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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曾 书 雁 通讯员 刘 其）

“赵丹上车，陈孜彤上车，付子
昊上车，李欣晴上车，李欣妍上
车……”3月24日晚上，邵东一
中振华实验学校门口的校车上
传来清脆的温馨提示音。这是
校车上安装的安全系统在示意
学生“刷脸”成功，家长将及时
收到系统发送的学生已上车的
短信和学生上车的照片。

为确保学生上下学途中
的安全，邵东市委、市政府认
真贯彻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
条例》《湖南省实施〈校车安全
管理条例〉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文件精神，经2018年第
27次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
2020年6月通过公开招投标，
当年9月签订购买校车服务的
协议，确定由邵东市振华校车
服务有限公司为学生提供校
车服务，并根据上级精神出台
了相关政策支持及财政扶持。

自2020年7月以来，该公
司开始租赁并装修办公及停
车场地、组织管理团队、招聘
校车司机和照管员。目前，该
公司共有员工 52 人，其中校
车司机、照管员44人，运营管
理人员8人，有校车20辆，为
广大学生提供校车服务。

安全校车护航祖国花朵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胡梅 通讯员 刘锦纯） 3月
17 日下午，双清区组织开展
2021 年植树节义务植树活
动，该区干部职工共300余人
参加。

14时30分许，参加义务植
树的成员来到渡头桥镇姚喆
村大山岭，为姚喆故居公园生
态建设助力。植树现场，大家三
至五人一组，分工协作、配合默
契，从挥锹铲土到踏土夯苗，从
堆砌围堰到提桶浇水，每道工
序都认真细致、有条不紊。

经过一下午的辛勤劳动，
新栽树苗在春风中摇曳，让姚
喆村大山岭更显盎然生机和
蓬勃朝气。此次义务植树栽种

面积近 50 亩，共种植了红豆
杉、八月桂、红叶石楠等树苗
3000余株。为保证存活率，树
苗种好后，该区创森办还将聘
请专业人员进行培蔸、回填、
浇水、修枝等，待树木全存活
后移交给各村集体，安排专业
护林员进行集中看护。

近年来，双清区持续深
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至今已建成义务植树基地 8
个，各乡镇街道、区直各单位
义务植树活动全民参与率达
到 100% ，全
区 适 龄 公 民
义 务 植 树 尽
责 率 达 到
87%以上。

双清区：合力添绿提升生态“颜值”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杨坚 鄢跃斌
阮理）“119吗？中山路这里有一栋民房
起火了，还有人在房子里出不来，请你们
快来救人！”3月24日凌晨3时56分，新宁
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该
县金石镇中山路的 60 号民房发生火灾，
屋内3人被困，情况危急，请求救援。

险情就是命令。该大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出动3台水罐车和1台行政车到场处
置，大队长何立君随警出动。4时09分，
救援力量到达现场，经侦查发现：起火建
筑为一栋三层砖混结构居民住宅，着火部

位为二楼，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正
在向三楼蔓延。据知情人介绍，三楼有3
名人员被困，其中一名还是婴幼儿。由于
火势和浓烟的加剧，突如其来的火情让惊
醒的被困人员变得异常焦急，并不停地向
下呼救，婴儿嚎啕大哭，如不及时处置，后
果不堪设想。

为尽快将被困人员救出，指挥员根据
险情立即作出战斗部署：出动两支水枪，
一支水枪负责控制二楼火势，另一支水枪
负责掩护搜救小组上楼营救被困人员，同
时安排专人做好安全警戒工作。

消防指战员随即携带空气呼吸器冒
着楼道内浓烟四处弥漫和不断从上掉落
杂物的危险，奋不顾身深入屋内仔细搜寻
被困人员。当内攻搜救小组发现被困人
员时，3人均被高温浓烟包围，处境十分困
难。为防止发生意外，消防员急忙展开施
救，并将自身携带的空气呼吸器主动让给
了危在旦夕的婴幼儿。

经过近10分钟的紧张救援，终于将3
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
区域。凌晨4时30分左右，经过消防救援
人员近 40 分钟的奋力鏖战，火情化险为
夷。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凌晨闯火海 勇救三居民

邵阳日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肖斌辉 石颂军） 3月22日，新邵县陈
家坊镇塘隆村村民周新民来到种粮大
户周辉耀家，确认自家责任田托管合同
的履行情况。

陈家坊镇是新邵县农业大镇，有农
田4万余亩。近年来，该镇每年有2万余
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或经商，留在
家里种田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多个
村出现种田“空巢”现象。

为了解决耕地抛荒难题，该镇按
照“自愿、互利、简便”原则，引导留守
农村的种田能手成立农业服务队，兴
办“托田所”，与外出务工的村民签订
有偿代管责任合同，当起“田保姆”。该
镇还推出“统一调种、统一机耕、统一
灌溉、统一防虫治病、统一田管”的农
田托管服务，组织“田保姆”为水稻种
植全程托管。

“‘全托式’的农田管理，既维护了农
户的经营决策权，又能通过使用权的有

序流转，解决弃耕抛荒问题，为种田能手
提供用武之地。”该镇镇长罗昕昊表示。

“以前在家种几亩田，不但没时间
做零工，还劳心劳力。托管后，只需等待
稻谷成熟收割，省时省心还省钱。”刘什
坝村脱贫户刘桥益说。

像刘桥益这样平时在附近工厂务
工，农田托管给专业种田能手的农民越
来越多。夫妻俩都在服装厂上班的富阳
村村民黄小明说，他家4亩田交给“田保
姆”托管，一亩田可净赚600元左右，一
年双季稻可增收近5000元。

塘隆村种粮大户周辉耀表示，今
年，他与陈家坊镇750余户农户签订农
田托管合同，托管农田3000余亩种双季
稻，还在邻近的寸石镇流转了2000亩水
田，“不但自己致富，还为100多名村民
提供了就业门路”。

截至目前，该镇120余名“田保姆”共
托管农田2.6万余亩。其中，规模种粮50亩
以上的有90多户，2000亩以上的有2户。

新邵县：“田保姆”大展身手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陈旺） 春耕不等人，备耕正当时。连日
来，邵阳县积极动员全县种粮大户、合
作社等专业化集中育秧主体积极筹备
早稻育秧物资和育秧场地，开展春耕备
耕及耕地抛荒整治工作，全力保障粮食
生产工作有序进行，为 2021 年粮食增
收奠定基础。

在金称市镇涟溪村，12000多平方
米的智能育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排
排秧盘摆放整齐，嫩绿的秧苗尖上挂着
晶莹的水珠。通过智能育秧和农业机械
化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农民每亩种秧成
本从过去的400元降至300元左右，秧
苗栽种效率也从过去的每天手栽3 分
田，提升到每天40亩。

为了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现代化
和产业化水平，金称市镇党委政府着力
培育规模经营主体，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大力推广农业机械

化、智能育秧等技术，并加大土地流转
力度，推进先进种粮示范点建设，既解
决耕地抛荒难题，又提高种粮效益和农
民种粮积极性。该镇金马农机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吕方军介绍：“我们机械移栽
每亩达到19800株左右，能稳定提高亩
产量，普通栽种是每亩700至800斤左
右，机插至少能达到每亩900斤以上。”

目前，金称市镇、河伯乡等4个智能
化育秧基地已准备就绪，将为全县提供
早稻育秧20000平方米以上。今年，为确
保完成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只增不减”
的总体目标，该县坚持“稳面积关键在于
稳早稻，稳早稻关键在于育秧”的措施，
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双季稻扩面的种子
采购、早稻集中育秧补贴、双季稻种植补
贴和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奖补，激励全
县种粮大户、合作社等专业化集中育秧
主体积极筹备早稻育秧物资和育秧场
地，确保完成29.09万亩早稻播种面积。

邵阳县：“智”绘春耕新画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马力）
3月25日，武冈市法相岩街
道独山村5万平方米的全自
动机械化育秧工厂内，混合
配肥、机械播种、恒温催芽、
循环运动式育苗……一片
繁忙景象。这是该市今年落
实早稻种植的一个新场景。
目前，武冈市己落实早稻面
积26万亩，早稻已播种面积
达10.4万亩，与去年同期相
比进度快10%。

今年，武冈市以抓好早
稻生产、治理耕地抛荒为抓
手，创新工作机制、强化措
施落实，为全年粮食生产稳
面积、稳产量开好头。今年
该市粮食生产的目标是：粮
食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在
100.44 万亩，总产 45 万吨，
其中水稻播种面积 81.1 万
亩，早稻25.95万亩。

为实现粮食生产目标，
该市根据因地制宜、宜双则
双、宜单则单的原则，创新

推行“四包三落实”工作机制，即建立了
市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
包组、党员组长干部包户的四级包干责
任制，将粮食生产任务分解到乡镇，面
积落实到村组、落实到农户（大户）、落
实到丘块。

为提高农民种植早稻的积极性，该
市采取早稻集中育秧方式，专业化集中
育秧7万亩，新建育秧中心4个，育秧大
棚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可提供早稻专
业化集中育秧面积1.3万亩。

该市还出台了《2021年武冈市双季
稻生产示范片创建实施方案》，开展双
季稻“百千万”示范工程，创建市办万亩
示范片 3 个、乡镇办千亩示范片 35 个、
村办百亩示范片 299 个，示范面积达到
10万亩。

武冈市明确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市本级双季稻
扩面奖补、优质粮食工程补贴、重金属污
染防控治理补贴等奖补，双季稻种植大
户每亩补贴近700元。通过资金整合，确
保双季稻生产资金达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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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隆回县司门
前镇社会各界代表相约来
到该镇永新村，给邵阳党组
织创始人之一罗卓云烈士
扫墓，由此拉开了该镇“祭
先烈，庆华诞”活动的序幕。

据悉，接下来，该镇还

将组织对欧阳秋曝、欧阳民
英、欧阳宝兰等革命先烈的
墓地进行祭扫，以在全镇营
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浓厚社会氛围。

（记者 袁光宇 通讯
员 欧阳征琦）

司门前镇祭奠先烈庆华诞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胡金国 周文芳）
连日来，新邵县派出多个工作
组对县域内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地质结构变化情况、周围民
房结构有无裂缝、防灾避险标
识是否设置等情况进行认真
细致的排查。

新邵县属山体滑坡、崩
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易发
区，是全省山洪地质灾害防治
重点县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
患点480处。

为切实做好汛期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该县将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列为政治工程、生命工
程、安全工程，并纳入年度绩效
目标考核内容，在每个地质灾
害隐患点设置党员责任岗、责
任片，对全县2431户切坡建房
户登记造册，建立台账，严格落
实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村民自主观测的网格化管理，

做到“一户一管控责任人，一户
一档案，一户一预案，一户一明
白卡”，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按照“预案到乡镇、预警
到社区、责任到个人”原则，该
县编制了《新邵县 2021 年度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各隐患
点应急预案，及时发放了防灾
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 2832
份，已对23处102户432人实
施搬迁避让，通过搬迁和工程
治理使156户721人消除了地
质灾害威胁。

该县还强力推进地质灾
害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组织
技术单位对23处地质灾害点
开展应急调查、排危除险。

目前，新邵县已经建立和
完善了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确
保地质灾害稳定可控，实现了
连续多年人员“零伤亡”，并被
国土资源部授予地质灾害群
防群治“十有县”荣誉称号。

把好“三关”筑牢防灾屏障

3 月 24 日，武冈农商银

行党员在武冈市红色记忆馆

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党史展

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接受

精神洗礼。

通讯员 滕治中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3月14日，振华助学网
2021 年首次助学金发放暨
物质·精神双扶助学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此次活动由
长沙市振华助学志愿服务
中心、长沙市邵阳县商会联
合主办。

当天上午，志愿者陪同

参加会议的10名大学生参
观岳麓书院及爱晚亭毛泽东
青年时期活动地。下午，召
开物质·精神双扶助学座谈
会，并为受资助的学生发放
助学金，共计发放15万元。

（记 者 艾 哲 通 讯
员 何俊定）

振华助学网双扶助学促成长

(上接1版)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

审计工作的领导，不断提升
审计工作的整体效能。各级
党委要加强对审计工作的领
导，发挥各级审计委员会的
作用，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
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财

政监督、组织监督等贯通融
合，加强审计结果运用；各级
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审计监
督，主动配合和支持审计工
作，切实抓好审计整改；各级
审计机关要抓好自身建设，
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
风优良的审计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