汇报给镇里、县气
象局和防汛抗旱指挥部。

近年来，绥宁县气象局在17个
乡镇设置了人工雨量观测站187个，
自动雨量监测站75个，一张全覆盖
的雨情预警监测网，为各级单位部
门应对雨情汛情提供了坚实的信息
保障。该县正是依靠包括预警监测
网在内的“四覆盖 四提前”机制，成
功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难题，在山
洪地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实现了近
10年未发生因山洪地质灾害的死亡
案例，确保了“不垮一库一坝、不死

一人”目标的实现。

避灾宣传覆盖村组，提前
教育到位

“我们县、乡、村、组四级联动，加
强防汛工作宣传力度，增强村民参与
意识，精准预警、精准部署、精准调
度，确保万无一失。”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绥宁县委书记唐渊说，近年来，
绥宁县从普及防御知识、落实防汛演
练、规范防汛预案等方面入手，全面
提升干部群众防灾救灾意识和能力，
提高群众防灾、避灾、抗灾自觉性，防
汛防灾工作开展顺利。

每年汛期来临前，绥宁县都会
按照“五个一”的要求，搞好一轮防
汛集中培训、发放一套防汛资料、
巡回播放一轮防汛影像资料、每天

一次广播宣传、发送一系列短信和
微信信息。该县还在 69 处 5 户以
上山洪灾害危险区设立大理石标
志牌，在各乡镇和15所学校设立防
汛宣传栏，实现躲灾避灾教育抬头
有内容可看、低头有手机可翻、耳
旁有广播在响，做到相关知识家喻
户晓、入脑入心。

从 2005 年开始，绥宁县防指
坚持每年举行全县性的防汛避灾
演练，对可能发生的灾害隐患做到
心中有数，使群众明确了解预警信
号传递、安全转移路线、地点等一
系列躲灾避灾的方法，教育群众在
降雨量达到 50 毫米/1 小时、70 毫
米/2小时或100毫米/3小时，接到
预警预报后做到夜不入睡，增强群
众躲灾避灾能力。 （下转4版①）

生 命 至 上
——绥宁县“四覆盖 四提前”破解山洪地质灾害难题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斌 黄忠 黄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
讯员 王韬 陈佳佳） 7 月 2 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在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人
民至上价值理念，作为更主动、工作
勇担当，努力构建完善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的市场监管工作运行体
系，推进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晏丽君，市政府秘书长陈秋良
参加调研。

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刘事青走
进食品常温留样室、药品常温留样
室、中药室、食品室等处查看食品、药
品科学技术检验检测基础设施设备
建设和运行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技术
检验人员，要求切实加大科技投入，
强化技防力量，努力提高食品药品安
全风险防范水平，坚决守住食品药品
安全底线。

刘事青还到湖南可诺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湘郡铭志学校中学部食堂、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等
处进行了调研。今年以来，全市新增

市场主体28741户，同比增长30.37%，
增速排全省第2位。全市现有市场主
体301856户，居全省第4位。全市现
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0284户，食品、
药品领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刘事青充分肯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前期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机构改革很给
力，市场监管有作为，优化环境有成
效，疫情防控有担当。他要求，努力构
建完善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市
场监管工作运行体系，聚焦“六稳”“六
保”工作任务要求，保障市场供应，优
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服务市场
主体，筑牢安全防线，满足群众期望，
推进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刘事青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食
品安全“四个最严”工作要求，进一步
加强市食安委的组织领导，由市长担
任市食安委主任，科学强化考核，据实
保障经费，加强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
全力以赴完成“三四五”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目标任务。

刘事青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时强调

构 建 完 善 好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形势下的市场监管工作运行体系

6 月24 日，雨后的长塘河上氤氲
缥缈，两岸青山翠绿、山花盛开，让人
心旷神怡。从洞口县城出发，沿着平
溪江而上，10 多公里后，再沿着长塘
河顺着公路一路前行，约5公里后，就
来到了地处雪峰山腹地的长塘瑶族乡
老艾坪村。这是一个瑶族聚居村，也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瑶
族祭祀舞“棕包脑舞”的发源地。

老艾坪村虽然神奇秀美，却也是
一个“山陡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
三尺平，自然灾害多”的贫瘠之地。全
村 7 个村民小组 142 户 462 人散居在
雪峰山腹地，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70
户245人，是一个省级深度贫困村。

2018 年 4 月，中国水利水电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驻村帮扶工作队来到
老艾坪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面对艰
苦的自然环境，“扶贫怎么扶？从哪里
入手？”成为工作队队长王军等人的当
务之急。

驻村帮扶工作队在前期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针对当地实际，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
件，抓好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决定发
挥后盾单位优势，从就业扶贫着手，
通过“龙头企业+技能培训+就业安
置”的就业扶贫模式，变“救济式扶
贫”为“开放式扶贫”。

2019年5月25日，在长塘瑶族乡
政府会议室，陈龙、陈远洋、戴铮铮、丰
小林、黄雅茜、戴成勇等人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这些昔日村里的“穷小子”

“穷夫妻”，如今有了另外一个身份
——中国水电八局员工，成了乡亲们

眼中的“人生赢家”。
2018年，陈龙等人一起被送往中

国水电八局高级技工学校接受了3个
月的免费培训，并考取了电工上岗证。
随后，6人顺利入职，在中国水电八局的
各工地上班。为带动更多的贫困青年
转变观念，走出大山，走上脱贫致富路，
去年5月底，中国水电八局专门安排6
人带薪休假，回村参加就业帮扶座谈。

村委会主任戴昌路说，第一批出去
的6位年轻村民，就是“老艾坪村的春
笋”，他们的致富路就从这里开始，“以
后会把更多的人带出去脱贫致富”。

长塘瑶族乡党委书记梁丽君说，
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的山区，如何
让贫困群体真正具备长效脱贫的内生
动力，是很多扶贫主体面临的一大难
题。中国水电八局在老艾坪村摸索出
的“龙头企业+技能培训+就业安置”
的就业扶贫模式，通过提升贫困人口
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帮助实现就
业，在老艾坪村打造了该乡就业扶贫
的新样本。

在第一批就业扶贫成功案例的鼓
舞下，老艾坪村其他青年开始踊跃报
名参加中国水电八局提供的技能培
训。不久，在中国水电八局驻村帮扶
工作队的帮助下，老艾坪村第二批15
位贫困青年在中国水电八局教育培训
中心完成了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顺
利入职中国水电八局。（下转4版②）

深 山 春 笋 出 林 来
——中国水电八局打造就业扶贫老艾坪样本

邵阳日报记者 马剑敏

新华社北京7月 4日电 7 月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总理呼日勒
苏赫致口信。

习近平表示，中蒙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邻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
蒙紧密开展抗疫合作，充分体现出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深厚情谊。主席
先生高度评价中方为全球抗疫所作贡
献。中方愿同包括蒙古在内的世界各
国加强抗疫交流合作，共同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我高兴地看到，在蒙古人民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蒙古疫
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日前又顺利举行了议会选举。

不久前，主席先生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之际专门给我来函，充分

体现了你和蒙古人民党对中蒙两党两
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愿同
蒙古人民党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
作，引领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
更大发展，为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应
有贡献。

呼日勒苏赫在此前致习近平的信
函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
下，中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
有力保护了本国人民健康安全，也为
守护世界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对此深表钦佩。

近年来，在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
框架内，蒙古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成
功推动双方各层级合作迈上新台阶，
我对此感到高兴。相信我们两党将进
一步巩固合作成果，推动蒙中两国关
系不断深化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同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总理呼日勒苏赫互致信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朱 莹 婷
陈沐） “全体干部职工要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主动
服务，做到‘十个严禁’。”7
月2日，邵阳经开区向全区
干部职工宣布了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十个严禁”有关

规定及要求。
今年以来，邵阳经开区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制定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年
行动》方案，实施行政效能
提速、企业服务水平提升、
项目快速落地保障、经济运
行成本降低、严格规范行政

执法等行动，在园区形成
了一种“让主动担当成为
一种常态，让主动服务成
为一种习惯，让主动落实
成为一种气候”的
浓厚氛围。

为进一步推
进全区作风建设

大提升、营商环境大优化，
邵阳经开区决定从 7 月 1
日起实施《邵阳经开区优
化营商环境“十个严禁”规
定》，严禁全程代办超时限
办结，严禁驻企服务员应
该发现问题而未发现，发
现问题后未及时处理或未
及时报告；（下转4版③）

出台“十个严禁” 优化营商环境
邵阳经济开发区向公职人员悬起“达摩克利斯之剑”

汛情猛于虎，防汛重如山。防
汛抗灾，责任重大。近年来，绥宁县
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防
御为主，探索出了“四覆盖”“四提前”
科学化、系统化的防汛抗灾工作方
法。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
科学防汛体系，连续多年成功实现在
大灾面前不垮一库一坝、不死一人的
目标，把经济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科学化、系统化防汛救灾，是
提升灾害应对能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根本途径。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
系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
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
灾害防治能力。近年来，我市在防
汛抗灾工作中，始终将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每年汛
期来临之前，科学研判，提前部署，
压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
筹力量，严防死守重点领域，全面

提升了抵御洪灾的综合能力。绥
宁县作为全省山洪地质灾害易发
县，更是超前谋划，“四覆盖”“四提
前”着眼于预防为主，寓“防”于

“治”，以“治”设“防”，“防”“治”结
合，取得了良好成效。

当前，汛期尚未结束，防汛抗
灾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各部门要
认真学习借鉴绥宁的好经验、好做
法，始终绷紧“防大汛、防大灾、抢
大险”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
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对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推进、再落实，最大限度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度
汛、万无一失。

坚持科学化系统化思维
邵阳日报评论员

近年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护绿造绿、畅通“毛细血管
（河、路）”、实施垃圾分类等行动，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新时代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苗岭大地全面展开。
图为7月4日清晨，鸟瞰下的该县茅坪镇金兴村。 通讯员 严钦龙 杨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