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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武冈市晏田乡八角庙村
农村留守儿童之家，村里的儿童主任
邓秀金正带领留守儿童在做“小蝌蚪
找妈妈”游戏，通过视频让孩子们与
远在他乡的父母通话聊天。这是武冈
市坚持用“六有”体系打造关爱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长效机制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武冈积极开展“文明创
建、大爱武冈”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服务活动，着力打造有责任分工、
有实践创新、有关爱阵地、有专业队
伍、有经费保障、有考核机制的“六有”
关爱体系，用心用情关爱保护农村留
守儿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基层落实、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工
作格局，全市上下形成了一种人人关
心爱护留守儿童的暖心氛围，大大增
强了孩子们的归宿感、幸福感。

有责任分工。武冈市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分层落实的原则，构建
县、乡、村三级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完
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护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民
政部门牵头，人社、教育等单位为直
接责任部门，分工协作，合力抓好关
爱保护工作，建立学校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通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及

志愿者的积极工作，实时掌握儿童状
况，对存在监护缺失的家庭进行排查
梳理和监护干预，切实指导、支持和
监督家庭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组建留
守儿童家长一村一微信群，开展每月
不少于两次的“家长成长课堂”活动。

有实践创新。武冈市开发儿童关
爱智慧平台，做到三级监管，可通过
手机APP了解各村工作开展情况，儿
童主任、家长可在线上系统学习专业
和家庭教育知识，系统还可记录儿童
成长故事等内容，实现关爱对象留档
归类、关爱活动留档归类；建立“1+1+
1”关爱服务模式，通过开展1名儿童
主任+1名志愿者讲师+1名志愿者助
教的关爱服务，组建成立“阳光成长
小队”，积极开展“团队合作、助人为
乐、文化自信、安全自护”等活动；强化
儿童关爱保障机制，对低保家庭16岁
以下少年儿童在低保发放标准上增
发每人每月150元的儿童关爱补贴；
对一、二级重度残疾儿童发放每人每
月100元的重度残疾儿童关爱补贴；
对年医疗支出10万元以上的重病儿
童，在原有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报销
比例上提高10%的报销比例；帮助流
浪乞讨儿童积极寻亲，如10天内寻找

家人未果，转入儿童福利院，如30天
内寻找家人未果，则在武冈市进行暂
住户口登记并按机构抚养孤儿标准
每月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

有关爱阵地。武冈市着力推进村
儿童之家、学校儿童之家等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阵地建设。到2019年末，全
市新建或提质改造完成儿童之家206
所，其中学校儿童之家153所、村儿童
之家53所；各村（社区）、学校划出专
门场地，统筹利用现有的学校、村级
活动场所、幼儿园等场所，每个乡镇
（街道）和中小学按示范型、标准型、合
格型三类标准进行建设，实现儿童之
家全覆盖。武冈市还明确，一类示范
型儿童之家（室内面积100平方米以
上，留守儿童50人以上）；二类标准型
儿童之家视村/社区（学校）空闲房间
面积、村留守儿童数量来定（室内面
积50至99平方米，留守儿童20至50
人）；三类合格型儿童之家，村（社区）
硬件基础较差的可建设简化型儿童
之家（室内面积50平方米以下，留守
儿童20人以下）。每个儿童之家配置
电视机、电脑、图书、报刊、体育器械、
文具用品、书桌书架等。

(下转7版)

爱，让留守不再孤单
——武冈市着力打造“六有”体系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实习生 刘 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8月3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专题调度全市公共
卫生项目建设，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中力量加
强能力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强化应急处置，
筑牢风险屏障，切实提高全市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能力，推动全市医疗健康普惠事业有序
快速发展壮大。副市长李华和、市政府秘书长
陈秋良参加。

会议梳理了关于邵阳市二人民医院整体搬
迁项目、“三中心”项目(邵阳市疾控中心搬迁、
邵阳市医疗救治中心和邵阳市医疗物资储备中
心建设)前期工作情况和存在的主要困难，研究
部署了下阶段工作推进措施。

刘事青强调，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优异
成绩，但风险挑战依然存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防控工作不
得有半点松懈和麻痹。要全力以赴提升防风险
保健康的本质水平，深入实施爱国卫生运动，切
实加强公立医院卫生机构建设，科学统筹优化
医疗资源布局，全面做好公共卫生特别是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的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工作。

刘事青要求，强化组织领导，迅速成立分管
副市长为指挥长的市级项目建设指挥部，统筹
推进各重点公共卫生项目建设。要优化资源配
置，结合各项目实际情况，利于整体共建的整体
共建，适合独立推进的独立推进。要强化要素保
障，各项目所需的资金、用地等基础条件，要整
合利用，集中力量推进项目尽快实质性开工，形
成更多工作实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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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枫 通讯员
陈小龙） 近日，我市在全省率先出
台《关于规范和简化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报建手续的通知》，要求一切
围绕项目开展工作，为老旧小区改造
装上“推进器”，用实际行动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7 月 31 日下午，市住建局会议
室内，发改、住建、资规、城管等市直
部门有关负责人正在对大祥区滑石
村、学院路二期等 12 个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进行集中联合评审，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评审全面推行“一
站式”办理。

去年底以来，我市成功申报中央
财政补助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55个、
38761 户，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44655 万元，居全省第二。今年全市
有 295 个城镇老旧小区纳入中央财
政补助计划，目前仅开工40个。为解

决开工率低、推进速度慢等深层次问
题，市政府责成市住建局开展摸底调
研，寻找问题症结。

据悉，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除
受年初疫情影响外，报建程序繁琐、
审批周期长也是制约项目进度的重
要因素。为此，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专门文件，
在“依法依规、简政放权、分级管理、
以区为主”的总原则下，规范和简化
大祥、双清、北塔辖区范围内纳入中
央财政补助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的项目报建手续，将立项、方案、初步
设计、初步设计预算4次评审整合为
一次评审，项目评审周期由原来的4
至6个月压缩到2至3个月。我市还推
行分级审批，建立“先建后验”预许可
机制，在方案审查、施工图审查、招投
标、规划设计、验收等各个环节开设

“绿色通道”，极大简化各环节程序。

集中联合评审 “一站式”办理

我市为老旧小区改造加装“推进器”

8 月 3 日，记者从市人社部门获
悉，今年上半年，我市共为全市4704
家企业减免工伤保险费 3654.65 万
元，惠及参保人员26.57万人；为全市
2036 家企业减免失业保险费 3222.4
万元，惠及参保人员22.95万人。

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免“应免尽
免”。为全力支持我市企业复工复产、
稳定劳动关系，市人社部门阶段性减
免企业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
部分。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确实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中小微企业，继续执行免征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费的政策，并将此优惠政
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对大型
企业执行减半征收工伤保险、失业保

险费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6月
底；受疫情影响，申请缓缴前，连续3个
月累计亏损的企业，可申请缓缴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
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不加收滞纳金，
并可按照规定先行享受相应待遇。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应返尽返”。
市人社部门充分通过人社局官网、微
信公众号、QQ群、电话通知等途径，大
力宣传稳岗返还政策，指导企业申领
稳岗返还补贴，同时通过稳岗返还审
核优先、公示时间缩短等“绿色通道”，
让稳岗返还跑出“加速度”，全力帮助
企业纾困解难，渡过阶段性难关。今年
上半年，全市已为219家企业4.34万企
业职工发放返还资金1056.81万元，其

中市本级为73家企业2.53万企业职工
发放返还资金601.05万元；发放技能
提升补贴1.42万元，惠及职工9人。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应发尽
发”。今年，我市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
围，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基
本养老待遇的，可以申领失业保险
金；对符合申领条件但未申领的失业
人员，即使超过60日申领期限，也可
申领失业保险金，因信息记录不全、
不规范等无法判断失业原因的，由本
人提供书面承诺，均可发放失业保险
金。我市还启动了失业补助金发放，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
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
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6个月的失
业补助金，为失业人员提供全方位的
政策关怀。上半年，全市为4.09万人
次发放失业保险金 4407.67 万元。其
中市本级为 1.29 万人次发放失业金
1413.58 万元，为工残、病养人员 386
人发放生活费240多万元，为失业人
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972.27万元。

筑 牢 民 生 底 线
——我市上半年工伤失业保险服务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杨昌泉 实习生 梁顺逸

“平时上班忙，根本没有时间去
施工现场，当初选择筑臣装饰的‘透
明装修’方案实在是明智，随时随地
都可以查看装修进度，省时省力省
心。”7 月 22 日 10 时，刚做完一单业
务的徐先生趁着中途休息时间，掏出
手机看了一下家中的装修情况。

邵阳市筑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是一家由3名“90后”小伙子投资成
立的家装公司，1993 年出生的黄飞
扬负责全权管理。在这里，年轻就是
资本和优势，年轻人的思维更加活
跃，理念更加超前。在“全案设计”的
基础上，黄飞扬率先将时下流行的

“透明装修”——一整套“工地可视化
管理”解决方案引入邵阳市场，反响
极好。

全案设计 “全”程无忧

2013 年，还在上大学的黄飞扬
便开始了创业之路，收获了第一桶

金。有了第一次创业的经历和积累
后，2017年下半年，正在湖南大学土
木工程专业读研究生的黄飞扬，与志
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邵阳市筑
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走的是传统装修
之路，推出普通套餐式的服务内容。
经过1年的摸爬滚打，黄飞扬发现公
司的定位与市场需求并不相符，“邵
阳市民对装修呈现两极分化，要么是
简单装修用于居住，要么就是追求生
活质量，对装修要求很高。后者的占
比更高。”

2018 年，公司开始第一次转型
升级，走高端定制路线，通过整合各
项服务推出了“全案设计”，受到了市
场的认可。 （下转2版）

青 春 飞 扬 逐 梦 想
——“90后”黄飞扬的创新创业之路

邵阳日报记者 胡 梅

8月4日，洞口

县文昌街道一安置

房工程项目工地，

工人头顶烈日在忙

碌施工。为确保项

目早日竣工，施工

建设者面对近期持

续的高温，上午早

上班早下班、下午

晚上班晚下班，保

质保量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

通讯员

滕治中 摄

新宁县举办崀山申遗成功10周年座谈会

保护中发展 传承中创新 （2版）

“警力+民力”，看邵东如何构建县域治理
新格局？ （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