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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星 通讯员
周妮娜） 12 月 9 日至 10 日，市政法
系统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暨邵阳政法
大讲堂（第一期）开班。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副市长王学武，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曾鼎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黄劲，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
局长李长跃分别授课。培训以视频形
式举办到各县市区。

王学武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
讲党课。他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加强党对政法工

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打造一支党
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
法铁军。

王学武要求，全市政法干警要牢
固树立核心意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加注重系统
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加快推进
全市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邵阳、法治邵阳，统筹
抓好禁毒、反电诈、道路交通安全、信
访、维稳等重点工作，为全面落实“三
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邵阳创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邵阳
市政法系统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暨邵阳政法

大讲堂开班 王学武出席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孟辉 饶茵） 12月10日，市委常委、
副市长仇珂静到大祥区城北街道督导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仇珂静以随机抽查的方式，到社区
的居民院落、小区、农贸市场、临街门面
查找文明城市创建问题，督促整改。

在仙人井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一期
工地，仇珂静看到施工现场存在杂物
随意丢放、管线管网布局不规范等情
况，要求立行立改；就古仙人井周边的
建设，要求打好文化牌，完善设施，提
升文化内涵。在临津门社区公安局三
号院子，看到存在卫生死角、配套设施
坏损，仇珂静要求街道、社区迅速对接
有关部门，督促整改。在多个社区居民
点，仇珂静看到便民信息发布栏里随
意张贴小广告，有些甚至贴在栏外，要
求加强规范管理，杜绝“牛皮癣”。针对

北正街、向阳街社区部分街巷停车难、
乱停乱摆现象，仇珂静要求充分利用
好闲置场地，因地制宜开辟停车场所，
规范停车秩序，要与交警、城管部门对
接，对车辆乱停乱摆行为严管重罚。

仇珂静强调，文明创建永远在路
上，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克服麻痹思想
和松劲心态，抓实抓细各项创建工作。
要聚焦补齐短板，强化问题导向，精准
对标测评要求，列出责任清单，全力整
改落实。要聚焦部门协调配合，强化上
下统筹联动，齐心协力打好创建攻坚
战。要强化宣传引导，浓厚创文氛围，
引导群众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
创建工作强大合力。

齐心协力打好文明创建攻坚战
仇珂静督查大祥区城北街道创文工作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石功胜） 12 月 10 日，市委统战部、
市工商联举办第十三期民营企业家
沙龙。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龚红果主持，省科技厅、省工信
厅、省工商联（总商会）等省直部门相
关领导应邀到场指导。

活动中，大家集中学习了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精神。亚洲富士电梯、维克
液压等 10 家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土地
提供、招工引才、金融支持等8个方面
的困难和问题。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技、人社、工信、发改、商务、市场监
管、公安、城管、金融办等部门负责人
现场答疑，提出解决问题对策。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龚红果指
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重点把
握关于新时代“要不要发展民营经济”

“发展什么样的民营经济”“怎样发展

民营经济”等内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上来。

龚红果强调，各级职能部门要树立
“四个到”的服务理念，即不叫不到、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坚持主动
靠前、精准高效服务，切实把民营企业
家当自己人，把解决民营企业的困难当
分内事，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要把服务企业融入到职责中、骨子里、
行动上，坚持高位推动、高效推进，狠抓
政策落实和问题解决，不断提升服务意
识、能力和水平。各园区要对企业发展
中的问题及时收集、分类梳理，集中研
究、快速交办，加强跟踪、通报问责，防
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广大
企业家要做到“四上四守”，即“上云、上
平台、上榜、上市”“守正创新、守法经
营、守信重诺、守望相助”，坚定信心、同
向发力，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

坚定信心同向发力
做大做强民营企业

第十三期市民营企业家沙龙举行 龚红果主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唐靖 龙蕾燕） 12月7日至
9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黄劲先后走进市委党校处干班、中青
班、党外干部培训班和全市政法系统
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宣讲《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黄劲的宣讲重点围绕《意见》出

台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意见》
包含的主要精神和重点内容以及

《意见》落实的履职条件和执法保障
等方面，为学员们全景纵览了法律
监督的来龙去脉，深度解读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在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中的实践应用，并就如何做
好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进
行了详细阐释。

黄劲的精彩宣讲，在广大学员中
引发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
听宣讲，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有
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今后将把贯彻
落实《意见》精神融入具体工作，与检
察机关共同探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最大“公约数”。

落实法律监督 促进具体工作

近年来，武冈市从小处着眼、实
处入手，坚持“小”事做实、以“点”带
面、建管并重，持续推进农村改厕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上半年
武冈市改厕工作排名邵阳市第一。
目前，武冈已完成化粪池安装10533
户，接通6901户，已验收6901户，录
入改厕农户信息6901户，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85.09%。

“厕所革命”改变农村面貌

“过去这里就是一口水泥缸，两
块木板搭成的旱厕，每到夏天蝇虫
满地，臭气熏天，不方便也不卫生。
现在改成水厕后，轻轻一按，污物就
被水冲走了，既方便又干净。”武冈
市龙溪镇龙云村村民邓昭军提起

“厕所革命”，深有感触。
“两块木板、一个坑，又臭又脏”

曾是武冈市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生活
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厕所革命
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为切实把“厕所革命”这一

“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2020
年，武冈市紧紧按照湖南省出台的

《农村改厕工作方案》和《湖南省农
村厕所建设技术导则》，明确农村改
厕目标任务，按照“一户一宅一厕”
的原则，组织开展了农村旱厕现状
摸底调查，核清核准农村户用旱厕
数量，严格技术标准，明确各部门单

位的责任分工，在全市开展“首厕试
点”工作。

邓昭军便是龙云村的“首厕试
点”户，按照“三格化粪池+人工小微
湿地”的改厕模式，从选址到挖坑，
从化粪池安装到调试，从验收到管
护，各个环节都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进行。一个星期便建起了40余平方
米的空间，包括了独立的厨房、沐浴
室、卫生间，新建的容积 1.5 立方米
的一体式三格化粪池埋在地下，地
表是人工小微湿地，种着花草就是
个微小花园。

“厕所革命”改变村民收入

在武冈市水西门街道里仁村，
村民们除了把旱厕全部改成卫生厕
所外，还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地、闲
置坑塘等处，建设了小菜园、小果
园、小花园、小竹园、小田园等“五小
园”，新改厕所中经过三级腐化的粪
污肥料，解决了“五小园”生产所需
有机肥的供应问题。这种资源的综
合利用，助力了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提高家庭收入。

“自从进行了改厕，不仅厕所水
与生活用水进行了洁污分离，经过
化粪池的过滤，污水变成有机肥，可
以直接浇灌果园、菜地，你看我家菜
园的蔬菜长得多好。”里仁村村民邱
尔斌美滋滋地介绍。

改厕前，邱尔斌家的厕所水只能

通过下水管道排放到污水处理站进行
集中处理，种菜、种果树、浇花有机肥
不足。经过改造，修建起化粪池和沤肥
池，让污水、易腐垃圾变废为“宝”。

“厕所革命”改变人们生活习惯

“刚开展‘厕所革命’时，很多村
民不太理解，一是怕花钱太多，二是
怕花了钱不好用。”武冈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隆邵武介绍：“如今，看到
改后的厕所，不仅‘颜值’美了，‘气
质’也提升了，群众的思想观念从

‘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争先恐后
地要求参与‘厕所革命’。”

武冈市荆竹铺镇桐木村73岁的
村民邓集勇曾是反对改厕的“顽固
分子”，他认为厕所就是方便的地
方，没必要费钱费工折腾。因此，不
愿意挖坑、拆墙改厕。后来，看到邻
居们改造后的厕所干净卫生、使用
方便，便“顿悟”了，于是主动申请改
厕。家中建好卫生厕所后，邓集勇在
外工作的女儿们回家的次数也多
了，待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再也不跑
去市区住酒店了。

“改厕改的是生活习惯，厕所一
改好，家人之间的距离也就更近
啦。”邓集勇感慨道。

小厕所大民生。农村“厕所革
命”不仅带来村民卫生习惯、思想观
念的革新，更驱动农村生活方式、村
容村貌的全方位改变。

“脏乱臭”变“洁净美”，农村厕所换新貌
——武冈“厕所革命”系列报道之二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王茜霆 邓泽鑫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张飞翼） 12月9日，市政府党组成员
刘亚亮到新宁农商银行调研指导普惠
金融工作。

刘亚亮一行先后来到小微企业中
正制衣及隆纳科技、新宁农商银行惠民
服务网点富力城支行、美丽乡村古田
村、新全村便民服务站、新宁县最大的
脐橙种植基地月汉村，从金融支持当地
小微企业、惠民便民服务、支持乡村建
设及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对农商行的
普惠金融工作情况进行全方位了解，并
听取新宁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汇报。

刘亚亮对新宁农商银行普惠金融

工作表示肯定。他说，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做好过渡期小额信贷工作，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大力支持
乡村产业发展，围绕“百里脐橙连崀
山”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与脐橙协
会的战略合作，将金融服务全过程贯
穿于脐橙和旅游产业，不断壮大农商
行发展实力。要全力提升农村普惠金
融服务水平，大力推进“福祥E站”等
便民金融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用好用
活“普惠金融信贷移动营销系统”，改
善农村网络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
境，推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率、满
意度不断提升。

全力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笔者与朋友聚会，等待开餐期
间，见大家都在玩手机，就忍不住
问一个问题：每年阅读纸质刊物有
多少？大家笑而不语。笔者再三追
问，才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手机里
样样都有，哪个还看纸质读物呀。
对此，笔者不能认同。手机阅读，能
够成为深层次阅读吗？我们最后能
从中学到了多少，懂得了多少呢？
随后，笔者又有心暗暗地对几十名
熟悉的干部职工进行了调查，发现
有 30%的人竟长年没有订阅一份
报刊，还有10%的人居然全年没有
看过一本书，书报消费几乎为零。
据说他们所在单位每年都补贴了

书报费的，那么，这些书报费哪里
去了？

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也越来越高了，但对知识的渴求却
没有实现同步增长，这是个非常值
得深思的问题。许多人不惜成千上
万把自己的住房布置得富丽堂皇，
却不愿花几十元订阅一份报刊，丰
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精
神生活；不惜花费几千上万元购买
高档服装或化妆品，却不愿花几元
钱买一本好书读。特别是一些中青
年人，为了紧跟各种消费热潮，借
钱也要享受一下高消费，却从不考

虑花一定的钱购买一些图书或订
几份报刊，来更新自己，充实自己。
而书报消费的极度贫乏，也导致了
一些人精神空虚、知识匮乏、道德
水准失衡等现象的发生。

好的书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阶梯，是当代科学、文化、信息、知
识的重要传播途径，是提高人类
整体素质的良药。看书读报，是其
他阅读方式不可替代的。笔者以
为，既然单位发给一定的书报费，
就是让我们用于购书订报的。我
们只有把它用在购书订报上，才
能做到“灵魂之壮游，智慧之攀
登”，积学储宝，养精蓄锐，增智添
能，从而真正达到提高自己综合
素质的目的。

书报费要用在书报上
刘 凯

茶 室 闲 谈茶 室 闲 谈

12月10日，新邵县新田

铺镇中心幼儿园内，亲子游

戏“双杠抬娃”竞技精彩纷

呈。该园举办的首届“Mini

奥运会”亲子活动运动会，旨

在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拼搏精

神，并通过平衡车比赛、推大

足球、给父母按摩等亲子游

戏，为小朋友和家长带来运

动的快乐。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通讯员 刘丈国 李满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