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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邵阳市雪

峰博雅职业技术学校组织

100余名农村经济管理专

业的学生来到洞口县古楼

云雾茶基地，在专业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体验种茶、

制茶和泡茶，通过“知行合

一”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唐华春

摄影报道

党员、干部和群众围坐在红提园里，品尝着香甜的红提，共话
未来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胡梅 通讯员 杨栩荣
蔡志栋 夏郴） 12月18
日，天气晴朗，北塔区田江
街道谷洲村村民孙建勤忙
着采摘花菜、白菜、萝卜等
蔬菜，准备运送至江北蔬
菜批发市场销售。

种植蔬菜十余年的孙
建勤，在村里的支持下，采
用提早延晚、节水灌溉、生
物防治等多项技术，利用
插种、套种的方法，缩短生
产时间，大大提高了经济
效益。“别看我家里只有10
亩地，我每天早上采摘新
鲜蔬菜去卖，一天有 300
多元的收入呢！现在我在
申请建设蔬菜大棚，建成
后，收入还将大幅提高。”

近年来，谷洲村大力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重点
发展低压管灌、滴灌等节
水灌溉设施，引导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并
严格按照绿色无
公害的要求进行

蔬菜基地建设和生产，助
推农业提质增效。

今年，北塔区组织技
术专家现场会诊和培训，
帮助该村实现了时令蔬菜
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出产，
而且出产率高于往年，销
售形势大好。

谷洲村党支部书记禹
邵柏介绍，下一步，该村将
按照“因地制宜、依托资源、
突出特色、带动发展”的要
求，确立以发展设施农业为
突破口、以“一户带多户、支
部带全村”的模式，积极引
导，将各类资源向群众需求
和重点种植业集聚，大力发
展白菜、“红美人”柑橘、茄
子、辣椒等特色果蔬种植，
果蔬运销与休闲采摘“双管
齐下”，努力朝打造谷洲村

“菜篮子”市场供应主体迈
进，走出一条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和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打造绿色“菜篮子”
铺 就 生 态 致 富 路

12月7日，记者跟随绥宁县
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来到东山侗
族乡瓮溪村服务中心前坪，村民
们正认真聆听乡宣传统战委员
黄慧敏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并展开讨论。

近年来，东山侗族乡立足独
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优势，把东
山红提作为乡村产业振兴之基、
发展之本。全乡红提种植面积约
5000 亩，产量达 750 万公斤，今
年产值达1.6亿元。

“为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在东山落地生根，我们将
做大做强东山红提产业，打造好
红提特色小镇。同时，坚持‘一村
一品’发展特色产业，继续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实力，争取到2022
年，有50%的村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达10万元以上。”黄慧敏介绍，
去年该乡投资200余万元建立了
红提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服务中
心。至此，全乡共建设标准化冷

库 28 座，完善了红提的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产品销售等服务，
有效化解滞销风险，推动农产品

提质增效。
“红提成了‘致富果’，我们

还可以在抖音等电商平台卖货

呢！大家有刷抖音吗？”绥宁农村
电商普及培训讲师吴坚的话题
引起了村民们的浓厚兴趣。

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有，
经常看！我们也可以做电商吗？”

“当然可以！”吴坚介绍，近
年来，绥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农村电商发展，积极组织农村
电商普及培训。今年，该县商务
局与农业电商惠农网签订协议，
合作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绥宁电
商生态体系，培养一批本土化电
商主体，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

“听了今天的宣讲与课程，
让我对红提产业更加有信心了！
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用勤
劳双手创造未来。”今年加入种
植红提队伍的村民朱远阶信心
满满。党员、干部和群众围坐在
红提园里，品尝着香甜的红提，
共话未来发展，大家的思路和目
标在讨论中越来越清晰。

红 提 香 里 话 振 兴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刘芸 黄淑芬

12月17日上午，邵阳县河伯乡城背村
菌类产业园中的云耳首次开采。该产业园
是邵阳县统计局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帮助城背村
建设了8个钢架结构大棚，用于发展香菇、
云耳和赤松茸产业。目前，香菇和云耳均已
开摘，赤松茸还有十来天即可上市。该项目
预计将为城背村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增
加5万余元村集体收入。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邵阳县统

计局坚持为民情怀，将群众真正需要的实
事放在首位，竭尽所能将实事办实，真正惠
及民生福祉。

“必须办让群众长远持续受益的实事。”
邵阳县统计局以此为原则，把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清单入口关，帮助村里发展产业成了首
选。除了城背村的菌类产业园，该局还在长阳
铺石湾村发展50亩草莓基地，可为村里提供
就业岗位125个，预计可为群众增收60余万
元；帮助五峰铺镇楠木村完成150亩基本农

田产业转型，改为发展大棚蔬菜、水果园等，
并帮助该村流转双季稻田350亩，发展果木
经济林120亩，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万元。

“必须办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的
实事。”邵阳县统计局将完善群众生产生活
基础设施放在重要位置，让实事成效尽可
能惠及更多群众。该局帮助蔡桥乡求山村
疏通塌方300米，解决村民出行难题；帮助
五峰铺镇楠木村维修一口山塘，完成渠道
清淤3000米、村道维修310米；此外，协助
长阳铺镇石湾村拓宽机耕道桥梁，便利村
民生产生活。

据统计，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邵
阳县统计局共完成民生实事23件，实际解
决资金35万元，办实事成效惠及7个村（社
区），直接受益人数达8000余人，将实事办
到了群众心坎上。

邵阳县统计局

实事利长远 办到心坎上
邵阳日报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吴智睿 唐 星 李 娜

今年以来，在有“九龙回首地”之称的
隆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全县党员干部扑下身子，走近群众，
在乡野间、市井中，行走成线，实干如牛，铺
开社情民意“搜集网”，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米”，以党史学习教育激发的磅礴力量为
民服务，谱写出一曲新时代的鱼水情歌。

“五个到户”听民意

隆回县创新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广泛开展“党员干部进村、‘五个到
户’促振兴”主题活动，组织全县党员干部
进一步走近群众，准确收集民情、化解矛

盾、体察民意。
“五个到户”即党员联系到户、民情走

访到户、政策落实到户、产业对接到户、精
准服务到户。12月8日，隆回县委宣传部的
党员干部到小沙江镇岩背村，对监测对象
户、脱贫户和部分特殊群体进行上门走访。
党员干部每到一户，都要询问走访对象家
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了解当前存在的
生活、生产困难，并结合实际情况，宣讲党
的方针政策。该村群众对乡村振兴工作队
交口称赞。脱贫户邹青连说：“工作队来了，
村部建了，路灯亮了，我们的生活更好了！”

现在，“五个到户”活动成了隆回县党

员干部联系群众的重要抓手。随着覆盖面
不断扩大，群众越来越愿意与党员干部说
说心里话，“五个到户”活动成了社情民意
畅通的渠道，也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重要举措、扎实做好防止返贫监测与
帮扶工作的重要方法和党员干部坚持走群
众路线的新时代实践。

惠民实事解民忧

隆回县广泛开展“党员干部进村、‘五个
到户’促振兴”主题活动的作用远不止联络
群众，更在于激活党员干部的履职热情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劲头。 (下转7版)

隆回县 为民办实事 永续鱼水情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魏志坚 陈 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张暄仪）
12月16日，邵东市与京东
集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将携手推进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近年来，邵东市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
考察时的系列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三
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
任务，县域经济实力挺进
全省五强、跻身全国百强。
京东集团是世界500强企
业，在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以及智能
供应链等领域均居领先地
位。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
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进
入新阶段，必将为邵东经
济社会发展增添新活力、
提供新支撑。

邵东市委书记周玉凡

表示，邵东市委、市政府将
始终秉持“六不”承诺，践
行“三不”服务，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为京东集团在
邵东发展提供高效便捷、
优质精准的“保姆式”服
务，加快项目落地实施、投
产达效。希望京东集团充
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
势，推动更多项目落户邵
东，为邵东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不断谱写合
作共赢新篇章。

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
范磊表示，此次项目签约
合作，将通过“要素补齐、
生态孵化”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创新
聚集，促进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助力实体经济

“强链、补链、延链”，为邵东
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邵 东 携 手 京 东
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杨能广
张世军） 一物一卡一条
码，单位、资产名称、使用
部门、使用人、取得日期等
信息一目了然。12 月 17
日，记者在新邵县财政局
了解到，为全面加强对全
县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
产管理，该县对固定资产
实行“身份证式”管理。

以前，由于该县部分
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落
实不力，主管部门统一购
置固定资产处理不规范，
在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或
被撤销时未办理资产划转
手续和及时调账，造成盘
盈盘亏。自今年4月起，新
邵对全县独立核算的165
个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屋建
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
等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共
查出账外固定资产 7.7 亿
元，查出3.6亿元固定资产
因已经毁损、拆除等而没
有冲账，与清查前相比，增

加入账金额7.7亿元。
为有效推进资产管理

信息化工作，新邵县安排
专班人马和经费，分阶段
实施，从而彻底查清了全
县固定资产存量，将各单
位的所有固定资产均录入
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管理信息系统，每一件固
定资产都由系统生成一个

“身份证”——二维码，再
打印出带二维码的固定资
产卡片，粘贴到固定资产
上，实现“一物一卡条码”。
同时，对每一件固定资产
管理都落实使用人或责任
人，做到每一件固定资产
都有人管，从而压实了管
理职责，确保单位固定资
产安全完整。

“如今，全县各单位的
固定资产再也不是一笔糊
涂账，从而为今后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质效，实现以
存量控制增量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新邵县财政局负
责人表示。

新邵县
固 定 资 产 实 行
“身份证式”管理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