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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8月
8日上午，在红旗路新华书店湘中图
书城，不少市民驻足在《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的书籍专台，全神贯
注地翻阅学习。连日来，我市持续掀
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
热潮，市民纷纷表示，会认真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融会
贯通。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
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92篇，
为方便读者阅读，书中共分为19个专
题，并作了必要注释。

市民海萍女士说：“里面有一章讲
的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

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对党对国家充
满信心，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
福。”正在专台阅读的谢雨萧女士说：

“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总书记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这本书，孩子对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章，产生了很大兴
趣。现在邵阳的青山绿水越来越多
了，我们要一起爱护好生态环境。”

新华书店湘中图书城图书部主
管卢俊武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目前销售火爆，门店零售
已出售近千册，不少团体单位也在跟
我们接洽，我们将为这些单位提供送
书上门服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在我市热销

“谢谢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重
要的课，非常精准，相信会帮助很多
的人……”8 月 7 日，新邵县雀塘镇
早谷村关爱留守儿童微信群里，一
则由邓妈妈发出去的信息映入记者
的眼帘。

原来，邓妈妈在外地打工，她的
女儿今年12岁，因教育方法不当产
生逆反心理，小学阶段已换了14所
学校。村儿童之家成立后，邓妈妈积
极参加邵阳家庭教育研究会组织的

讲座，虚心向志愿者老师请教，并将
群里的《父母规》用纸抄写下来随身
携带方便阅读，及时调整教育方法，
与女儿成了好朋友。

像邓妈妈这样通过村“儿童之
家”平台成长进步的家庭，在我市比
较多。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实
际、着眼长远，从留守儿童的成长、
心理、情感上下功夫，努力织密“关
爱网”，为留守孩子营造了快乐、健
康的成长环境。

建好阵地，让留守儿童成
长不孤单

在北塔区田江街道田江村，令
村民们最开心的是设立于村部二楼
的儿童之家。这个关爱保护留守儿
童工作的一线阵地，成为全村留守
儿童的乐园。

该儿童之家，有活动中心1个，
室内面积135平方米左右，室外儿童
活动场地约600平方米，有多功能活
动室 1 间、图书阅览室 1 间，配有档
案柜、图书柜，内藏书2200余册，同
时还设有亲情视频室 1 间、电脑 2
台，有心理咨询室，有沙盘游戏、手
工制作等活动室。

（下转7版②）

不 离 心 不 隔 爱
——我市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实习生 胡启龙

8月6日，市工信局透露，今年上
半年，全市工业生产形势持续回升
向好。1 至 6 月，全市规模工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 2.28%；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7.6%；新增规模工业企业67家，全
省排名第三位。

上半年，我市持续推进沪昆百里
工业走廊建设，明确园区产业发展重
点，完善配套生产工艺，加快5G网络
等建设，提升其产业承载能力和吸引
力。截至目前，区域内规模企业总数
达到 990 家，占全市总数的 61.4%。1
至5月，区域内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的66.9%；规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占全市的91.8%，增速2.7%，成为引领
全市工业经济平稳增长“主战场”。

重点企业的有力支撑，新增规模
企业的强力拉动，让我市上半年规模
工业增加值同比差距逐步收窄。1至
6 月，三一专用、邵阳纺织机械、口味
王 3 家企业总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48.4%、66.8%、25.8%，拉动全市规模工
业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2019年3月
以来，我市新入规工业企业421家，初
步测算这些企业1至6月累计完成规
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拉动全
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6个百分点。

工业七大新兴优势产业链增长较
快，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
力。1至6月，装备制造、显示功能材
料、智能家居家电、循环经济、中医药、
时尚用品、互联网七大新兴优势产业
链规模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 55.8%；
完成工业投资 103 亿元，占全市的

54.6%。目前，产业链建设进展顺利，
三一配套产业园厂房等主体工程已完
工，多家企业准备入驻；彩虹（邵阳）盖
板玻璃第二条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完成
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等工作，预计年底
前投产运行。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建
设进程顺利，特种玻璃研究院即将建
成，亚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电子信息
产业园、韦全集团智能终端等项目即
将竣工投产，中电基板玻璃项目加速
推进。

立足工业七大新兴优势产业链延
链、补链、强链需求，我市紧盯粤港澳
大湾区，围绕产业链重点企业，实施定
行业、定产品、定客商“三定”对接行
动，确保精准对接，加速引进一批技术
含量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项
目。上半年，七大新兴优势产业链共
签约项目65个，总投资103.4亿元。显
示功能材料、装备制造、智能家居、循
环经济、互联网等产业链引进投资1亿
元以上的项目33个。

为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对我市工业
经济的冲击，市工信局联合统计、电力
等部门，对各县市区以及邵阳经开区
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调度，对工业
经济增速下滑严重和出现负增长的县
市区进行专题调研，分析问题查找原
因，督促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予以解
决。同时，成立督导小组，分组到各县
市区开展“制造强市一二三”工程工作
督导，督促各县市区扶持一批中小企
业做大做强，深入推动企业入规工作，
拉动全市工业经济增长。

我市上半年工业经济整体向好
1至6月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28%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陈旻阳 实习生 文超

8月8日，新邵县坪上镇小河村第一届帐篷露营节活动启动。露营爱好者们在小河村欣赏浪漫星空、高
山平湖、峡谷飞瀑等自然景观，还参加帐篷露营、篝火晚会、啤酒烧烤、森林音乐等丰富多彩的休闲体验活动，
感受户外运动所带来的激情和快乐。他们还组织小河村留守儿童开展游戏和抽奖活动。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能广 胡金国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肖又军 曾志华 谢又春
实习生 占新） 8 月 9 日，洞口县
花古街道七里村种粮大户向玉生和
他雇请的4名贫困人口，正在晚稻田
里补充施药、抗旱。

向玉生领头成立的合作社，今年
种了942亩早稻，收获了40万余公斤
的稻谷。合作社占地1300平方米的
粮食仓库也已建成，下一步除了尽心
种好晚稻，还计划发展粮食加工业。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在洞口
县，像向玉生这样的种粮大户还有一
千多名，他们和广大种粮户一起，一
直在为全县粮食生产“稳面积、稳产
量”作贡献。今年来，该县完成早稻和
晚稻种植面积均为32.5万亩，分别较
上年增加6.06万亩和5.85万亩。该县
水稻播种面积达到97.2万亩，较上年
增加3.28万亩，全面完成了今年双季
稻生产任务。目前，早稻全面收获，平
均产量达到 398 公斤/亩，较上年增
加13公斤/亩。

这些数据，是洞口县委县政府
狠抓“压单扩双”、确保“粮食两稳”
的工作成效。今年，该县出台了《关
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对粮
食生产进行了周密部署，确定了“稳
面增产、提质增效”的总体思路，为
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该

县农业农村局将各级政府支持粮食
生产的政策连同关键技术制作成口
袋书，发放到村组和种粮大户，让国
家的惠农政策家喻户晓。

在政策引路的同时，洞口县狠抓
重点难点。早稻生产的难点在育秧，
稳定粮食面积的重点在制止耕地抛
荒。今年年初，该县把早稻集中育秧
作为稳定粮食面积的主要措施来抓，
出台了稳定发展早稻生产的九条措
施，压实了工作任务，出台了支持政
策。该县财政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追加安排400多万元资金支持早稻
生产。今年，该县财政累计安排粮食
生产专项资金超过2000万元。追加
安排的资金重点支持早稻集中育秧
和早稻机插机抛，让早稻种植者真正
尝到惠农政策的甜头。该县颁布了制
止耕地抛荒、稳定粮食生产的通告，
制订了耕地抛荒治理台账管理制度、
耕地流转制度和耕地审批制度，明确
了制止耕地抛荒乡镇村的主体责任，
为制止耕地抛荒提供了制度保障。

洞口县压实工作责任，将双季
稻生产任务分解到乡镇（街道、管理
区），签订了粮食生产目标管理责任
状，确定了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为
粮食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明确
了奖罚措施。该县54名县级领导和
960多名干部，入户蹲点联系1000多

个种粮大户开展双季稻生产的指
导，为种粮大户送政策、送技术、送
信息、送市场，调动了种粮大户的生
产积极性，增强了种粮大户开展粮
食生产的信心。

该县还将粮食生产工作纳入乡
镇绩效文明考核，明确了双季稻为
生产考核的重要内容。县级领导带
队，组建4个督查调研组对双季稻区
16个乡镇（街道、管理区）开展粮食
生产督查调研，督促双季稻生产的
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该县还对双
季稻主产区的乡镇（街道、管理区）
主要负责人发出县长督办令，对早
稻育秧工作不力、在督查中排名后
三位的三个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和分
管领导进行了约谈，并通报全县。

现阶段，该县已做好抗大旱的
思想准备，科学制订了农业抗旱灾
预案，确保农业丰收。特别是杨林、
高沙、黄桥、石江等地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雨水偏少，山塘水库蓄量严
重不足，旱情相对严重。为切实降低
旱灾损失，该县加强了旱情的预测
预报，做到未雨绸缪：加强山塘水库
的引水蓄水，蓄足水源应对重大旱
情；加强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提高农
作物抗旱能力；合理布局好秋冬作
物种植，推广耐旱高产品种；对受灾
严重的地块及时补种改种。

洞口县狠抓“压单扩双”确保“粮食两稳”

她性格柔弱、个子不高，干起工作
来风风火火，把长冲村团结得和谐安
定、其乐融融，发展得欣欣向荣、产业
兴旺，并于2018年顺利出列。她乐观
自信、助人为乐，始终把村民当亲人，
受到村民的肯定，被大伙称为“长冲村
的‘亲闺女’”。

她叫王毅敏，邵阳县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2017年7月任邵阳县九公桥镇长
冲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发展是脱贫的基础支撑”

3 年来，王毅敏多方筹措帮扶资
金 260 万元加强村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产业，共硬化村组道路4公里，整修
8处山塘，维修水井2口，修通农田灌
溉渠道2000米；发展油茶100多亩、青
蛙养殖80多亩，引导本村在外经商精
英黎平回乡投资 200 万元，种植红心
脐橙200多亩，发展集旅游、休闲于一
体的生态观光农业，带动本村10多名
贫困户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黎平在北京从事艺术行业，对农
业产业发展非常陌生，王毅敏主动陪
他跑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帮助他把脐
橙推上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并联系自
己的朋友、亲人、同事积极购买脐橙
2000多斤。

目前，全村共有5个专业合作社，

每年吸纳10多名贫困户长期务工、20
多名贫困户做临工。

“比亲生女儿还亲的‘亲闺女’”

王毅敏按照上级要求，始终坚守
在驻村扶贫第一线，从未脱岗离岗，舍
小家为村里的大家。去年7月王毅敏
婆婆因眼疾住院动手术，今年4 月王
毅敏自己母亲住院动手术，她都只是
匆匆回家看望了1次。但每当村里的
贫困群众需要她帮忙时，她却从来没
有缺席过。

11 组贫困户刘运龙夫妇都已 80
多岁，年老多病，身边无亲人照顾，王
毅敏每个星期都去他家了解其生活情
况、帮助打扫卫生、陪他们去医院看
病，私人拿出2000元为其买药等。刘
运龙感动地说：“王队长也是我的闺
女，比我两个亲生女儿还要亲！”

近 3 年来，王毅敏共捐赠爱心资
金1万元，帮扶特困群众50多人次。

（下转7版①）

长冲村的“亲闺女”
——记邵阳县九公桥镇长冲村第一书记王毅敏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实习生 胡启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