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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的任务，是为 980 名有
康复需求和适应指征的听力、言语、肢
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
人均不低于8个月时长的机构康复训
练服务。截至 10 月底，全市救助残疾
儿 童 1481 名 ，累 计 康 复 训 练 时 长
10281个月，完成率为131%，提前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1月16日，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验收组对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童
康复二科承担的0-6岁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项目进行验收。一组由近及远的
镜头，展现出我市实施这一民生工程
的力度和温度。

五年康复路，守得云开见月明

“没有国家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
的康复机构，哪有我这两个孙孙的今
天。”55 岁的袁凤云是邵阳县长乐乡
人，带着8岁的孙女小梦和6岁的孙子
小兴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童康
复二科做康复。说起两个孩子的变化，
这位曾经以泪洗面的邵阳女子一脸坚
强而乐观的笑容。

她和丈夫、儿子儿媳以前都在广
东东莞打工。小梦出生后，因智力发
育迟缓，在东莞到处做检查、做康复
治疗，花了不少钱。得知家乡有残疾
儿童免费康复项目，她一个人带着孩
子回到邵阳。刚进机构时，快 4 岁的
孙女还不会说话。经过3 个月的康复
训练，孩子就能做到自己脱裤子拉屎
尿了。第二年，孩子进入幼儿园随班
就读，上午上学，下午做康复。五年过
去，孩子已经会说很多话，能如正常
孩子一般交流。

因为长期带着孙女做康复，袁凤云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敏锐地发现，孙
子小兴会说短句，长句说不来。她提出
送小兴去做检查，遭到家人坚决反对。
经请教，康复老师曾赛龙建议她先带孩

子去医院检查，拿到结果再跟家人说。
结果医生诊断，孩子正处于临界点上，
需要及时干预。小兴在康复机构进步很
快，说话、写字、心算，都有让奶奶欣慰
的表现。康复机构随防时，幼儿园老师
夸他聪明、活泼，还能帮老师干活。

“四心”康复人，托起残缺花开梦

“从事残疾儿童康复，必须要有四
心，即细心、耐心、爱心、责任心。具备
这四心，才能入我们的眼。”今年获评

“十三五”期间全省助残先进个人的石
艳梅是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童康
复二科的治疗师长、家长学校教育处
主任。她在医院从事残疾儿童康复已
有11年，2010年医院承担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救助项目时，她义无反顾投
身其中，迄今已带领团队完成了2339
名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

他们不仅为孩子们开展个性化康
复训练，还想方设法提高家长的家庭
康复能力，并多次组织爱心捐赠活动。
康复教师曾赛龙 2015 年从护理岗位
转岗，并赴北京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进修了言语康复。每次她给小梦小兴
上课，袁凤云就在旁边学，回到家以
后，经常拍“家庭作业”视频给她看，向
她请教各种问题。曾赛龙总是耐心细
致地给予指导，将工作时间延长到了
8小时之外。袁凤云生病时，她还上门
帮助接送小孩。无数次的加班，不断地
学习、提升和探索前进，这个“四心”团
队实现了康复有效率 98%，显效率
86%，家长满意率95%以上。

今年全市共有 15 家康复机构承
担了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邵阳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童康复二科是接
受验收的第八家。验收组通过听取汇
报、实地察看、现场听课、查阅资料、家
长访谈等形式，对照项目要求和评分
细则进行考核验收。市委办四级调研
员廖华明连续五年参与考核，他说，这

一项目百姓反映好，几年来从场地设
施设备、康复内容、人员配备等各方面
都有了长足进步，充分体现了我市对
残疾人民生的重视。

躬耕民生事，打造爱的新高地

市残联副理事长刘华说，我市对
0-6岁残疾儿童实行应救尽救，康复
救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
资金组成，其中中央、省、市级为补助
资金，县级资金为兜底保障资金。为做
实做好重点民生实事，确保项目质量
及效果，我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制度保障。全
市各县市区均制订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实施意见，各县市区残联和本
级财政联合出台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资金结算办法》。隆回、新宁、武冈、
邵阳、绥宁、城步、新邵、洞口制定了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生活、交通补贴办法，
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至300元不
等，为残疾儿童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

优化专业服务，强化管理规范。为
了提升康复技能，市残联今年举办了
全市脑瘫、智力、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班，邀请省康复研究中
心的教师对定点康复机构的从业人员
进行了培训。为规范康复训练工作，市
残联今年为全市定点康复机构安装了
人脸识别考勤系统。同时将疫情防控
作为重要的常态化工作，组织专家进
行消防专项排查、开展消防演练和培
训，确保残疾儿童在一个安全、良好的
环境中进行康复训练。

聚焦民生需求，提升民生温度。为
了给残疾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市
残联还汇聚社会力量，开展了“为梦护
航”关心关爱特殊未成年人一系列公益
活动和志愿服务。“健心”的心理辅导，

“暖心”的社会关爱，与精细化、个性化
的康复训练同频共振，让残缺的花朵在
阳光下开颜绽放。 (下转7版)

打造爱的新高地 托起残缺花开梦
——我市实施重点民生实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曾雅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11月20日上午，邵阳市第三届校园
武术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来自全市22支代表队的千余名
选手齐聚于此，一展拳脚，同秀中华
武术魅力。副市长李华和宣布开幕。

2018 年 9 月开始，在市文旅广
体局和市教育局的共同推动下，我
市启动“国学武术进校园”项目。目

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全市校园
武术比赛。本届赛事分小学、中学和
大学、职业院校3个组别，设有规定
和自选两个比赛项目，其中自选项
目包括各类拳术、器械或拳术、器械
混合三个类别。

在第三届校园武术大赛闭幕式
上，还对2021年全市武术进校园“十
佳校长”“十佳教练员”进行了表彰。

我市举办第三届校园武术大赛

8 年前，何平从陕西省一所省示
范性高中调入邵阳市第十一中学，在
相对艰苦的乡村学校从事英语一线教
学。她不忘教书育人初心，牢记立德树
人使命，为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奉献着
青春与汗水。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何平一直秉
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
原则对待工作和同事。学校安排课程
时无论是基础较差的班级还是跨年级
班级，何平都能欣然接受并尽职尽责
做好教学工作。2020 年，她担任高一
年级的英语教学工作，得知高三年级
一名英语教师因病休假时，毅然急学
校之所急，不顾自己小孩尚在哺乳期，
克服困难，主动担当作为，额外承担高
三一个班级的教学工作两个多月。多

年来，何平获得学校领导、师生的一致
好评。2017 年度和 2019 年度，两次获
评市级嘉奖及学校优秀个人。

与时俱进，创新教学。何平坚持德
育为先，避免唯成绩论，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她深入钻研教材、研究学法、改
革教法，力求教学的各个环节做到科
学、规范、准确。她努力掌握新技术，将
大数据、VR、物联网等率先引入课堂，
使教学更加直观、生动，趣味性强，开
阔了学生视野，拓展了思维。发表《高
一开学第一课》《定语从句》课件分获
湖 南 省 一 、二 等 奖 ，发 表《M4u3
Tomorrow's Word(project)》教学设计
获湖南省二等奖。

因地制宜，因才施教。面对一些学
生基础差、抗拒英语学科学习的现状，

何平从不抱怨，而是有针对性地开展
教学活动。和家长保持良性互动，让学
生明白学习是为了以后能更好地回报
社会，实现个人抱负和价值。她将初中
英语主要知识点做成课件进行讲解，
首先解决学生初中英语基础薄弱问
题；高中英语内容的讲解采取循序渐
进，由易到难的方法；英语教学和热点
实事紧密联系，趣味性、互动性强，从
而增强了学生学好英语的信心，激发
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历年来，其所教英语班级学
考及格率均名列前茅，特别是 178 班
及191班学考及格率分别超过学校目
标的 28%及 23%。在指导学生参加全
国中学生英语能力测评中获国家三等
奖及湖南省一等奖。

何平表示，将继续扎根乡村教育
一线，立足三尺讲台，用心用情浇灌乡
村教育的满园春色。

立足乡村讲台 绽放育人春色
——记邵阳市第十一中学教师何平

邵阳日报记者 肖 燕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马雯雯）
11月17日，市财政局组织召开市本
级政府非税收入电子化退付改革暨
培训会，全面推进电子退付改革。

近期，市本级在“执收单位非税
收入一体化征管系统”增设的退付
管理模块，成功开具电子《湖南省非
税收入退付书》，实现从缴款人退付
申请、执收单位退付审核、财政退付
审核、财政退付记账和发送、代理银
行退付的全流程网上办理，资金成
功退付至申请人。标志着我市成为
全省 14 个市州中第一个实现政府
非税收入电子化退付的城市。

市财政局突出学用结合，不断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惠民利民
实事和推动财政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强大动力。参会的公安局同志
表示，在原操作模式下，退付申请
人需要先去办案部门领取退付依
据，再到公安局财务部门填写非税
收入退付申报表并完成初步审核
流程，然后再送交财政局审核后开
具《湖南省非税收入退付书》，退付
申请人到银行进账。一般需要几个
工作日才能将资金退付到位。改革
后，退付申请人将退付依据提交公
安局财务部门后，只需十几分钟的
网上办理就能完成退付，真正做到
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实现
了便民服务。

我市实现政府非税收入电子化退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欧阳国安） 11 月 18 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的第 27 期
优抚对象短期疗养落下帷幕，标志
着我市 2021 年度重点优抚对象短
期疗养活动圆满收官。

期间，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指
导下，市中心医院东院制定了重点优
抚对象短期疗养工作方案，在保证短
期疗养人员的医、食、住、行等合理有
序的同时，还精心开展了健康知识讲
座、观看红色电影、游览红色教育基
地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重点优抚对
象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双疗养”。参加
此次疗养的重点优抚对象纷纷表示，

为期10天的疗养生活是一段让他们
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充分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的关爱。

我市是兵源大市、优抚安置大
市，现有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7万余人。今年以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坚持医疗保障和精神抚慰并
重，扎实开展短期疗养工作，共为
27 批次 1351 名重点优抚对象提供
了优质、安全、温馨的短期疗养；在
18 个乡镇为 1635 名重点优抚对象
提供医疗巡诊服务，累计发放价值
25.8万元的药品，不断增强重点优
抚对象的获得感、荣誉感和幸福感。

不断提升重点优抚对象幸福感
今年我市1351名重点优抚对象参加短期疗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申斌 王典红） 11月
16 日，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大家认为，生态环境系统全
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十九届六
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认认真
真、原原本本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
神上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大家表示，要把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贯穿到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中去，扎实做好全年各项
工作，特别是要全面完成中央、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警示片等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高质量高标准完成2021
年“夏季攻势”整改任务，尽快完
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其他各项任务
的验收销号。要进一步增强创优
争先意识，提前谋划好2022年度
工作，做到早部署早动员。

把全会精神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贻贵）
11月17日上午，市文联专题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举措。

市文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和各文艺家协会代表围绕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大家
纷纷表示，文艺工作就是意识形态
工作，本身就承担着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
职责，突出文艺特色学习好、宣传

好、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是我市文艺界的重要任务。各
文艺家协会将抓好学习，树立精品
创作思想，组织文艺家深入基层采
风学习，策划主题创作活动；抓好
宣传，靠作品说话、靠活动说话、靠
典型说话，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推动六中
全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
入人心；抓好落实，创作一批留得
下、立得住、传得开的文艺精品，不
断开创我市文艺发展新局面。

创作文艺精品 传递党的声音
市文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1 月 19 日，大祥区

民兵网络分队开展卫生

与救护训练。近期，该区

民兵开展为期12天的技

能训练。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胡要新

摄影报道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