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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叶青） 7月
19日20时，绥宁县武阳镇的居民都接收到微
信群和短信发出的预警信息：“今日4时至20
时，我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加强防
范山洪地质灾害、塌方、山体滑坡等不利影
响，请及时关注我们最新发出的预报预警信
息。”今年来，面对严峻汛情，武阳镇积极备
战，通过早摸排、早准备、早防备、早应对、早
落实，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提前战”。

早摸排，下好防汛“先手棋”。该镇坚持
以防为主，强化汛前隐患排查，对地质灾害隐
患点实行专人监测制度，并及时将排查出的
7处隐患点全部整改到位。

早准备，落细防汛“责任制”。该镇严格
落实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各
项防汛责任制，把责任分解到岗位和个人，防
止责任出现“空当”和“断链”。在强降雨发生
时，全镇7个水库的防汛责任人24小时不间
断巡查，确保水库安全；防汛抢险分队随时待
命，负责工程抢险与群众转移、救援。

早防备，备齐防汛“强装备”。该镇加强
后勤服务保障，做好物资供应准备，定点储备
麻袋5000余条，砂石5000余方，工程机械、车
辆12台，救生衣、食品、饮用水等防汛物资足
额备齐。

早应对，撑好防汛“保护伞”。该镇着力
完善应急预案，通过在全镇13个村居、2个居
委会开展防汛演练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
识。在接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和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启动的三级应急响应命令后，迅速
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微信群、“村村响”将预
警信息发送到每一位群众手上。

早落实，握紧防汛“主动权”。在强降雨
发生时，该镇按照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
双防包保机制和“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原
则，救援队化整为零、兵分多路对隐患点的群
众逐户逐人进行转移，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未雨绸缪
打好防汛“提前战”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建华 何豪）
7月20日，位于城步与武冈交界处的邓元泰
水质自动监测站、位于城步与绥宁交界处的
花园阁水质自动监测站正式开工建设。建设
这两处水质自动监测站，旨在建立健全水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厘清水污染防治责任，为推
动长江流域上下游县协同治理和水环境质量
改善提供重要保障。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思想，从上到
下统一部署，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具
体抓好落实。该局党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成立了自动监测站建设领导小组，由局长挂
帅，分管副局长带队，与乡镇领导、村委、下游
县分局领导、省代建公司、县施工单位对城步
赧水、巫水边界 6 次进行现场勘察，5 月至 7
月中旬完成项目选址、站房设计、施工合同签
订和用地协议书签订等前期基础工作。

为建设高标准的水质监测自动站，城步
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领导多次深入一线指
导，4次组织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充分听取人
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激励各级各部门鼓
足干劲，积极监督工程质量和进度，确保水质
监测自动站如期投入使用。

两处水质自动监测站

开工建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肖斌辉 胡金国 王婧）
7月21日，新邵县新田铺镇桥当头
村，贫困户王前锋手捧刚刚创作好
的油画自豪地说：“现在党的政策
好，不能两眼只望着政府，我现在
重拾起绘画手艺，可以靠自己的双
手绘出未来。”

今年47岁的王前锋，患有心脏
病、胃病和多种慢性病，多年吃药让
他原本虚弱的身体不堪重负，更是
无缘从事重体力活。为了帮助他摆
脱贫困现状，镇、村干部主动上门，
当了解到他年轻时学过油画、有一
定的绘画功底时，便动员他到县里

参加专业培训班，由政府全额承担
培训费、食宿费等。学成归来后，又
帮助他购买了绘画工具，让他潜心
创作，并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积极为
他的油画做宣传，倡议爱心人士购
买。目前，已陆续有人咨询、购买王
前锋的油画。

贫困户有心劲，脱贫有希望。
“王前锋深知光靠政府兜底难以致
富，还是要自己奋斗。他没被生活打

败。”新田铺镇党委书记邓亦锋说，
王前锋积极寻求脱贫新路子，是大
家学习的榜样。

据了解，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以来，针对贫困劳动力技能匮乏、门
路狭窄的难题，新邵县不断完善县、
乡、村贫困劳动力资源信息数据库
和就业创业台账，并根据贫困群众
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培训意愿，积极
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菜单式技能

培训，做到“一户一策、一人一策”，
努力让每个贫困劳动力都至少掌握
一门就业技能。截至目前，该县共开
办了油画、中式面点、育婴师等十多
个工种培训班。今年1月至7月，全
县共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40期，培训1999人次；支持企业培
训4期，培训150人次。

新邵县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李志成介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围绕县内外用工市场需求，组织对
全县贫困劳动力开展个性化技能
培训，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真正
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
户’的目标。”

新邵为2149名贫困劳动力量身定制技能培训套餐

一技傍身 脱贫在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杨源） 7月22日、23日，邵阳县26名中小学
特困“事实孤儿”，在6名志愿者的陪伴下，在
该县“金色梦想·成长之旅”夏令营活动中收
获快乐与成长。

这次以军旅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夏令营，
由邵阳县“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和邵阳
县塘渡口镇海棠村竹马少年营联合组织。参
加此次夏令营的孩子都是“事实孤儿”（即“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指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
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年龄最小
的8岁，最大的15岁。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孩子们参加了“珠
行千里”“高空网桥”“后羿射日”及消防普及、
逃生演练等一系列身体素质拓展训练。夏令
营的“红心林”爱心志愿者们全程负责照顾孩
子们的衣食住行，并开展一系列团辅活动和
励志教育，向孩子们传递一种关爱、一份情
怀，帮助孩子们释放情绪、放飞自信、培养乐
观勇敢的心态。

26名“事实孤儿”

走进公益夏令营

7月22日，笔者一行沿着新宁县黄金瑶族
乡易地扶贫安置点小区的硬化道路而上，一幢
幢白墙高楼映入眼帘，走进一户户贫困户家，只
见房间宽敞明亮，地面干净整洁，水、电、通讯等
设施齐全。

“住得很舒服，有事做，还有钱赚！”安置户
陈桂军笑呵呵地说着。

据了解，该易地扶贫安置点住进了78户贫
困瑶胞。该乡党委、政府在“搬”的同时，将工作
重心向“稳得住”的后续帮扶转移，从“搬得出”
向“稳得住”转变，“能致富”才是最后的目标。

车间进驻，让瑶胞在家门口就业

在安置区的路上，笔者碰到 50 岁的段大
嫂。她说：“我是集中安置点的搬迁户，现在在
扶贫车间上班，还管两餐饭。趁中午休息时间，
我回去晒下被子。”

为解决搬迁户稳定问题，黄金瑶族乡党委、
政府以增收为主导，制定就业创业政策，让贫困
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为让搬迁户的“口袋“鼓
起来，该乡在加大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力度的同
时，利用安置点门面招商引资，引进湖南飞洋皮

具有限公司、二联棉鞋厂2家公司，承接黄金安置
点劳动力转移，就近就地解决群众就业问题。“扶
贫车间”引进，解决了近100名贫困人口就业。

此外，该乡党委、政府还通过在安置点开发
公益性岗位、加强技能培训、吸纳集中安置点搬
迁户到附近竹制品企业上班等方式，让大批群
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因地制宜，种养合作社助推后续帮扶

“我村合作社共吸纳了65户贫困户入社，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管理中来，既当种植者，又当
管理者。”金沙村党支部书记陈世柏介绍道。

黄金瑶族乡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每个村
都成立了农业种养专业合作社。易地搬迁户搬
出后，党委、政府动员搬迁群众把闲置土地流转
给合作社，并鼓励一些不能进厂务工的群众到
合作社务工，因地制宜开展产业帮扶。

各村充分发挥种养合作社优势，吸引搬迁
贫困户务工。全乡22个合作社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对入社
贫困户采取“先扶起来”的原则，派懂技术、会管
理的农户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帮助搬迁贫

困户学技术，合作社盈利后再分红给贫困户。
通过这一措施，黄金乡搬迁的群众稳定增收。

用心暖心，“小菜园”丰富“菜篮子”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我们既有新房子住，
现在又有小菜园种，真是太好了！”在黄金瑶族
乡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60多岁的陈桂香
为分到“小菜园”高兴不已。

种菜的“小事”也是党委、政府的大事。该乡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共入住来自全乡各村
的贫困户78户352人，不少群众住进了新房，但
对“吃根葱还要买”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应，且喜欢
种地的习惯难改。这些群众的“难事”，成了乡党
委、政府的“心事”。

为解决贫困户的“菜蓝子”问题，让他们吃
得稳心、住得安心，该乡党委、政府从安置点周
围再征用和租用些土地给贫困户种植蔬菜，每
户20多平方米面积。为公平公正将每一块“小
菜园”分到贫困户，工作人员给每块小菜地编码
编号，采取抽签方式进行分配。

为了让群众居住得更加舒适，该乡党委、
政府还多方争取在安置点修建民俗文化广场，
同时推进安置点亮化、美化、文化等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绿色生态
家园，并组织开展健
身 、卫 生 评 比 等 活
动，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深山瑶胞“搬”出美好新生活
通讯员 杨坚 张吉千

7月20日，天气阴凉，最适宜晚稻插秧。洞口
县高沙镇五峰村种粮大户向剑龙的双季稻生产基
地，10名务工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插秧。目前，该基
地的早稻已收割130亩，晚稻也栽下数十亩。他说：

“禾到大暑日夜黄。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呢！
‘双抢’时节，我得抓紧时间收割、插秧。”

今年36岁的向剑龙，2000年初中毕业后就
开始承包村邻的抛荒地。之后，承包的双季稻面
积逐渐增加，近几年一直维持在 200 亩左右。
2016年，他陆续发起成立了洞口县宏丰种植专
业合作社、亿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剑龙家庭农
场。至今年年初，合作社的粮食种植规模已经达
到1000多亩。

“我扎根耕地，源于与土地的深厚情谊。我
一直想证明，种田也是大有可为的。”在农忙的

间隙，向剑龙不胜感慨，回忆起20年来在五峰村
五峰岭下寻“稻路”的艰难历程。

五峰村处于洞口县蓼水灌区灌溉系统的尾
端，“雨停地干，十年九旱”曾是这一区域的真实
写照。村里的青壮劳动力纷纷抛下农田去沿海地
区打工挣钱，导致很多农田抛荒。

向剑龙的父亲是种田的“老把式”。“他看见
农田抛荒，觉得很可惜，就开始带着我耕种邻居
抛荒的田。”向剑龙回忆，2000年初，家里开始
耕种村邻的临时抛荒田。“田块不集中，机械化
还没有普及，种田的成本很高，根本赚不到钱。”
他心里暗自着急，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靠田地
闯出一条路来！

从水稻选种到病虫害防治，从单打独斗到成立
专业合作社，从农资采购到飞防统治……好学的向

剑龙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探索自己的“稻路”。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粮食安全，“三农”

工作成了重中之重，向剑龙和合作社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本村的闲置
土地已经满足不了合作社的需求。向剑龙就把目
光投向了周边的洪茂、长青、石门等村，以土地流
转的形式连片承包土地。在网上学习农技知识，
不懂的向同行请教，积极参加农业部门组织的各
种培训，向剑龙的“稻路”越走越宽。2018年11月，
自学成才的向剑龙代表洞口县参加第五届中国
农机手大赛，荣获“全国百强机手”的光荣称号。

“合作社每年都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务工，
聘请5个人常年在合作社帮忙。平时聘请的劳力
少则10人左右，多则二三十人，其中很多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向剑龙说，本村曾广连两口子就
常年在合作社从事清理田埂、看水等简单工作，
一年有2万多元收入，早就脱贫了。

“发展多种经营，走循环农业道路，带动更
多乡亲建设美丽新农村。”这是向剑龙闯出的

“稻路”。近年来，他依托家庭农场，大力发展生
态养猪、鸭、鹅、鸡等，通过立体养殖，减少污染，
降低农药残留，增加农业附加值。他坚信，自己
的路走对了！

从单打独斗到成立专业合作社，从传统耕作到发展现代设施

农业、生态循环种养，种粮大户向剑龙——

五峰岭下探“稻路”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谢定局

7 月 21 日，邵东
市周官桥乡三联村
连片水稻金黄，村民
正驾驶收割机收割
早稻。近年来，该乡
农业机械化水平逐
年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不断提升，助力农
民丰产又丰收。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