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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唐婷）
“县纪委监委一个月举办一次的
‘四知讲堂’真是‘及时雨’，带出
了我们纪检新兵的‘加速度’。”
近日，绥宁县一名年轻的乡镇纪
检监察干部在培训课上如是说。

今年来，绥宁县纪委监委
紧扣“重程序、讲规矩、强本领”
建设年活动目标，以“三学三
力”为抓手，全方位锻造纪检监
察铁军。

“网络+读本”自主学，增免
疫力。针对纪检监察干部业务繁
忙、人员不易集中等特点，开启

“网络+读本”自助学习模式。
“测试+评比”倒逼学，强战

斗力。倒逼纪检监察干部强弱
项、补短板，将学习成果运用到
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上。

“培训+实践”组合学，聚向
心力。建立“一月一讲、一人一讲”
理论学习机制，开设“四知讲堂”，
围绕“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量体裁衣，靶向培训。

今年，该县“四知讲堂”已举
办 10 期，参加人数达 920 多人
次。该县纪委监委还积极搭建实
践平台，在强化业务理论知识学
习的同时，注重实践锻炼，在提
升办案质量的同时，形成双学双
促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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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我父亲临终一再嘱咐，把他一
生结存的积蓄捐给村里，用于村里的公益
事业。”11月26日，隆回县岩口镇黄金洞村
党支部书记蒋传铁收到一笔特殊的捐款
——刚过世的老党员于传升老人临终时托
儿子送来的21000元积蓄。

年逾八旬的于传升家住黄金洞村茶仁
8 组，是一名有着 50 年党龄的老党员。自
1955年起，于传升曾担任原茶仁村党支部
书记28年。28年间，他一心扑在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和为民谋福祉上，带领村民克服
重重困难，建好了茶仁村集体经济场，修好
了两所学校，改变了茶仁村贫困落后的面
貌。如今，上了年纪的村民一忆起于传升，
言语间饱含着深情：“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与他老人家当村支书时打下的坚实基
础密不可分啊！”

退休后，于传升老人仍时刻牵挂着乡
亲。他把儿女们孝敬的生活费、退休金等
积攒起来，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一旦东家
有困、西家有难，总是叮嘱儿子代他去送
钱送物。

于老的大儿子说：“老父亲临终时嘱咐
我，‘我余下的积蓄都捐给村里做公益事
业，让我为村里建设尽最后的一份绵薄之
力吧’。”

捧着沉甸甸的捐款，蒋传铁噙满泪
水，“于老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责任和担当，我一定以于老为榜样，
为黄金洞村快速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

临 终 再 嘱 咐
捐 款 助 公 益

通讯员 罗 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周鹏） 连日来，由邵阳县农业农村局、县
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等六部门组成
的邵阳县畜禽规模养殖场联合审批工作
组，对全县16家已完成建设任务的新建畜
禽规模养殖场进行验收。

今年4月26日起，由该县恢复生猪产
能指挥部牵头对乡镇上报的新建畜禽规
模养殖场组织实施现场核实并批复，按照

“五统一”（统一申报、统一现场察看、统一
审批手续、统一环保及动物防疫设计标
准、统一验收颁证）监管标准，进一步落实
好养殖场建设“三同时”制度，避免因养殖
造成新的环境污染，确保该县新建畜禽规
模养殖场建设的科学化、集约化、标准化、
生态化。

截至目前，该县共有 107 家申报新建
畜禽规模养殖场，其中拟同意建设的有55
家，不予批准的52家。55家拟同意建设的
新建畜禽规模养殖场有16家已完成建设
任务。

邵 阳 县

新建规模养殖场迎验收

11月22日傍晚时分，新邵县酿溪镇大塘社
区1组居民何萍辉约上舞伴去跳舞。行走在干净
整洁的街道上，她高兴地说：“现在路灯装在家
门口，路上看不到垃圾，社区环境越来越好，住
起来心情舒畅多了！”

何萍辉的点赞，是大塘社区推行网格化联
动管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水平大提升的真实
写照。

内外兼修，从“面子”美到“里子”

大塘社区，一个蕴含着乡村味道的名字，是
因过去这里有一口用以灌溉农田的大水塘而得
名。作为新邵县城典型的老旧社区，大塘社区部
分居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文明素质还停
留在农耕时代的水平。而且，由于该社区不是开
发区，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居民夜
晚走的是“黑路”，雨天走的是泥路，由于没有下
水道，很多地方一年四季污水横流，居民出行不
得不垫砖“扭秧歌”。

2017年，新邵县启动创卫工作，大塘社区也
打响了整治脏乱差攻坚战，开启了公德教育大
课堂。

2019年7月的一天夜晚，县委书记阳晓华来
到大塘社区的老屋塘院子，组织党员组长、居民
代表等召开院落会议，询问大家对创卫工作、公
德教育的意见建议，并郑重承诺“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旱厕全部拆掉，一律禁止养鸡养猪，让大
家的生活环境更加干净”。

社区一班人在联点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全力
打好基础设施翻身仗，对通院落主要道路实行“白
改黑”5000米，硬化2000米；对居民集中的4个院
落统一安装路灯，结束了居民夜晚摸黑出门的历
史；埋设下水道3000余米，拆除老旧废弃房屋和

危房14000平方米，拆除旱厕近400处，实现了辖
区内旱厕清零。社区还在每个小区各规划了一处
文体活动场所，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面子”焕然一新，“里子”也要同步跟上。针
对一些居民不讲文明、不重卫生、不守公德、不
爱公益等“顽瘴痼疾”，社区通过公德教育、“星
级平安家庭”评选表彰等，让好典型“香”起来，
让落后者无地自容。

2 组居民孙孝情的母亲瘫痪在床 10 多年，
他和妻子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一直到老人96
岁高龄去世。社区多次在院落会议上宣传表扬
孙孝情夫妻这个典型，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如今，大塘社区居民打架闹矛盾的少了，不
讲卫生、不守公德的少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
绝迹了，居民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给力基层治理，带来幸福满“格”

2018年以来，大塘社区坚持以网格化党建
为引领，深化网格化管理，优化网格化服务，将
社区划分成若干个网格，落实“三定三化”，实行
动态、全方位管理，全力构建基层社会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

摸清基本情况，定格。进行入户调查、登记
造册，对辖区总户数、单元户数、门面店铺、区域
分布情况等进行全面摸底。在此基础上，将社区
划分为4个网格，每个网格200至300户，并绘制
网格地图。

强化上下联动，定人。每个网格配备2名联
点机关单位干部、1 名镇干部、2 名社区干部、1
名党员组长、若干社会志愿者，对网格责任人、
网格管理员姓名、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进行公
示，做到“网中有格、格中定人”。

明确工作任务，定责。网格员定期走访网格内

居民，宣传党和国家政策，采集上报网格内各类基
础信息，排查各类不和谐因素，做好矛盾化解工
作。今年以来，该社区网格员共处置居民诉求30
件，调处矛盾纠纷58起，收集治安线索11条。

在“三定”的基础上，大塘社区实行精细化管
理，由酿溪镇党委按百分积分制，加强日常督导，
干部的评先推优和绩效奖励与网格化工作作风
及绩效挂钩；推行亲情化服务，特别是落实全程
代办，依托电话或网格群，及时受理群众的政策
咨询、事项办理等业务，并为老年人、残疾人和行
动不便的居民开展精准化上门服务。该社区还创
造性地成立一支10人的便民服务队，对网格员反
馈需要维护的社区公共设施，及时登记核实，第
一时间派人进行维修。今年7月，因雷电、大风导
致4个网格的20多盏路灯受损，社区通过网格员
了解实情后，立即安排便民服务队进行维修，得
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此外，该社区积极落实多
元化参与，成立“一约六会”。“一约”即居民公约，
由全体社区居民商议确定具体内容，并共同遵
守。“六会”即红白喜事理事会、禁毒与禁赌协会、
民主理财议事协会、志愿者协会、老年孝善与道
德评议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以上社会组
织，发动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不关痛痒”过
渡到“见善思齐”，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
大塘社区走出了高效的社区治理新路子，换来
了居民幸福满“格”。近年来，该社区先后获得县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卫
生社区等荣誉。

创新基层治理 换来幸福满“格”
邵阳日报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杨能广

11月28日，全国
百城公益健康跑——
10 公里微型马拉松
环村跑步赛在新宁县
崀山镇石田村刘氏宗
祠前开赛，该县 100
名男女选手参与角
逐，以实际行动践行

“全民健身，幸福一
生”理念，倡导、带动
更多人参与到全民健
身运动中来。
通讯员 郑国华
肖体雄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赵青） 11 月 28 日，由邵东
市民政局、邵东市妇联联合主办，邵
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承办的“文明
创建，大爱邵东”留守儿童关爱团辅
活动在火厂坪镇木林村“留守儿童
之家”举行第十七次活动。

近年来，邵东市委、市政府以
构建“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新关
爱”的“三全”关爱体系为目标，扎
实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
国 试 点 工 作 ，高 质 量 打 造 了

“1234N”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新模式，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监
护质量全面提升。

创新载体，搭建一套智慧平
台。邵东市投入 20 万元建成留守

儿童关爱智慧平台，实现了留守儿
童关爱服务的实时、动态、系统化
管理，搭起了社会关爱人士、留守
儿童、父母之间的沟通桥梁。截至
目前，该平台已有注册用户 12760
人，8000余家庭通过平台得到了指
导和帮助。

抓实培训，组建两支爱心队伍。
邵东市建立了一支8675人的“党员
志愿者+巾帼志愿者+教师志愿者+
医生志愿者+社会志愿者”的爱心
志愿者队伍，并从各类专业协会、培
训机构、社会组织选拔培育了一支
150 余人的专业人员队伍，开展儿
童心理咨询、公益培训、团体辅导沙
龙等培训56场次。

协同推进，强化三级联动体

系。邵东市建立了“市—乡—村”三
级联动体系，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
顾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为组长
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同时，建立“学校—社
会—家庭”三级联动体系，形成线
上线下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新型
关爱体系。2019 年来，共开展线下
志愿活动2934场次、线上家长课堂
3247场次。

突出重点，实施四大关爱行动。
实施“父母回家·相伴成长”行动，
2019 年来通过就业帮扶让 7000 余
名外出务工父母回乡就业。实施“爱
心妈妈·相伴成长”行动，发动妇联
执委、巾帼志愿者等组成爱心妈妈
团队，与农村留守儿童结对开展一

对一或一对多关爱帮扶。实施“师
生关爱·相伴成长”行动，组织教师
结对关爱班级里的留守儿童。实施

“志愿服务·相伴成长”行动。截至
目前，邵东已有 127 个党支部开展
了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组织
175名高校志愿者到农村开展志愿
支教活动，募集1263个“彩虹包裹”
发放给留守儿童。

打造品牌，开展 N 个特色活
动。2019 年以来，邵东市全面开展

“温暖童心·助梦飞翔”“温暖童
心·志愿支教”等“温暖童心”品牌
系列活动，发动社会组织力量积
极参与，为 360 名留守儿童免费提
供文化艺术课程培训，帮 3000 余
名留守儿童点亮了微心愿，替仙
槎桥镇青山村等 210 个村的儿童
免费检测视力，给 29947 名儿童免
费进行先心病筛查并帮助其中 6
人成功手术。

邵东市：“1234N”构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