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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华春莹19日宣布：应世界经济
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25日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
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习近平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 达 沃 斯 议 程 ”对 话 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1月19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主持召开市政府2021年
第3次常务会议，重点研究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
证”改革、全市基础教育等事项。

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根据省委、省政府
部署，我市自2020年5月起，开展为期一年半的集
中化解房地产办证信访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取得
显著成效。截至2021年1月12日，全市摸排出问
题项目166宗，涉及85308户，已化解133宗61835
户，化解率80.12%。为完善健全房地产办证难问题
化解长效机制，我市全力推进新建商品房“交房即
交证”改革工作。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邵阳市新建商品房“交房
即交证”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会议强调，做好具体
工作，关键在抓落实，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问题为导向，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为契
机，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新建商品房“交房长期办
不了证”“住权与产权不同步”的问题，探索通过强
化部门协同，深化信息共享集成，改造优化业务流
程，综合运用“互联网+不动产”、电子签名、电子证
照等技术手段，缩短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从竣工验
收到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登记的全过程时
限，努力构建邵阳“交房即交证”新模式，并有步骤、
分批次，以点带面、市本级和县市同步推广，在2021
年9月底前形成全市齐头并进的工作格局。

近年来，我市教育工作整体质量提升很快，特
别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薄弱学校升级改造、化解“大班额”、公办幼儿园
建设、学校安全管理等方面工作，均走在全省前列。

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会议要求，要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精神，实现劳动教育课程各学段全覆盖。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精神，加强新时代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加强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培养，引导学生全面健康发
展。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解决农村偏远地区学龄儿童上学难问题，教育路
上，不落下一个学生。要高度重视学生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要根据新时代教育改革和教育发
展的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好教师编制核定和统筹，认真落实教师各项待
遇，兑现政策不打折。要切实做好平安校园建设，加强校园、校车、校园周边环境
安全管理，疫情防控要做到慎终如始，闭环管理。对于教育项目建设重点工作，要
早动手、快推进，力争走在全省前列，坚决杜绝工作进度“欠账”情况出现。会议审
议并原则同意《邵阳市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邵阳市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
管理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会议还研究了邵东市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
工作以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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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枫
通讯员 谢海龙） 1月19日上午，
我市召开市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听证会，就新一轮土地定级与基准
地价更新成果进行公开听证，广泛
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与建议。

“根据目前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实际，应把控好中心城区定级分界
线。”“定价应结合我市现在的实际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更新，不宜增长
过快。”“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
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基准地价区域分布界定建议考虑

多方面影响因素，局部体现差异性
……”听证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就市城区基准地价更
新成果及起草情况进行了说明，就
基准地价的作用、项目背景以及此
次基准地价更新范围、测算方式等
情况进行了介绍。与会代表结合各
自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
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我市上一轮市城区基准地价更
新成果估价日为2018年1月1日，根
据部、省自然资源部门有关文件规
定，对于3年以上没有进行基准地价

更新的，当前地价水平变化已超过
规定幅度的地区，均应及时进行基
准地价更新。本轮基准地价更新以

《邵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2020 年)》(2016 年修订版)确定的城
镇建设用地范围为基础，并与《邵阳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确
定的中近期城市规划建设范围相统
一，最终确定本轮基准地价更新范
围面积为 138.61 平方公里，与上一
轮范围相比增加13.12平方公里。

听证会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及技术单位将根据与会代表所提
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综合考虑，充
分采纳，对新的土地级别与基准地
价作进一步完善，最终方案待审批
后向社会发布实施。

市城区基准地价步入新一轮调价周期

2020年12月31日，已连续工作
11天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指导
科科长肖之渊，在办公室突发疾病，
被紧急送医，经抢救无效，因公殉
职，年仅54岁。

噩耗传出，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的民警辅警们惊呆了，都不愿
相信这是事实。

肖之渊殉职后，公安部、省公安
厅及全国各地公安交警部门纷纷发
来唁电表达深切哀悼。1月3日下午
17时，市公安局、市退役军人事务管
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单位代
表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饱含热泪，
悲痛送别肖之渊。在大家朦胧的泪
光中，肖之渊具有大爱精神的形象
却更加清晰。

办 案 能 手

处理交通事故总会有难啃的
“硬骨头”和解不开的“死疙瘩”。“有
‘疑难杂症’，找肖科长！”这是我市
交通事故处理民警的口头禅。一句
朴实的话，蕴含着战友们对肖之渊
的无比信赖，更彰显出肖之渊在交
通事故处理方面的权威。

有着 35 年工龄、33 年警龄、31
年交通事故处理经验的肖之渊，被
公认为全省从事交通事故处理工作
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的专家，参与

处理交通事故累计达万余起。
“事故处理上遇到疑难问题、不

懂之处，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肖
科长。无论什么案件，只要找到肖科
长，就等于找到了答案。”长期从事
事故处理工作的邵阳县交警大队副
大队长唐春晖说道。

事故复核工作事关社会公平正
义，事关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只
要当事人申请事故责任复核，肖之
渊就会像“啄木鸟”一样带领大家反
复讨论研究，准确厘清事实和责任。

2020年4月，某县发生一起中型
客车停车下客起步过程中将下车乘
客碾压致死的交通事故，原办案大队
认定车方负全部责任，车方接到事故
认定书后，立即到事故指导科提交了
复核申请书。针对申请人的强烈诉
求，肖之渊立即调阅案卷，发现案件
存疑，于是先后4次邀请申请人了解
情况，还亲自上门与其充分交流沟
通，并找到事发时的相关证人，进一
步了解当时的案发经过。为将此案的
证据彻底固定，他特别邀请了各方当
事人到现场开展了侦查实验。凭着严
谨的工作作风、丰富的事故处理专业
理论、缜密的逻辑思维推理能力，肖
之渊将事发经过一一还原再现，让各
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最后支队认为车
方负全责的证据不充分，责令原大队

重新作出责任认定。

拼 命 三 郎

当警察苦，当交警更苦。肖之渊
却从不叫苦。他是大家眼中的拼命
三郎。

2017年9月下旬，肖之渊到城步
处理一起翻车致人重伤的安全生产
事故。工作还没结束，大家发现他大
汗淋漓，忙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只
回答“有点发烧，脚有点疼”。过了一
天，他依旧高烧不退。实在坚持不住
了，在宾馆里，他脱掉袜子，露出了
右脚。和他同住一室的同事田翼飞
发现，他右脚掌底部竟然有一个手
指大的肉洞。原来，前段时间肖之渊
在参加路面巡逻时，不慎踩到一颗
铁钉，扎伤右脚，当时他只顾着工作
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想到拖到了
如此严重程度。后虽经医院全力救
治，仍然造成右脚被截去三趾的永
久残疾。

“他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办公
室的，下班却是最后一个走的。”在
交警支队打扫卫生的一位阿姨，对
肖之渊的印象特别深刻。

（下转7版）

生 命 赞 歌
——追记倒在抗击雨雪冰灾一线的市交警支队事故指导科科长肖之渊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罗伟洪 胡忠国

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邵
阳县交出精彩答卷：一条条高标准柏
油路直通农家，一片片特色农业园区
喜迎丰收，一个个专业农民合作社红
红火火……

谁也不会忘记，在夫夷大地，处处
有扶贫干部进村入户的足迹。

小溪市镇小溪市村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罗建平，连续6 年
驻村帮扶，家里高位截瘫的妻子只能
靠保姆和儿子照顾。

黄亭市镇东冲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周小博，在入户夜访中两次摔伤
腿，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进，却依然坚
持在扶贫一线。

特别是诸甲亭乡驻村帮扶干部李
成员，倾力帮扶，任劳任怨。2017年11
月 23 日，在工作时突发心肌梗塞，生
命永远定格在42岁。

2014年以来，邵阳县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
上级扶贫部门的精心指导下，赤心为
民，忠诚奉献，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下了坚实基础。

把干部推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全
县安排52名县级干部和196名科局长

包村帮扶，选派 1128 名干部组建 399
个驻村扶贫工作队，1.05万名党员干
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帮扶，实现驻村帮
扶和结对帮扶全覆盖。党员干部走进
农家开展“三同三讲”，与贫困群众同
吃、同住、同帮扶，面对面谈心谈话，把
政策讲透、把工作讲清、把心气讲顺；
全县所有结对帮扶责任人在“结对帮
扶日”带着板凳进村，通过“双走双
结”，做到“走访走入心，结对结成亲”。

扶贫人忙碌的身影成为山村最美
的风景。这中间，有来自37个上级帮扶
单位及对口帮扶单位的心手相牵、倾
情帮扶。省政协办公厅聚焦深度贫困
地区，因地制宜，真情帮扶，塘代“光
伏”照亮全村，“保和鸡”声名远扬；市
政府办派驻扶贫工作队扎根黄亭市镇
油斯村，奋力攻坚，不到3年时间，便让
油斯村模样大变，顺利出列；浏阳市安
排7个乡镇与邵阳县开展结对帮扶，在
贫困地区基础建设、人才培养、劳务输
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累计投入突
破5000万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打造了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
帮扶的塘渡口镇双杏村和河伯乡五皇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0万元。

（下转3版）

■辉煌“十三五”奋进新邵阳

脱贫攻坚交出精彩答卷
——邵阳县“十三五”发展成果系列报道之脱贫攻坚篇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邓小锋 周 鹏 实习生 谢健朋

1 月 18 日中午，站在市区资江南岸看江北，只见江水共蓝天一色，

水中倒影历历在目，好一派冬日胜景。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谢志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