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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脱贫攻坚给我市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邵阳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了每一个
乡村角落，温暖了每一个贫困家庭。昔
日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以往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不
愁吃、不愁穿，住房、医疗和教育有保
障，生活水平得到了有力改善。这是邵
阳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动员一切力量，以“军令如山”的执
行力和“昼夜兼程”的务实作风，拔穷
根、辟富路，以脱贫攻坚实际成效向党
和人民交出的一份满意答卷。

数字里看变化
见证邵阳精彩篇章

这是一次在中国减贫奇迹的湖南
篇章中书写出来的精彩“邵阳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把脱贫攻
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紧盯“两不
愁、三保障”目标，持续落实教育、医
疗、住房、饮水等扶贫政策，全力以赴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举全市之力
打响脱贫攻坚战，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两不愁三保障”全
部实现达标，贫困群众的所想所盼，
逐渐变成现实。

在教育扶贫方面，我市坚持“一个
都不少”，着力在控辍保学、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上下功夫，不
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不让一户家庭
因学致贫。近三年来，全市小学六年巩
固率均达到100%，初中三年巩固率每
年都接近99%，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免费入学率达到100%。改造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1777 所，建成

“芙蓉学校”5所，在建“芙蓉学校”11
所，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为贫
困家庭的孩子们打开希望之门。

因病致贫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
骨头”，也是导致贫困群众长期贫困
和返贫的重要因素。为了不让一个群
众因病致贫，我市紧紧围绕“基本医
疗有保障”这一目标，实施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救
助、医院减免、政府兜底“六重保障”
措施健康扶贫。截至2020年12月底，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
返贫人口县域内救治率达 94.70%，
大病集中救治病种由2017年的四类
9种扩大至目前的33种。“一站式”结
算 14 万 4283 人，医疗总费用 12 亿
8355 万元，报销金额 11 亿 1879 万
元，众多被病魔困扰的家庭燃起了生
活的希望。

让贫困群众实现安居梦，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应有之义。2016 年以
来，我市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之一，在
全省率先启动发力，把鉴定为C、D级
的危房户和无房户列入改造对象范
围，实现应改尽改，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通过危房改造和住房保障的方式
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全市累计完成危
房 改 造 资 金 投 入 483624.8 万 元 ，
157768户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的
农村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全
面完成89545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建有集中安置区 273 个，安置住房
23698 套，房屋建筑面积 224 万平方
米，集中安置13555户50771人，累计
完成投资54亿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当前，我市以打赢
脱贫攻坚战为新的加油站，接续奋斗，
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奋力谱
写新时代邵阳乡村振兴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近日，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
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的通知》，就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
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把
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了解群众需
求，集中解决突出问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果。

通知强调，要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解决群众身边各类急难愁盼问题，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要学讲话、悟思想，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对照“九个
必须”根本要求，充实完善重点民生
项目清单，确保问题准、措施实、效果
好，进一步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质量
水平。要守初心、担使命，在持续推动
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
夫，聚焦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一老一
小”、帮扶生活困难群众、推动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抓住用好国庆节等重
要时间节点，集中推出一批惠民利民
的政策措施，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
实践活动效果。要敢担当、勇作为，在
着力破解“硬骨头”问题上下功夫。对
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
普遍性问题、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
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

留问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领
办，拿出实招硬招，争取在今年有所
突破。要强组织、重合力，在推动实践
活动出成果见实效上下功夫。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与村（社区）党支
部结对共建要真帮、真建、真解决问
题，广大党员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更好解决基层困难事、
群众烦心事。

通知要求，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
给基层减负，通过实践活动建强组
织、锻炼党员、凝聚群众，不断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加强
宣传引导，及时反映基层经验做法
和实际成效，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凝
心聚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的良好氛围。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谢
希瑶 安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5日发布，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勾勒蓝图。

总体方案明确，合作区实施范围
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海
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 106 平方公
里。其中，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
间设为“一线”；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二线”。

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开发开放，是深入实施《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举措，
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

是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的重要动力，
有利于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

总体方案明确，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的战略定位是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
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
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新高地。

根据总体方案，到2035年，“一国
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全面彰
显，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大
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
效运转，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
加完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的目标基本实现。
方案包括6个部分29条内容。第一

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了发展基础、指导
思想、合作区范围、战略定位和发展目
标。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聚焦发展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建设便利
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构建与澳
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健全粤
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提出一
系列具体务实的举措。第六部分明确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的保障措施。（《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全文详见
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