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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刘佳） 9月24日，邵阳市
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武冈市开展物
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专题调
研，探索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
发展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迎春亭街
道办事处、东塔社区、华电星苑小
区，实地查看小区环境、公共卫生、
小区物业创建及相关职责、制度等
情况，深入了解物业管理与社区治
理融合发展现状。

调研组指出，武冈物业管理和
社区治理融合发展工作创新出
彩，融合治理效果走在全市前列，
要进一步积极探索，扎实调研，创
造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融合发展
的“武冈经验”。要始终把社区治
理与物业管理作为至关重要的民
生工作，突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

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深度融合
“新路子”。要立足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严格执行即将实施的《武冈
市实施〈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办
法》和《武冈市物业管理联席会议
制度》。要制定行之有效的考核办
法，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并将考核结果与社区工作经费、
业主管委会、物业公司信用等级
等充分结合；要选举出得力的业
主管委会班子，真正做到热心为
民、提升服务、规范管理；要选拔
出有资质、有实力的物业公司，由
政府职能部门严把物业服务企业
准入关，切实加强对行业的监督
和管理；要进一步规范监督管理
机制，明确责任、多方联动、形成
合力，共同推动物业管理与社区
治理进一步融合发展，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开展专题调研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9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
会议，就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百家
单位万名干部进社区”法治宣传
活动进行安排部署，进一步推进
法治邵阳建设，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

会上，市人大法制委负责人传
达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
室、市创文办、市司法局相关文件精
神及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批示要
求，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百家单位
万名干部进社区”法治宣传活动工

作方案细化了任务。会议还对我市
已经出台的8部地方性法规的宣传
工作进行了培训。

会议强调，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要突出重点，做好已出台的 8 部地
方性法规的宣传工作，通过发放
资料手册、引导关注邵阳人大网
法律法规专栏等方式，推动邵阳
市地方性法规的实施。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干部要“送法上门”，面
对面宣讲有关法律知识。要加强
法治宣传活动人员与经费保障，
设立法治宣传专栏，联系指导社
区开展法治宣传，确保法治宣传
收效良好。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部署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代表建议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市人大代表奉锡样在建议中指出，邵阳辖内9个县均
属湖南省革命老区县，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旧址、遗址、珍贵
文物等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承载了丰富的革命传统和
革命精神，是见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成长的宝贵财富。目前，邵阳全市登记在册的红
色革命旧址、遗址、纪念设施等共有160余处，但在保护开
发利用中仍存在认识重视不够、整体规划缺乏、修缮经费不
足、活化挖掘不深等问题。为此建议：

一、政府尽快制定我市红色资源保护条例，通过地方立
法的形式整合有利资源的政策，认真构思如何让红色精神
更好地传承。

二、科学规划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让保护工作有章可
循，有的放矢。

三、加强对本行政区域红色资源保护工作的领导和统
筹协调，将红色资源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将红色资源保护、管理、修缮等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四、鼓励对红色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同时加大红色资源
的宣传推介力度，利用陈列展览、影像宣传、历史情境再现
等多种形式，展现红色资源的风貌，促进革命精神的弘扬。

部门回复

保护利用红色资源 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作为建议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回复：一是充分利用
红色资源，包装打造红色旅游品牌。目前，蔡锷故里文化博
览园、新宁县宛旦平故里红色旅游景区、隆回县魏源故居
景区、邵阳县塘田战时讲学院、洞口县蔡锷故里古镇山门
旅游区等红色景区都打造成为3A级旅游景区。还联合市
发改委联合推荐城步老山界、绥宁寨市、邵阳县塘田战时
讲学院3个红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红色旅游
品牌形象。2018 年 8 月，根据省旅发委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推出潇湘

“红八景”活动的通知》（湘旅办〔2018〕18号）文件精神，积极推荐新宁宛
旦平故居、蔡锷公馆参加评选，蔡锷公馆入围第一轮名录。2020年，组织
参加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集中展示了邵阳在长征时期、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小康建设时期的红色资源和红色旅游产品。三是注重资源开发，
加强红色旅游产品打造。近年来，市委宣传部利用非遗产品、特色农产
品等结合红色故事及红色题材打造红色旅游产品。我市古楼茶业打造
的红色题材茶产品、宝庆瓷刻产品、竹刻产品等在2020年中国红色旅游
博览会上，受到了全国各地游客和参展商的赞誉。利用邵阳红色名人、
长征线路及抗战旧址开发4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分别是雪峰山抗日红
色游、邵阳名人故里游及2条重走长征路线路。四是加强资源保护，开展
红色旅游资源普查。2016年、2018年，牵头组织开展了红色旅游资源普
查，并将景点的图片、简介、地理位置、面积、历史脉络、史实和人物介
绍、红色故事等情况进行了翔实的登记，2019年组织长征沿线红色旅游
文化资源系统摸排。

下一步，市委宣传部将进一步加大对我市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
开发利用和宣传推介。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整理）

关
于
加
强
红
色
资
源
保
护
和
利
用
工
作
的
建
议

法制宣传教育

今年是“八五”普法开局之
年，也是《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
例》正式施行 10 周年。为扎实开
展好《湖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实施10周年学习宣传活动，推进
我市8部地方性法规宣传实施工
作，即日起，本报将开设《法制宣
传教育》专栏，重点宣传报道《邵
阳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邵
阳市城市绿化条例》《邵阳市水保
护条例》《邵阳市乡村清洁条例》

《邵阳市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条
例》《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邵阳市村庄规划和村民建房管
理条例》《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条
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进一步提
升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助
力推动法治邵阳、平安邵阳高质
量发展。

编 者 按

2016年3月，邵阳市首次获得
地方立法权，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市人大常委会和市人民政府坚持
科学确立首部地方立法项目，广泛
征集项目，深入开展立法调研。
2016年4月，一个人民群众关注的
热点进入了邵阳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和市人民政府的视线，这就是城
市公园和广场管理问题。这里聚集
了太多的矛盾和焦点，汇集了人民
群众太多的关切和期待。

2016年5月，在邵阳市委常委
会议上，《邵阳市城市公园管理条
例》(后改为《邵阳市城市公园广场
管理条例》)被确定为年度立法项
目。2017年4月、6月、8月，邵阳市人
大常委会分别对该条例进行了三次
审议。其间，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坚持

“三个一遍”，即公园广场周边群众
走访一遍、相关部门问询一遍、先进

经验学习一遍，疏理归纳了城市公
园广场发展定位不科学、管理和服
务机制不健全、不文明行为约束不
力等问题，召开立法推进会、工作汇
报会、重点难点问题论证会，组织起
草小组赴岳阳、常德、永州考察学
习，向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各基
层立法联系点、立法咨询专家以及
社会各界发放征求意见函，在《邵阳
日报》、邵阳新闻在线等新闻媒体和

“邵阳立法”“邵阳发布”微信公众号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邵阳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经2017年8
月22日邵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17年9月29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批准，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

共治共享齐参与
携手共创文明城

——《邵阳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热点解读

【立法概况】

邵阳市境内所有的公
园、广场都是开放式的，如何
做到文明游园是摆在全体市
民和公园广场管理机构面前
的一个现实问题。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
人们对大声喧哗、穿睡衣进
入公园广场、乱扔垃圾、乱停
乱摆、乱涂乱画、躺占公共座
椅等不文明行为嗤之以鼻。
对此，《条例》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弘扬
正能量，倡导公德行为，限制
不良行为和非法行为，体现
现代文明和城市素养，规定
了城市公园、广场内禁止下
列行为:(1)翻越栏杆、绿篱，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垃圾、
杂物等行为；(2)悬挂、张贴、
涂写、刻画、散发广告品等行
为；(3)在非指定区域游泳、
轮滑、垂钓、烧烤等行为；(4)
算命、占ト等封建迷信行为；
(5)摆摊设点、乱搭棚架、圈
(放)养家禽家畜、种植瓜果
蔬菜以及其他圈占场地的行
为；(6)损坏建(构)筑物、景
观、设施、设备等行为；(7)损
毁草坪、花卉、树木等，恐吓、
捕捉和伤害动物的行为；(8)
燃放烟花爆竹、放孔明灯、焚
烧冥纸冥币等行为；(9)其他
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整理)

热点三：倡导文明游园 共享美好环境

近 年 来 ，全 国 各 地 发
生 多 起 狗 咬 人 的 恶 性 事
件。为保持公园环境卫生
给市民游园提供安全、洁
净的休闲场所，《条例》吹
响 公 园 广 场 犬 类“ 管 理
号”：禁止携带犬类或者其
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进入
城市综合公园和管理机构

禁止进入的其他城市公园
广场。携带宠物进入准入
的城市公园广场时，应当以
牵引等方式有效管护，不得
妨碍和危害他人，并及时清
理排泄物。管理机构应当在
城市公园、广场设置告示
牌，告知宠物入园的禁止事
项或者相关注意事项。

热点二：实施分类施策 推进文明养犬
对打陀螺、跳广场舞，市民意见

分歧很大。有市民反映:“打陀螺的声
音，已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工作生
活，清晨打陀螺的人一鞭子抽下去，
那不是打在陀螺上面，而是抽在我的
心上。”“我们看到公园里打陀螺的
人，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误伤。”“我
支持广场舞大妈，也支持唱歌爱好
者，但希望他们不要把声音开得那么
大。”……这些意见反映了受噪声污
染市民的心声。近几年，邵阳市环境
保护监测站不定期对公园噪声进行
了监测，绝大多数监测结果显示，打
陀螺、使用扩音设备唱歌和跳广场舞
等活动产生的环境噪声，严重超过区
域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为了让噪声污染不再成为公园
广场管理难点，《条例》明确规定在城
市公园广场内开展各类体育健身、文
化娱乐活动应当在规定的时段和区

域内进行，每日12时至15时、21时至次日7时，
不得打陀螺、使用扩音设备，或者从事其他产生
噪声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活动。在其他时间开
展上述活动时，所产生的环境噪声不得超过区
域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经批准开展的大型公益
活动除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城市
公园广场内合理设置可以实时显示监测结果的
噪声监测设施，会同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机构对
城市公园广场内的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活动
产生的噪声进行监测。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机构
应当在城市公园广场显著位置和健身娱乐主要
活动区域设置告示牌，告知城市公园广场环境
噪声限值和禁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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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城南公园一景。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