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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背景】 鞭陀运动是民
间传统健身项目。但是，鞭打陀螺
的噪声影响了城市公园广场周围
居民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打
陀螺，禁与不禁——成了《邵阳市
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立法焦点之一。

【群众观点】 部分群众主张
禁止鞭陀运动，他们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明确规定了城市环境噪声限
值，打陀螺产生的噪声远远超过
了规定的限值，如果在地方性法
规中允许，显然与上位法相抵触。
从长远发展来看也不利于提高城
市文明程度，必须严格禁止。打陀
螺虽然是一种民族体育运动，但
参与者没有广泛性，打陀螺产生
严重噪声污染，对公园广场地面
造成破坏，对周围游客形成安全
威胁，应当借鉴其他地区的做法，
对在城市公园广场内打陀螺的行
为严格禁止。

部分群众不主张立法禁止，
他们认为:严格禁止打陀螺，显然
不科学也不符合邵阳市实际。但
是，对在公园打陀螺、使用扩音设
备唱歌等活动，必须加大区域管
理、时间管控、音量控制的力度，
比如，晚上21时至次日7时、中午
12 时至 15 时，不得使用扩音设
备，禁止打陀螺，其余时间内必须

控制环境噪声限值。陀螺产生噪
声与材质和直径大小有关，在人
口密集的城市公园和广场可以对
陀螺的材质和大小进行规定，不
合规定的一律严格禁止。作为客
观存在的体育运动，必须解决“有
去处”的问题，建议有条件的地方
建设“陀螺主题公园”，把打陀螺
爱好者集中到区城环境噪声限值
允许的地方，可以较好地解决这
项体育运动“有去处”的问题。

【邵阳方案】 针对这一问
题，邵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
门召开了立法听证会，组织公园
广场管理机构和打陀螺爱好者进
行了十余次座谈，听取了周边群
众的意见建议200余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条例》坚持既不与上位法相冲突、
又符合邵阳实际的原则，采取区域
管理、时间管控、分贝控制、行业约

束等办法加强管理。打陀螺不仅是
一种锻炼方式，更可以发展成城市
的一种市民广场文化，为了避免锻
炼身体和扰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在
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符合区
域环境保护标准的特色主题公园
——陀螺主题公园。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整理）

聚焦立法热点： 打陀螺，禁与不禁?

“根据统计结果，《关
于加强我市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队伍建设的建议》
获满意 32 票，基本满意 6
票，不满意 0 票，满意率
100%。”……随着第 10 件
重点处理代表建议满意
度测评结果产生，10 件
2021 年度重点处理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满意度测
评结果全部“出炉”，测评
结果当场宣布，均以高票
通过。

根据代表法和《邵阳
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工作办法》《邵阳
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及其办理情况公
开工作意见》相关规定，
10 月 21 日，邵阳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听取了市十六届
人大七次会议以来 10 件
重点处理代表建议的办
理 和 督 办 工 作 情 况 汇
报，并对办理工作进行
了满意度测评。

测评会上，承办单位
报告了重点处理建议办
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
组 成 人 员 作 了 评 议 发
言，并就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随后，与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客观公正地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填写了满
意度评议表，当场宣布了评议结果。从测评结果
看，大家对重点建议的办理结果大多表示满意和
基本满意。

据悉，市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以来，市人大代表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注重反映人民群众关切，通过
视察、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收集整理，会议和闭会
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172件。这些建议均于今年2月
24日交由“一府两院”和市委有关部门、市相关人民
团体办理。今年4月7日，在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61次主任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正式确定了10件年
度重点处理代表建议。10件重点处理建议的主办单
位撸起袖子、铆起劲，狠抓建议办理落实。

“对代表建议进行满意度测评，充分体现了市
人大常委会对我们提出的代表建议的高度重视，
这既是促进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建议办理的有效措
施，也是对我们履职的激励和鞭策，今后我们将更
好地反映群众的意见，提出更多高质量的建议。”
市人大代表刘展艳会后表示。

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重点代
表建议满意度测评，有利于加强人大代表与政
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也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 代 表 建 议 答 复 过 程 和 办 理 结 果 的“ 双 满 意
度”，今后将不断深化代表建议办理满意度测评
机制，以重点建议测评为抓手，以点带面，认真
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和“回头看”，以实实在在的
办理成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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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邓琳子）
10 月 14 日，市人大常委
会 办 公 室 组 织 信 息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来 到 双 清
区两塘村、大祥区金桥
社区，开展以“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
人民”为主题的网络安
全宣传活动。

10 月 11 日至 17 日，
是 2021 年 国 家 网 络 安
全宣传周。为确保宣传
活动有序开展，市人大
常 委 会 办 公 室 提 前 策
划方案，积极组织人员
开展相关活动。

在两塘村和金桥社
区，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组织信息中心工作人
员向居民发放《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手
册》《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等宣传资料，并通过
悬挂宣传横幅和标语、
张贴海报、现场宣讲等

方式，向居民宣传网络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知
识,提醒居民规范网络行
为，做到文明上网，切实
维护网络安全。期间，工
作人员还帮助两塘村服
务中心在办公电脑中安
装杀毒软件，查杀病毒
和清理弹窗广告，进一
步提升办公设备的整体
安全性。同时，指导居民
在手机上下载国家反诈
中心 APP，讲解防范个
人信息泄露、避免遭受
电信诈骗等方法，让他
们进一步认识到网络安
全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组织开展的此次进村
入户宣传活动，让居民
深刻认识到了网络安全
的重要性，增强了网络
安全意识，提高了对电
信网络诈骗信息的敏感
度，为基层织密了网络
安全的防护网。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组织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
出要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
村振兴人才支撑。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
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
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
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
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市人大代表李红辉在建
议中指出，全市农村人才建设
目前存在人才流失严重、素质
普遍较低、储备严重不足等问
题，为此，建议：

一是“千金市骨”引进人
才。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
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
学者、医生教师、律师等技能
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研究
制定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
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出台保
障措施，落实劳动、医疗、住房
等保障和待遇，引导年轻人才
队伍服务“三农”。

二是“千方百计”用好人

才。为参与乡村振兴的领头
人、乡贤、投资者提供宽松的
创业环境和良好的产业发展
条件；支持鼓励农村专业技术
人员和村干部在农村创办农
业企业、农产品生产基地；研
究制定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
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全面建立
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人员
等定期服务乡村机制；探索公
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
发展机制，允许农技人员通过
提供增值服务合理取酬。

三是“千辛万苦”培育人
才。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大力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
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
人、非遗传承人；注重学历教育、
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
并举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在乡
村治理体系中锻炼人才。

四是“千思百虑”留下人
才。坚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
开展好“迎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活动，做到以事业聚人，以
发展成人。

关于我市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才建设的建议
代表建议

加强全市农村人才建设

市民在城南公园打陀螺，噪声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作为建议主办单位，邵阳
市农业农村局回复：我市高度
重视乡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于 2018 年出台了《宝庆人才行
动计划》，2019 年出台了《邵阳
市乡村人才振兴行动方案》，为
我市强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确定“路
线图”、绘好“时间表”、制定“任
务书”。

一是活化基层柔性引才方
式。2020 年以来通过“龙头企
业+人才”“种养基地+人才”“合
作社+人才”“技术培训+人才”
等模式以及医联体建设等方式，
12个县市区柔性引进各类人才
262 人，其中博士 20 人、副高以
上职称人才150人。二是深化各
类培训成效。2020 年完成各类
农民科技培训10.13万人次。全
市通过举办“村播带货”培训班
共培训种养大户、返乡农民工、
大学生、企业管理人员1518人。
三是强化科技服务机制。围绕脱
贫攻坚主战场，2020 年以来省
级选派45名科技特派员、132名

“三区”科技人才，市县两级选派

781名科技特派员，引导人才扎
根基层、服务基层。我市12个县
市区均成立科技专家服务团，开
展技术支持、产业升级、培训等
各项各级服务。四是实化农业专
家服务常态。我市设立农业专家
服务组已十余年，为农民群众指
导种养殖等技术问题、提高基层
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
现代新型农业发展意识以及解
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类问题。五是
优化培育现代农业带头人。

下一步，邵阳市农业农村局
将进一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行
动，吸引更多人才投身现代农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实施科技特派
员制度，依托科技专家服务团带
动千名科技人员服务农业农村
发展，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培
养发展一批“土专家”“田秀才”
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吸引
各方面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此
外,制定优秀人才的引进、培育
及向基层流动等政策，让优秀人
才安下心、定下神、放手干。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整理）

部门回复

进一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行动

法制宣传教育

(上接1版) 建设宜游美丽隆回。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经济与环境相融共生，
营造优美的自然环境。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机制
基本形成，生态安全保障体系质量
进一步提升。推进“百里花溪”“一
江两岸”等文旅融合景点建设。特
色民俗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创新
发展，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相互映
衬、相得益彰，湖光山色、天蓝水秀
成为隆回的靓丽名片。

促进交通融汇。积极对接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设互
联互通、便捷顺畅的现代综合交
通体系，形成以沪昆高速、呼北高

速、怀邵衡铁路、沪昆高速铁路等
纵横交错的对外高速公路铁路
网。县内交通网络、基础设施进一
步完善，国省干道、县（乡）际公路
全面提质升级，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农村公路。县城外环线全
线建成通车，实现县内县外互联
互通、县域路网四通八达、重点集
镇通畅通达、农村通组道路全覆
盖。实现“人享其行、物优其流”,
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形
成人流、物流、资金流大进大出和
商贸物流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生
动局面。

促进城乡融合。统筹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
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和乡
镇服务农民功能进一步增强。健
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管护机制，推进城乡基
础设施、功能布局、基本公共服务
一体化发展。统筹完善县乡村水、
电、路、气、邮政、通信、广播电视、
物流、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
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平等交换，实
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市人
才入乡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
发展活力。

促进社会融洽。建立健全党
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

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
理体系。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健全
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
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
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稳妥处
置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县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安
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隆回、法
治隆回。

与此同时，要加快建成全国
金银花和龙牙百合产业链重点地
区，建成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重点园区，建成全省全域
旅游重点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