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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表彰
大会在京举行，邵阳市扶贫开发办
公室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喜讯传来，正在集中收看表彰大会
现场直播的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全体
党员干部群情振奋，许多同志抑制
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荣誉的背后，凝聚着这个集体
每一个人的辛劳和付出。正如当天
在集中收看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
时，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下称市扶贫
办）党组书记、主任罗广洪所感慨的
那样，“这是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的
结果，是全市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
的结果，是全市广大扶贫干部共同
努力的结果，是我办全体党员干部
辛勤付出的结果。”

荣誉的背后，凝聚着这个集体
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担当。我市是
全省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贫困
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均占全省六
分之一左右。面对 114 万多人要脱
贫的艰巨任务，市扶贫办全体党员
干部怀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
爱、对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决心，
不畏艰难困苦，不计名利得失，以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精神，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
天”的责任和担当，在古老的宝庆
大地上，在脱贫攻坚的特殊战场
上，矢志奋斗，攻坚克难，完美地交
上了一份驱贫奔富、逐梦小康的
时代答卷。

强化政治意识 主动当好参谋

脱贫攻坚战开始以来，市扶贫办
强化政治意识，为市委市政府当好参
谋，积极主动发挥参谋部的作用，助
推脱贫攻坚工作优质高效开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
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邵阳实际紧密
结合，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紧扣“两不愁三保
障”，围绕“五个一批”“六个精准”，
通盘谋划脱贫攻坚“时间表、任务
书、路线图”。

市扶贫办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脱贫攻坚
重点战略、重点任务、重点改革，研究
问题、破解难题，先后参与起草了《邵
阳市“十三五”扶贫攻坚实施规划》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实施
意见》等规划和方案，特别与市相关
部门共同起草了脱贫攻坚“1+n”系
列文件，“1”即《关于打赢脱贫攻坚三
年行动的实施意见》，“n”涉及产业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教
育扶贫、兜底保障、健康扶贫、农村安
全饮水、涉贫信访等脱贫攻坚各个领
域。针对“两不愁三保障”等方面工
作，逐一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时
限，统筹政策、统筹力量、统筹进度，
切实构建起可执行、可监督、可问责
的脱贫攻坚作战体系。

特别是去年以来，市扶贫办多

措并举消除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
响，一手抓剩余人口脱贫，一手抓脱
贫成果巩固，出台应对疫情增收补
损“十条举措”，大力推进消费扶贫

“三专一平台”建设，统筹推进产业
扶贫、就业扶贫和易地搬迁后续帮
扶工作，全力推动脱贫攻坚重点任
务落实，有力地促进了贫困人口稳
岗增收。同时，全面开展脱贫质量

“回头看”，推动“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实现动态清零；认真配合做好脱
贫攻坚普查工作，稳中求进防范化
解涉贫风险，持续提升脱贫质量成
色，确保我市脱贫攻坚完美收官。

树立大局观念 狠抓统筹协调

扶贫工作不是一个扶贫办就能
做好的。扶贫办必须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激发、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合
力攻坚。市扶贫办充分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引导督促全市各级各部门
履职尽责，全力抓好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

牵头组建脱贫攻坚指挥部和
“五个一批”、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安
全饮水、村级卫生室等工作推进小
组，协调推进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
地落实，确保事有专管之人、人有专
门之责。 (下转7版①)

扬帆逐梦共书时代答卷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李顺桥 马剑敏 邱海华

3月3日，春风和煦。驱车沿着盘
山公路蜿蜒而上，记者来到城步苗族
自治县丹口镇太平村。

城步地处湘桂交界，是红军长征过
邵阳的第一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先后有红七军、红六军团、红一方面
军三次途经城步，留下了辉煌的足迹和
光荣的历史。太平村口，一座名为莲花
桥的建筑横亘在扶城河上，是一座石墩
木质的苗家风雨桥。发生在这里的“莲
花桥之战”，在当地广为流传。

得知记者来意，该村支部组织委
员蓝永恒站在莲花桥这个红军长征的
重要事件发生地，抚今思昔，讲述起当
年的战事。一行人静静地聆听感受，一
段峥嵘岁月浮现于眼前。

1934 年秋，湘江战役后，红六军
团西征，从广西进入城步。9月11日，
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仁
杰带领的部队在莲花桥头与从城步县
城方向追击过来的敌人发生遭遇战。

“莲花桥之战”的指挥员、第五十
一团三营营长周仁杰(2001年逝世，生
前曾任中顾委委员、海军副司令员等
职)在一篇回忆录中，描写了这场战役
的情况：“夜九时许，敌人向我营阵地
发动了进攻，随着曳光弹的亮光，敌人
的子弹像冰雹一样倾泻在我阵地上
……我命令东桥头两挺重机枪按预定
射向，把强攻的敌人压住；命令七连的
重机枪以点射封锁河堤，不让偷袭的
敌人接近大桥。同时，命令第九连派出
一个排，从东桥头出口后侧隐蔽下河，
于大桥前墩右侧绕到敌人后面突然打
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先将偷袭的这股
敌人打垮。正当敌人被我重机枪火力

压在沟坎里、河堤下，无法向前冲击
时，突然，偷袭大桥的敌人屁股后面炸
响了手榴弹，死伤了一大片，迫使这股
敌军纷纷溃逃……”

这场战斗从晚上9时许一直持续
到第二天拂晓。最后，红军部队以少胜
多，击溃敌人，成功完成阻击任务，继
续西进追赶大部队。

“正是红军战士的牺牲和努力，才
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蓝永恒
坚定地说。家住莲花桥桥头不远的60
岁村民杨女士介绍：“刚嫁来时，村里
都是木质的老房子，大家生活很艰
苦。”如今，杨女士家修了一栋小洋楼，
自来水到户，用上了液化气，还装上了
空调。菜园里，白菜、萝卜、蒜苗等长势
喜人，“就跟城里生活一样，这在以前
根本不敢想。”

记者特意站上桥头，放眼望去，只
见一栋栋小洋房铺排开去，近处潺潺
的河水声、莲花桥上的小车鸣笛声、骑
自行车玩耍的小朋友的笑声交织在一
起，让人不禁感叹生活的美好！

见此，蓝永恒接着介绍说：“只要勤
劳，就可致富。”他开心地掰着指头细数
村民的收入来源：“种植红茄、轮伐竹
木、竹子加工、挖竹笋、蔬菜种植等，人
均可支配收入有一万四千多元。”

如今，莲花桥经过数次的维护、翻
新和重建，残存在这里的历史痕迹渐
渐淡化、消失，但传承于人们心中的故
事与精神像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种，
始终照耀着这里。莲花桥西侧的红军
烈士墓已成为城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历
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莲花桥上峥嵘岁月稠
邵阳日报记者 胡 梅 谢 冰 通讯员 刘香东 阳望春

实现美好生活，离不开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2020 年，我市市场
监管部门、消委组织紧紧围绕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践行“一切为
了消费者，一切服务消费者”宗旨，
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守初

心、担使命的重要“考场”，通过完
善消费维权工作机制、认真处理消
费纠纷、加强消费教育引导、提升
消费维权行政执法水平等举措，在
消费维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推动全市消费环境持续改
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下转2版)

维 权 有 道 消 费 安 心
——2020年我市消费维权工作综述

宁如娟 尹光东 刘龙桥 曾少石 苏 静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唐洁 肖薇） “要聚焦征地拆迁、
安置项目建设及交付、土地报批、土地
出让、融资、招商引资等 6 大主攻方
向，全力破解征地拆迁、安置交付、批
地供地、融资保障和招商引资等重点、
难点问题……”从3月9日起至6月30
日，邵阳经开区擂响了产业项目建设

“春雷行动”战鼓，以超常规措施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园区高速
高质发展。

2020年，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但是邵阳经开区产业项目建
设依然取得优秀答卷。这一年，该区实
现了投资过百亿工业项目零的突破。
三一智能化改造项目、特种玻璃第二
条生产线、东盟科技产业园等27个省
市重点项目，完成年度计划 106.8%，
排名全市第一。新启动了三一生态智
能汽车城及试验场、新经济产业园等
24个重大产业项目，迎来了项目
建设小高峰。通过征地拆迁“百日
大会战”和“秋季攻坚”行动，完成

了征地2089亩，取得了34个项目全部
扫尾清零、44个项目大力推进的良好
效果。全年共引进各类产业项目 91
个，完成合同引资385.97亿元，为园区
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此次“春雷行动”中，邵阳经开区
将开展征地拆迁攻坚行动，决心在
100 天内完成征地 2451 亩，拆迁房屋
414栋、迁坟5269棺的目标任务，保障
重点产业项目和商业配套项目及时供
地；开展安置项目建设、交付攻坚活
动，推进安居小区建设扫尾、产权办证
及交付使用等工作，破解安置难题；利
用100天的时间，完成文德路、彩虹集
团、高端工艺品等14个批次项目土地
报批工作，完成年产45万套时尚智能
软体沙发建设项目、特种泵研发制造
综合体项目等 14 个项目的土地出让
工作。全面启动融资攻坚，确保有效支
持产业项目建设。 (下转7版②)

邵阳经开区擂响产业项目建设战鼓
“春雷行动”主攻征地拆迁、招商引资等六大方面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邓星照 张平华）3月12日，
邵东市人民政府决定，邵东将于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举办第五届
五金机电博览会。

本届五金机电博览会的主题是
“邵东小五金、舞动大产业”。共规划国

家标准展位1200个，面积达3万平方
米，招引参展企业900家。届时，国内五
金企业和品牌入驻现场参展，国外客
户则采用网上直播形式参展。目前，各
项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邵东拥有中南地区最大五金机
电市场，五金工具生产和经营企业

3500多家，从业人员达5万多人，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扳手、钳子、锤子
年生产能力达3亿套件，产值超20亿
元，70%以上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
南亚和港台等地。2017年至2020年，
邵东市连续举办的五金机电博览会，
共吸引30万人次进场观展，签订企
业入园、技术创新等各项协议72项，
交易额突破160亿元。五金机电博览
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邵东五金集群
产业的品牌建设和行业发展，同时提
升了邵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邵东小五金 舞动大产业
邵东定于4月6日至8日举办第五届五金机电博览会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脱贫攻坚答卷

3月12日，隆回县

九 龙 学 校 师 生 深 入

本县石门、七江等地

慰问抗战老兵，听老

兵讲红色故事，接受

爱国教育。

通讯员

罗理力 戴智红

摄影报道

2020 年度消费典型案例
（详见3版）

西方“教师爷”在香港问题上的三大谬误
（详见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