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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掩映中，桃林村游人如织。 通讯员 严钦龙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枫 通讯员
曾拓锦） 3月3日上午，我市召开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防空、城市
管理暨住建领域安全生产百日行动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回顾“十三
五”及2020年全市住建（人防）、城市
管理工作，部署“十四五”及 2021 年
重点工作。市领导张道义、蒋志刚、李
放文、徐桂阳出席。

2020 年，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扩
容提质，城镇空间体系不断优化，全
市城镇化率达到50%，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获全省先进。
城市管理提质增效，顺利通过国家卫
生城市省级复查，市城区生活垃圾分

类基本实现“四个全覆盖”，主街干
道、背街小巷、社区院落清扫保洁市
场化无缝覆盖。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重要
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持续抓好住房保障工
作，加快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农村房屋安全管理服务，深化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人防战
备能力建设，推动城区生活垃圾分
类，确保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复审通
过，全面开展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百日
行动，勇当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
排头兵，为高质量建成“二中心一枢
纽”再立新功。

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再上新台阶

山清水秀桃花艳，美丽乡村入
画来。2月27日，走进省级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城步苗族自治县丹
口镇桃林村，犹如人在画中游，景致
步步新。嫣红艳丽的桃花、苗族风情
的风雨桥、古风古色的苗寨、桃柳相
依的街道、流水潺潺的桃鳞坝、村民
惬意的生活，勾勒出美丽乡村的别
样景致。

“是美丽乡村建设给村里带来
的变化。”桃林村党支部书记阳昌利
介绍说，近年来，桃林村先后被评为
全国第一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中国传统村落”“湖南省4星级
乡村旅游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
村”“湖南省文明村”“湖南省休闲农
业集聚发展示范村”。2020 年被评
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湖南省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山 清 水 秀 桃 花 艳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桃林村剪影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阳望春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可乐 谢冰
通讯员 陈湘军 陈颖） 3月2日，

“邵阳红”品牌建设年度工作会举行，
总结梳理2020年“邵阳红”品牌建设
成果，部署落实 2021 年工作要点。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刘德胜，副市长肖拥军，市政协副主席
李少华出席。

会议指出，今年将进一步贯彻落
实市“两会”、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市
委农村工作会议及市委一号文件精
神，进一步建立“邵阳红”品牌共建共
享机制，加大“邵阳红”品牌的培育、
管理、宣传、推介、营销等工作力度。
在稳定提高产品品质的基础上，继续

有效提升“邵阳红”品牌的知名度、美
誉度、诚信度，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助
推全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部门对今
年“邵阳红”品牌建设工作要早思考、
早谋划，做出切实可行的年度工作计
划并具体落实。要以问题为导向查找
差距，以情怀为依托做好“三农”服
务；进一步明确好各自的职责要求，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进一步扬长避
短，深入推进“邵阳红”专馆专区建
设、溯源体系建设等各项具体工作。
要下定决心、抓实抓细，全力以赴开
展好2021年“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公
用品牌建设工作。

抓实抓细“邵阳红”品牌建设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刘烨熙）“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这
车子就保不住了。”3月3日上午，一
名面包车司机紧紧握住中石油邵阳
分公司公路加油站经理朱友祥的手
表示感谢。

3月3日10时36分，一辆面包车
在双清区十井铺中石油邵阳分公司
公路加油站加完油后缓慢驶出。10时
37分，加油站经理朱友祥突然听到附
近传来“快来救火啊！”的呼叫声，只
见面包车车主冲到加油站拿起一个
干粉灭火器就朝着马路对面跑去。原
来该面包车刚开到马路对面，车子就
开始自燃。火灾现场离加油站直线距
离仅10米，同时一辆油罐车正要进站
卸油，一旦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之下，朱友祥一边拿着灭火

器朝自燃面包车跑去，一边对着加油
站综合管理员苏正东喊道：“叫油罐车
先停在站外别卸油，离加油站远点”。朱
友祥娴熟地拿起灭火器对着面包车起
火冒烟的部位快速灭火。10时38分，火
被扑灭。10时39分，确认面包车消除险
情后，朱友祥安排苏正东指挥油罐车
进站卸油，加油站恢复正常作业。

随后，朱友祥仔细察看了面包
车，发现原来是面包车后座下面线
路老化引起自燃，火遇到皮质坐垫，
一下子就起来了。由于灭火及时，车
子还能正常发车。朱友祥对面包车
司机提醒道：“以后还是要多注意安
全，平时多检查，防患于未然。”

面包车刚驶出加油站就发生自燃

加油站员工一分钟灭火

“没想到在一个乡村旅游区，
也能看到专门的执勤值班点，维护
景区秩序，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
很暖心。”前来桃林村游玩的谢先
生说。

这些执勤值班人员，都是桃林
村的村干部和党员。无论是在助力
产业发展方面，还是在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创
建等工作中，桃林村广大党员干部
始终冲锋在第一线。

“我村的村规民约涉及到群众
生产生活和村里事务的方方面面，

简单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村
民间传播很广，也有一定约束力。”
桃林村村委成员阳杰利介绍，这些
由基层党组织引导、群众共同参与
制定的村规民约，从培育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遏制陈规陋习等方
面入手，规范群众的言行举止，树
立文明新风。

“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依旧
笑春风”。近日，美丽的桃林村，桃
花正艳、绿柳依依，一拨又一拨游
客前来旅游观光。桃林村正以环境
美、生活美展示着独特的魅力。

自治德治 淳朴乡风更文明

美丽乡村不仅要提升人居环
境，更要大力发展产业，让百姓有

“面子”更有“里子”。为此，丹口镇
在推进桃林村美丽乡村建设时，大
力实施产业振兴，立足当地特色，
明确产业定位，坚持点面结合、重
点培育、梯度推进。

桃林村自然禀赋好、区位优势
佳，致力于做强做优乡村旅游产业，
努力打造“奇山异景，古木参天，杜
鹃花海”的“生态盛景”，“山歌悠扬，
傩戏神乎，油茶飘香”的“文化盛
宴”，“桃花红艳，落英缤纷，流水含
情”的“桃花盛会”。目前，村里成立

了演艺公司、旅游发展公司，发展乡
村旅游经营主体47家。

该村探索形成了“公司+村集
体+村民”的模式，组建了经营公司，
引入投资企业，引进资金620万元，
建设了樱桃谷采摘园、“十里桃花”
高端民宿、油菜种植基地等项目，实
现产业融合发展。村子成了景区，村
民不仅能拿土地租金，还能分红。

在产业带动下，富起来的村民
投入更多精力绿化、美化、亮化村
中环境，做靓乡村旅游，吸引游客
前来。村里的“颜值”提升了，村民
的口袋也“鼓”起来了。

产业引领 美丽乡村更富强

5 年前，桃林村乡村旅游产业
刚刚起步，不少村民才刚刚摆脱贫
困，村里的人居环境被形容为“垃圾
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蚊蝇满天飞，
臭气四季吹”。

2018年，桃林村被确定为全市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在市纪委牵
头的市美丽乡村援建工作组的精
心组织指导下，该村坚持生态优
先、一体化发展，以“干干净净、整
整齐齐、漂漂亮亮、和和美美”的要
求，实施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拆除影响村容
村貌的破败房屋、残墙断壁、简易
茅厕、猪圈牛舍、违章乱搭乱建。对
村容村貌进行“脏、乱、差”整治，取
得了明显成效。

3 年来，该村投入美丽乡村援
建资金近 400 万元，争取各类大项
目、好项目在村内落地，围绕美丽
乡村建设整合项目近 30 个，实施
了河堤河坝建设提质、公路院落绿
化、道路水渠改造、夜景灯光工程
打造、群众文化健身场所建设、空
心房整治、农村改厕、高标准农田
建设、游客接待中心等项目，投入
资金达1600万元。

如今，桃林村面貌焕然一新，游
步道四通八达，路旁、院内、村边桃
红柳绿。

提升颜值 乡村风貌日渐新

(上接1版)
肖海波说，年轻人要有担当，要有

向上的精神，每个人都要做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部交响曲中的一个积极向
上的音符。

寒 门 学 子

1986年10月的一天，邵阳市肖家
冲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给车装煤的漏
斗突然垮塌，职工肖响林当场被砸身
亡，年仅 37 岁。肖响林给妻子留下了
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女，大儿子 10 岁，
二女儿 8 岁，6 岁的小儿子就是肖海
波。矿上将肖海波的母亲招工到职工
食堂，一家四口从邵阳市郊区高崇山
乡长木村搬到了肖家冲煤矿。

换了环境，母亲忙于生计，无暇细
致照顾儿女们，肖海波上学之余自己
捣弄各种童玩小制作，自得其乐。从废
铁垃圾中找到了吸满铁屑的磁铁，拿
回去放进灶火里烧，磁铁磁化了铁屑，
再吸屑再烧变成了更厚的一砣磁铁，
磁性不减；找到废铁丝，围成圆圈，接
口处用灶火烧溶，连接成能滚的铁环
……当小玩伴们向他投来惊奇羡慕的
目光时，肖海波很兴奋，很自豪，越发
想出奇，想创新。

考上邵阳师范学校后，老师告诉
他，市里和省里每年都要举办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学校号召同学们积极参与
科技创新活动。在老师的支持下，肖海波
不仅积极参加，还带头成立了学生科协，
组织同学们一起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他
利用课余时间发明制作的作品“防倒墨
水瓶”第一次被市里选送参加湖南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就获得了三等奖，接
着他又制作了“针孔照相机”，参加了湖
南省中师艺术节美术书法科技作品展
览。这些成功的科技实践，更加提高了他
对科技创新的浓厚兴趣。

崭 露 头 角

1999 年，邵阳师范毕业后，肖海
波被分配到村小当了小学教师。虽然
身在偏僻的乡下，但肖海波心里总是
想着怎样教出优秀的学生，自己也成
为优秀的老师。课余时间，他总是带着
一群又一群的学生走进田间地头，仔
细观察身边的环境，提出问题，思考问
题，想办法用科技手段解决问题。

2002年，肖海波调到黑田铺镇高
家学校教初一。当时有个学生对他说，
不知怎么的，自己家门前的小河变浑
了，鱼也没有了。他听了之后，觉得有必
要在孩子心里种下环保的种子。他先是
指导这个学生分别用一盆浑水和一盆
泉水放养了小鱼，不几天浑水盆里的鱼
死了，泉水盆里的鱼还活着。接着利用

放学后的业余时间带着这个学生沿河
考察，寻找浑水源头，然后根据考察情
况写成了小论文《沿着小河走》，论述
附近造纸厂排出的废水对河水造成的
危害。接着又有个学生对他说，邵东遍
地都是土法炼焦窑，严重污染了环境
和空气。他便带着学生走遍邵东的土
法炼焦窑进行调查，又到邵东焦化厂
就炼焦原理向工人师傅请教，然后指
导这个学生撰写了小论文《走近土法
炼焦》。这两篇小论文参加了2003年湖
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分别获得
一等奖和二等奖。这是肖海波指导学
生第一次在省里拿奖，而且一次拿了两
个大奖，在当地影响很大，找肖海波指
导参加科技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此
后，肖海波指导的学生年年都有作品在
市里、省里和全国获奖。

2004年，肖海波受聘到县城民办
的创新实验学校任科技教师。当年暑
假，他代表学校到成都观摩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2005年4月，创新实
验学校承办了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他指导的学生一次拿了4 个全
省一等奖，肖海波因此被评为全国十
佳优秀科技教师，参加了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

2007 年肖海波被借调到邵东一
中，通过努力，邵东一中成为湖南省青

少年科技活动示范学校。这一年他通
过自考获得大学本科文凭，并通过考
试获得了高中教师资格证。2008 年，
他正式调入邵东一中担任科技教师。

师 生 圆 梦

小个头却蕴藏着大能量。这是师
生们对肖海波的深刻印象。身高只有
1.6米的肖海波站在学生中间，怎么看
也不像个老师。小时候是孩子王，现在
还是孩子王，恰恰是这种亲和力，让肖
海波在孩子们中间有着磁铁一般的吸
引力，身后总是有一群学生跟着，他也
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对学生来说，肖海波总是有求
必应。

2007年临近春节，家在佘田桥镇
的男生卿文博和女生潘迪、简单，三位
学生找到他，说佘田桥的特产是荸荠，
想制一款采收机，解决大量农民冬天光
脚下田分散采收荸荠的问题。肖海波虽
然感到课题难度大，但还是一口答应。
他带着三名学生查阅大量的资料，多次
到县机械厂和几家小五金厂请教师傅，
设计出了图纸。为了找到零部件，将县
城、火厂坪镇的废铁垃圾翻了好几遍，
还将自家自行车的轴承拆了下来。为了
加工一个零件，找了5家小五金厂都不
愿意接活，最后感动了县机械厂的一位

师傅，用下班休息的时间帮他们加工好
了这个零件。荸荠采收机做好后，肖海
波又带领这三名学生光脚在冰冷刺骨
的水田中试验了不下10次。这件作品
在2008年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获得了一等奖。后来这三名学生都顺
利考上了重点大学，其中卿文博如愿考
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2009年，家在百合之乡斫石曹的学
生刘小锋对肖海波说，百合产量一直
不能提高，想要研究如何提高百合产
量。肖海波带着刘小锋去湖南农业大
学找教授并查阅资料，采用提前摘花
打秆并喷施多效唑的方法进行百合种
植对比试验，结果产量增长29%。2010
年4月，该项试验论文《喷施多效唑和
提前摘花对百合鳞茎产量与内源激素
含量的调控作用研究》获湖南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同年8 月获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
刘小锋 2011 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
武汉大学。

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
山，非斯须之作。150 余项全国大奖，
320 余项省级奖励，凝聚了肖海波无
尽的心血和对学生无私的爱。

一位向上向善的好老师就如一位
优秀的指挥家，在他面前跳动的都是
奋发向上的音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