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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宁煜 罗俊） 7 月 14
日下午，邵阳农信系统

“最美奋斗者”文化巡
回宣讲活动第三站来
到邵东农商银行，来自
该行的宣讲者唐岚岚
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
灵官殿支行行长罗松
柏走街串户践行金融
普惠的故事。

邵 东 市 灵 官 殿 镇
是 一 个 人 口 大 镇 ，有
9.8 万 多 人 口 。去 年 7
月，“党建共创、金融普
惠”行动开展后，灵官
殿支行承担着 1.7 万多
户农户的走访任务。这
对于仅有 6 名员工的
该支行而言，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
这一艰巨任务，年过五
旬的支行长罗柏松没
有气馁、打退堂鼓，而
是从容地接下挑战，并
坚定地说：“要发挥吃
得了苦、霸得了蛮、耐
得了烦的精神，克服重
重困难。”从此，罗松柏率先垂范，主动放弃
节假日休息，带头加班普及金融政策。不管
是严冬还是酷夏，总能在街头巷尾看到他
背着包、拿着笔走访农户的身影。

罗松柏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事迹，让
现场不少听众为之动容。而他在听了其他几
位“最美奋斗者”的典型事迹后，谦虚地表
示：“我所做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作，与
其他人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接下来，我会紧紧围绕金融普惠
这个目标，继续深入农户家中走访，做农户
的知心人、娘家人，用奋斗姿态擦亮‘百姓银
行’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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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清区一调料公司生产销售
标注虚假保质期的食品，没收违法
所得，罚款2万元；大祥区一奶粉店
售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没收过期
产品，罚款4万元……7月13日，市
市场监管局曝光了今年全市食品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百日行动期间
查处的一批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有
效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数据显示，我市现有食品生产
经营主体40284户，其中，食品生产
获证企业480户、食品流通经营单位
25687户、餐饮服务单位8524户、保
健食品经营企业5593户。今年以来，
作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经营、餐饮
服务和特殊食品的监管部门，市市
场监管部门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
水平，聚焦食品安全重点领域、重点
环节和重点品种，以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全力保障全市食品安全
形势总体稳中向好。

为做好疫情期间学校复课后
的食品安全工作，市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专门力量，分门别类对幼儿园、
小学、中学、大学食堂，学校及学校
周边食品经营户加大监管力度、加
密检查频次。一方面督促各级各类
学校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全面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切实做好
食堂人员健康登记、场地环境消毒、
设备维护保洁、物资存储保鲜、食品
分餐配送等防控工作，及时发现和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聚焦
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现场管理等关
键环节，对学校食堂实行全覆盖、地
毯式检查，现场发现问题，当场解决
问题，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问题，
统一建立风险清单，逐个逐项销号

处置，持续为学校疫情防控和食品
安全保驾护航。

结合外地食品安全事故，市市场
监管部门迅速行动，在全市进行大排
查，确保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期
间，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深
入开展大米生产经营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并深入各大母婴店、婴幼
儿用品店、商超、药房等重点经营场
所进行全面排查，严厉打击非法添
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行为，切实
保障市民尤其是婴幼儿食品安全。

以市人大常委会“放心早餐”
大调研为契机，市市场监管局在市
区启动了以质量安全、操作规范、
品牌提升为主要内容的早餐行业
专项整治行动。该行动以邵阳粉面

为重点品种，以学校周边、传统餐
饮美食街区为重点区域，以防止非
法添加和细菌超标为重点目标，按
照“市场准入严格把关，生产源头
严防死守，经营规程严抓细管，质
量标准严密监测，典型案例严查重
处”的要求稳步推进该项工作。

近年来，我市桶装饮用水生产
企业快速增长，部分饮水安全问题
随之产生。为此，市市场监管局严
把市场准入关，及时关闭2家不符
合生产条件的桶装水生产企业，分
3批次对300余名桶装饮用水从业
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桶装饮用水
专项整治前后，市市场监管部门分
别对全市桶装水企业进行了全覆
盖抽检。抽检结果表明，我市桶装
饮用水整治后抽检合格率比整改
前提高了 12.5%。对整治后抽检仍
不合格的5个产品，市市场监管部
门迅速立案查处并公开曝光，在桶
装水行业形成有力震慑。

以最严监管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王 韬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刘雪芹 陈凯） 7月13日上午，邵阳经开区
宝东路上，数名城管执法队员正在路面上来
回巡逻，督促沿线流动摊贩将摊位规整至指
定区域，防止食品包装袋等垃圾四处散落，为
园区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

宝东路沿线由于人流量大、流动摊贩众
多，是邵阳经开区城市管理工作中的重点、难
点区域。为加强对该区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按照市城管执法局的要求和相关标准，市城
管执法局经开区分局在此建设了该区第一座
城管综合执法服务站。

7月10日，该城管综合执法服务站正式
投入使用。城管队员将通过站内值守、站外巡
查等方式，及时受理市民投诉，及时发现并处
置市容环境问题，实现宝东路及周边区域市
容环境管理常态化。同时，市城管执法局经开
区分局将该站作为城管部门与人民群众沟通
的桥梁，积极收集投诉建议，提供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咨询，并配备有饮水机、雨伞、急救
药箱等便民物资，随时免费提供给市民。

邵阳经开区首座城管综合执法服务站启用

有了“城管蓝”
秩 序 更 井 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何春艳） 7月14日上午，市救助管理站工作
人员来到市区西湖路、红旗路、邵水东路等路
段，巡查救助街面的特殊人员，并为部分流落
街头的生活无着人员送上夏季衣物、防暑药
品等物资，确保他们安全度夏。

当天，市救助管理站启动“夏季送清凉”
专项救助行动，全力做好夏季高温天气下的
救助管理工作。活动期间，市救助管理站将
全面开展街面集中救助，加强与公安、城管、
卫生等部门协作联动，充分发挥110指挥中
心、数字城市管理平台和24小时求助热线的
发现报告和应急处置作用，做到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救助。同时，组织救助服务队上
街劝导流浪乞讨人员进站避暑，对不愿进站
接受救助的，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药品、饮
品、食品，并提供详细求助方式；对街头流浪
乞讨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按照“先救治后救
助”原则，及时送医院救治。此次行动将持续
至9月底。

巡查救助街面特殊对象

楼栋整齐亮丽，设施一应俱全；大
人就近创业，少儿就近入学；白天各忙
各的，晚上轻松休闲……住在洞口经
开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幸福小
区的居民们，每天都在刷新和谐幸福
奔小康的图景。

“十三五”期间，洞口县共有易地
扶贫搬迁对象 13212 人。他们陆续迁
出穷山窝，住进 121 个集中安置点和
各分散安置点。为他们营造幸福生活
的，是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易地扶贫搬
迁联席办。

7 月14 日，记者走访了洞口县多
个安置点的居民，从他们脸上洋溢的
笑容里，读出了满满的获得感、幸福
感。

迁出穷山窝
住进 里

——洞口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宏伟

杨玉桃的幸福，源于自家实现
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杨玉桃细数了易地扶贫搬迁给
他们家带来的变化：“住到毓兰镇上
之后，新城紧邻省道，交通方便；孩
子上学，只有几分钟路程；丈夫在周
边务工也方便。全家还享受了油茶
产业委托帮扶政策，获得分红……”

毓兰新城安置点集中安置 35
户124人。正如杨玉桃所说，安置点
的后续帮扶很给力：对种植柑橘、油
茶等经济作物的，按规定标准发放
相应补助；所有搬迁对象全部纳入
重点产业，并进行委托帮扶，每人享
受帮扶资金 2000 元，按年收益 8%
进行分红；引进“扶贫车间”，优先安
排搬迁户就业等。

月溪镇三溪村的肖青梅搬入该
镇鸿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后，马上被安置点的“扶贫车间”聘
用，这让她得以赚钱顾家两不误。该
安置点鼓励支持劳务输出，认真落
实劳务输出奖励政策。昌冠隆体育
用品、慧创电子等4家龙头企业在安
置点设置“扶贫车间”，就地吸纳近
200名贫困劳动力就业。所有搬迁人
口均采取自主创业或“四跟四走”模
式，人均发展了1亩油茶、茶叶等主

导产业以及其他特色产业。
在洞口经开区安置点幸福小

区，县经开区、人社局和小区管理委
员会多次组织现场招聘会，园区企
业优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此外，该
安置点推行“主导产业+重点产业+
特色产业”多重扶持方式，在432个
企业（合作社）带动下，532 个搬迁
户共发展柑橘、油茶、茶叶“三棵树”
扶贫主导产业 1892.48 亩，按 1500
元／亩的标准落实奖补资金283.87
万元；19户78人纳入中药材、桃林
等特色产业委托帮扶；22户99人纳
入辣妹子食品有限公司重点产业委
托帮扶，按2000元／人的标准每年
可享受 8％的保底分红，真正实现
户户都有产业帮扶，一户至少一个
产业帮扶。

美丽洞口气象日新。搬迁群众
13121 人已全部加入产业合作社，
实现委托帮扶；建成“扶贫车间”10
家，在建4家，共吸纳搬迁群众300
多人就业；与外省城市建立劳务协
作关系，输送搬迁群众就业 1280
人；大力发展特色农林产业，实现贫
困户增收 3078 万元，建成基地 435
个，吸纳 212 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

稳增收 能脱贫 奔小康
近年来，洞口县以易地扶

贫搬迁为抓手，精心组织，精
细谋划，精准施策，严格落实
中央明确的建档立卡和按照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
界定标准，确保符合条件、有
搬迁意愿的搬迁对象一个不
漏，不符合条件的对象一个不
进，不断梳理完善易地扶贫搬
迁对象信息，确保搬迁对象精
准率达到100%。于是，一大批
建档立卡贫困户被精准识别，
从大山深处或偏僻贫瘠之地
搬入集镇或县城安置点。

各安置点的建设、管理和
后续服务，倾注了洞口县委书
记艾方毅，县委副书记、县长
周乐彬以及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欧阳晨光，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杨云龙，县
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副组
长、发改局局长尹耀龙，县易
地扶贫搬迁联席办主任、发改
局副局长张振夏等一大批工
作人员的心血。

早在选址时，该县易地扶
贫搬迁联席办就坚持“科学合
理”的原则，所有安置点均在教
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覆盖的范围内。同时，所有
安置点周边具备配套脱贫产
业发展条件和就业容量，有利
于脱贫。

在安置点建设期间，联
席办规范建设管理，严把质
量安全关；加强资金监管，提
升资金使用率。

联席办依法依规办理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工程所有
手续，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
项目合同制、项目监理制。该
县坚持县级领导联点包片、
县联席办派人驻点、工程监
理日常监管、质量安全全面
受监、聘请甲方技术代表现
场指导等举措，做到精细化
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洞口县多次召开易地扶
贫搬迁联席会议，严格控制安
置点自来水入户价格，分批次
安装电力设施，协调网络公司
给予最优的网络价格，全面实
现了所有安置点通水、通路、
通电、通网。

此外，洞口县所有安置点
内均建有卫生室、警务室、文
化广场等一系列配套服务设
施，方便搬迁群众。在规模较
大的安置点，建立了新社区或
纳入当地村（社）管理，并组建
了临时管委会，承担社区管理
职责，确保搬迁群众遇事有人
管、困难有人帮，加快搬迁群
众的社会融入。

溪瑶族乡小麻溪村村
民廖昌佳搬入县城幸福小区，
像其他搬迁群众一样享受了
小区优质的服务后，迅速改变
刚开始的不适应，现已完全融
入新小区，并成立公司，为小
区居民服务。毓兰镇山阳村
17组村民杨玉桃所在的毓兰
新城安置点，是原金竹村（现
并入山阳村）整村搬迁的，居
民融入新小区更快。面对记
者，她的笑容有些甜。

搬得出 稳得住 速融入

◀肖青梅等搬迁

村民在鸿程安置点的

“扶贫车间”作业。

邵阳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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