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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隆 益 贤
孙优姬 谢邵芬）“两年
没回新邵，变化太大了，街
道更整洁，环境变得更好
了！”11月24日，新邵县临
江社区居民金文灿谈起县
城的巨大变化，赞美之情溢
于言表。新邵县城的华丽

“蜕变”，得益于新邵县委、
县政府推行购买服务、改革
公共服务领域政策的实施。

2013 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发
布，明确推行政府购买服
务，转变政府职能。新邵县
紧跟步伐，将城区清扫保
洁服务项目作为“政府购
买服务”的试点项目，坚持
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竞争
有序、自愿开发、自负盈亏

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投标
的办法，依法依规依序与
企业签订环卫清扫保洁作
业项目承包合同书。

新邵县通过以点带
面，将“政府购买服务”这
一措施全方位、多领域推
进，并与创建国家卫生县
城、省级文明县城有机结
合，有效推动环卫作业质
效和量化管理，真正实现
了“政府引导、市场竞争，
社会监督、群众满意”的公
共服务模式，优化了人员
岗位，节约了财政资金，为
后续政府购买服务产生示
范效应，取得良好成效。

该县财政局负责人介
绍，新邵县政府购买服务工
作已全面铺开，涉及环保、
文化、教育、法律、卫生、体
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

新邵县

政府购买服务
扮靓美好家园

11月22日，从绥宁县传来喜讯：该县今
年被省生态环境厅授予“省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称号。

近年来，绥宁县坚持在创新体制机制、
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展上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绥宁特色的绿色
崛起之路。

夯实基础增添“核动力”

绥宁县生态环境优良，是传统林业大县
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被联合国誉为“没
有污染的神奇绿洲”。近年来，该县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实
施“生态立县”战略，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和全过程。

该县成立了高规格的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编制出台了《绥
宁生态县建设规划》等系列文件，推动生态环

境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校
园，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目标责任
制，扎实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各项工作。

该县还出台了《绥宁县环境保护工作责
任规定》等制度性文件，推行了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审计制度，严格落实河长制。近 3 年
来，全县因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的达44人次。

激发活力做强生态产业

绥宁县坚持提升生态农业、做大做强生
态工业、发展壮大生态旅游。2020年，该县实
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5.93亿元。2018年，绥
宁木竹产业园区成为“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
区”。近年来，该县竹加工产值达17亿元，带
动2.5万人脱贫致富。2020年，该县共接待游
客245.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03亿元。

该县坚持推动城乡生态环境改善，严格

保护农村饮水安全，大力实施面源污染治理，
集中开展县城“三项污染”专项治理。2020
年，该县城镇污水处理率达91%，村镇饮用水
卫生合格率达100%，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 90.28%，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6.43%；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10%。

立足长远巩固创建成果

绥宁县坚持优化生态格局、建立环境监
管体系、做好生态环境反馈工作，同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抓好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
化，切实加强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2020年，该县森林覆盖率为76.49%，是全省
平均线的1.4倍。全县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21种，其中I级3种、Ⅱ级18种；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7种，其中Ⅰ级5种、Ⅱ
级32种，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
公约》的野生动物26种。

目前，绥宁县已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
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和湖南省生态旅游示
范区，被国家、省授予“中国竹子之乡”“三湘
林业第一县”称号，获评“全国绿色小康县”

“绿色中国生态成就奖”。

绥宁县：擦亮生态名片 加快绿色崛起
邵阳日报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胡绍军 袁学龙

11 月 20 日晚上，武冈市龙溪镇同心村
村民齐聚李武家中，集体讨论改扩建村道的
事情。讨论中，村民李爱国首先表态，同意
拆除自家的偏房，并愿意无偿提供道路边的
菜地用于修路……这是武冈市集智聚力建
设幸福美丽村庄的一个镜头。

今年来，武冈市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以
新时代“三农”工作为抓手，深入开展“七大
专项行动”，大力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让群众在幸福美丽村庄
创建中得到更多实惠，获得更多幸福感。

坚持党建引领 导航乡村振兴

今年，武冈市对标乡村振兴“20 字方
针”，出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
见》，研究制定《湖南省武冈市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21—2025年）》，稳步推进《武冈市乡
村振兴规划纲要》和产业发展、生态振兴、文
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5个专项规划。

同时，武冈市建立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指挥部、乡（镇、街道）乡村振兴办公室、村
（社区）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理事会三级作战
体系，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书记
主抓乡村振兴，全市形成市、乡镇、村、群众

“四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按照“紧
扣一个乡村振兴规划，落实一个防返贫监测
机制，建立工作任务、重点项目、政策保障三
张清单，派出一支驻村队伍”的“1131+”工作
思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前，全市已
选派130支396人的驻村工作队进驻130个
乡村振兴重点村、示范村，选派 171 名干部
担任其余村第一书记。

在幸福美丽村庄建设中，武冈市坚持以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
兴”为方向，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以“万名党
员干部结对服务大走访，我为群众办实事”
主题活动为契机，坚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以“一拆二改三清四化”环境整治为抓
手，着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以产业振
兴为重点，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以
乡风文明为推力，全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以组织建设为主线，打造更强农村基层
战斗堡垒。

激发内生动力 建设美丽村庄

武冈市坚持幸福美丽村庄建设“为人
民，靠人民”的思路，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共商共建共
享共治的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

在开展拆“空心房”工作前，稠树塘镇甘
田村采取“宣传开道、舆论先行”，利用村“两
委”会议、村民代表大会、院落会、入户上门、

“村村响”广播等渠道，引导全民参与建设美
丽村庄。

今年8月，在外经商的同心村村民银醇
意听说村里要打造精品村，毫不犹豫返乡助
力。村里要改造“三姐妹”鱼塘，银醇意主动
贡献出自家的五分地并捐款 20000 元。在
他的带领下，村民们累计筹得资金53万元，
对鱼塘进行彻底整治，铺设了塘岸道路，安
装了围栏，造了果园、竹林。现在，昔日的

“臭水塘”，变成村民休闲的好“景区”。
武冈市健全完善“政府主导、部门支持、

社会帮扶、群众自筹”的多元投入机制，通过
全面整合涉农资金、收取社会各界及乡贤赞

助资金以及群众自筹等方式筹措建设资
金。目前，社会各界及乡贤赞助资金达
4871.54万元，群众投工投劳30600人次。

做强特色产业 促进乡风文明

建设幸福美丽村庄，武冈市既注重“美
化”村容村貌，更注重“殷实”村民“口袋”与

“脑袋”。
该市深入开展农业“百千万”工程和“六

大强农”行动，大力发展铜鹅、卤菜等特色产
业和水稻、生猪等传统产业以及田园综合
体、全域旅游等新兴产业，探索推行“农民合
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新模式，稳
步推进产业发展项目291个、产业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141个、生产条件改善项目80
个，建成 341 家就业帮扶车间，带动城乡劳
动力就业6868人，其中脱贫劳动力2402人。

在幸福美丽村庄建设中，武冈市通过党
建引领、村民自治，完善村规民约，让新时代
文明在农村形成新风尚。该市大力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推动移风易
俗和乡风文明，促进“一约四会”（村规民约，
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赌
禁毒会）村村全覆盖，评选乡、村两级道德模
范 3260 名，切实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筑牢

“文化魂”。
目前，该市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130项

全部启动，已建成幸福美丽院落375个，建成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4个、邵阳市美丽乡村示
范村13个、武冈市美丽乡村示范村30个。

武冈市集智聚力建设幸福美丽村庄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罗建峰 胡义雄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魏小青 宁建华） 邵东
市灵官殿镇石株桥村的
罗氏兄弟与叔叔因为建
房产生纠纷，4 年多来长
期积怨、矛盾不断。11 月
18 日，灵官殿镇另辟蹊
径，凝聚乡贤力量进行调
解，让这桩纠缠四年半之
久的建房纠纷案得到化
解，生疏了多年的亲情也
终于“回家”。

今年10月初，灵官殿
镇党委书记黄贻媛一行到
石株桥村进行信访矛盾化
解走访，了解到该村罗氏
兄弟和其叔叔在 2017 年
初因建房发生纠纷，该纠
纷多次经镇、村两级和邵
东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

局、法院调处，历经4年之
久悬而未决。

详细了解纠纷发生的
情况和多次调处未果的原
因后，黄贻媛建议在“建设
美丽家园、打造和谐院落”
上寻突破，做出由村委会
将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空地
征用，发动乡贤捐资，建设
成为村级文化广场，供村
民健身休闲的调解新方
案，切实争取把这桩久悬
未决的建房纠纷调处好。

调解小组再一次深入
双方当事人的建房现场，
调查了解情况。在他们的
劝导下，双方当事人最终
被说服，在协议书上签字。
至此，双方放下芥蒂，握手
言和。

邵东市灵官殿镇

发 挥 乡 贤 力 量
巧 解 多 年 纠 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 梅 通 讯 员 刘 昊
刘李韬）“村里的各项工
作离不开网格员的辛勤付
出。前不久，村里的保护圈
项目建设因需占用群众田
地遭阻，后在网格员何四清
的调解下，顺利达成协议。
如今，网格员又收集了群众
关于院落建设的建议反馈
到村部，村部对此已有初步
方案。”11月16日，北塔区
田江街道田江村党支部委
员会委员邓公平介绍道。

目前，田江村12个村
民小组共有网格员12名，
他们始终活跃在居民身
边，持续开展网格化工作，
解决村民身边小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田江街道立足“小网
格”、融入“微服务”、发挥

“强作用”，扎实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
过“1+N”（1 个网格管理
员+若干网格辅助员）联
动，及时“网”集社情民意、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田 江 街 道 辖 8 个 村
（社区），目前配备 130 余
名网格员。网格员们积极
开展工作，一双腿穿梭大
街小巷，一支笔记录社情
民意，一张嘴调解邻里矛
盾，在疫情防控、治安巡
逻、矛盾处置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搭建起了政
府和居民沟通的新桥梁。

北塔区田江街道
小 小 网 格 员
满 满 正 能 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11月25日，大祥区总

工会举办“工会进万家·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

动”服务月暨工会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启动仪式。

该区分别在百春园街道和

红旗路街道建成2个工会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当

天，该区总工会共慰问40

名环卫工人、交警、外卖送

餐员等户外劳动者，给他

们送去保温杯、雨伞、毛巾

等物资。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