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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陈斌
吴倡） 3月1日上午，隆回县在县高新区举行青年创
新创业中心挂牌仪式，建立该县第一个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

隆回县青年创新创业中心是一家以引领和服务青年
创新创业为核心目的的创业中心。该中心通过提供专
业、系统的预孵化服务，为各类创业人员尚未成熟的创业
构想、创业项目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也为全县
青年学习交流、实习就业、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和服务。

该中心现已建成一个1500平方米的培育孵化场
地和标准化办公设施，将免费租赁给符合条件的初创
企业。同时，该中心将聘请创业导师、专家进驻，为创
业人员提供创业就业政策解读、技术培训、就业创业咨
询等精细化服务，为青年创新创业健康成长赋能。目
前，已有4家创业团队进驻该中心。

下一步，共青团隆回县委将依托青年创新创业中
心，充分发挥共青团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服务理念，
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为全县青年创新创业创造条件、搭
建舞台、提供保障，努力打造全市领先的青年“双创”品
牌，为更多的青年创客提供精准服务，将该中心打造成
为全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阵地之一。

隆回县成立青年创新创业中心

倾力打造“双创”主阵地

清理路障、平整土地、滚铺地膜、扦插
银柳……2月28日，春阳暖照，新邵县雀塘
镇早谷村园艺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
象。在省广播电视局驻早谷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的带领下，该村“两委”和村民齐心协
力发展银柳产业，努力将绿水青山打造成
金山银山。

银柳为室内装饰花木，生长发育迅速，
每年5至6月开花，7至8月结果，是一种优
良的观芽植物和切花材料。省广播电视局
驻早谷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经过深入调查、
仔细研究，发现种植银柳成本低、见效快、
销售前景好。早谷村原园艺场因时间久
远，橘树严重老化，产出效益低下。工作队
和村“两委”瞄准新兴市场需求，决定调整
村里农业产业结构，将原园艺场土地翻耕，
用来发展银柳等特色种植产业。

为抢抓晴好天气，2月27日一大早，村
“两委”向全村发出了义务出工栽植银柳的
通知。村民们积极响应，拿着铲子、锄头，
浩浩荡荡“挥师”园艺场。他们分工合作，
将进园路径除荆斩棘平整拓宽、将早已老
化的橘树挖除移走、将土壤翻耕整细作垄、
将地膜和银柳运抵场内……经过2天的紧
张劳作，新开垦的5亩荒园“华丽蜕变”为
梯田般的银柳基地。据工作队邀请的银柳
种植专业户介绍，预计每亩银柳收益可达
5000 余元，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近4
万元。

“在工作队的带领下，我们干得更有劲

头，也更有盼头。我虽然80岁了，但扦插
还是没问题。”正在扦插银柳的原村妇女主
任孟苏秀老人头也不抬地说道。“00后”小
伙邓烨林本来买好了车票准备28日去上
海务工，听说村里要出义务工，已是预备党
员的他毫不犹豫退掉车票，加入劳动大军。

“90后”新晋村干部朱香辉以前从未干
过农活，这两天铺地膜、插柳枝、平土壤，干
得不亦乐乎。“80后”村干部黄圆圆的手、脚
全都磨起了水泡，仍坚持插完最后一枝银

柳。“省局的领导为了我们村的发展都这么
拼，我们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加油干呢？”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我们规划
种植银柳，动员和引导村民参加义务劳动，让
大家深切感受到乡村振兴人人有责。”省广播
电视局驻早谷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邵楠介
绍，下一步，该村还将充分利用好200多亩的
园艺场，发展百香果、酥脆枣、太阳花等特色
种植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让农
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义务插银柳 齐心种“金山”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何雯 张海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赵宇峰 李蓓蓓）

“在春节前一个多月，我们就开
始采购今年春耕的肥料、农
药。目前，备有复合肥 300 余
吨、农药20余吨。”3月2日，忙
着销售农资产品的邵东市大禾
塘鑫隆农资经营部负责人贺文
介绍，今年以来，每天销售肥料
20多吨、农药0.4吨左右，到目
前为止，销售额已经超过 100
万元。

为确保今年农业生产开好
局、起好步，邵东市有序推进各
类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采购
储备工作，做到早部署、早启
动、早储备，目前已储存入库化
肥1.05万吨。各农资经销商已
储备杂交水稻种子 9 万余公
斤、杂交玉米种子 4 万余公
斤。种粮大户自繁早稻留种
16 万公斤。为充分满足春耕
备耕需求，邵东市农业农村局
正在办理种子采购手续，将采
购 5 万公斤杂交玉米种子和 2

万公斤大豆种子，所购种子将免费发放至农
户手中，确保粮食安全。

同时，邵东市组织执法人员重点围绕农
资经营户销售的种子、农药、化肥、兽药等重
点农资产品进行检查，杜绝购销假冒伪劣农
资，为群众购买合格、优质、放心的农资产品
提供切实保障。

2021 年 度 ，邵 东 市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达
103.065万亩，总产45.18万吨，荣获“湖南省
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今年，邵东市将继
续积极推进代耕代种、集中流转，消除耕地
抛荒现象，扩大粮食种植，确保粮食安全。
目前，该市新建的6个标准化集中育秧基地
和扩建的16个集中育秧基地均在有序建设
中，总面积 4.96 万亩，单次育秧能力可达到
8 万亩，计划打造 1 个万亩省级双季稻生产
综合示范片、3 个 5000 亩市级示范片以及
14 个乡级千亩示范片，预计全市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达 106.47 万亩，其中水稻面积达
86.4 万亩，早稻播种面积达 26.6 万亩。此
外，计划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面积
3.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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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陈斌） 3月2日，在隆回县羊
古坳镇雷峰村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科
研基地，一台台拖拉机在示范田间来回
穿梭，对秧田进行第一次耕耙，务工人员
则在稻田里施放有机肥，为今年冲刺亩
产1200公斤高产目标备足底料打基础。

人勤春来早。连日来，隆回各地群
众抢抓晴好天气，积极备农资、耕田地、
整水渠……广袤田野处处呈现出一派
早春农忙景象。

2 月 28 日，高平镇召开了 2022 年
粮食生产工作会议，向全镇发出春耕生
产“动员令”，要求在种粮大户上增户
数，在种植规模上增面积，在粮食生产
上增产量，确保完成粮食生产工作目标
任务，夯实全年丰产丰收基础。会上，
还要求村级层面要加强耕地保护建设，
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禁止耕地抛荒。此外，要抓好土地
流转，合理收取土地流转费用，且该费
用要走合法程序转入村级集体经济，严
禁私自挪用瓜分；要做好粮食生产服

务，全力支持种粮大户在村（社区）流转
土地。今年，该镇计划完成双季稻早稻
集中育秧面积1.3万亩、双季稻种植面
积1.4万亩，打造双季稻万亩生产示范
片1个、双季稻千亩核心示范片2个。

近日天气逐渐转暖，七江、金石桥、
羊古坳等 24 个乡镇的农民，纷纷开动
农机，进入田间地头开展春耕备耕工
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春耕景象。

羊古坳居委会的种粮大户刘某，娴
熟地驾驭农机，给早稻育秧田翻土。他
表示，今年的春寒时间长，要是照以往
一样用手扶耕田机翻地，肯定会延误农
时。如今有了大型农业机械，效率大大
提升，完全不会影响早稻生产。

“今年，我们镇的农机使用率较去
年有了一定的提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也提高了，预计双季稻播种面积也会进
一步扩大。”七江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
郭子玉介绍道。

与此同时，隆回县各相关部门狠抓
农业资金到位、春耕农资供应、水利设施
建设等工作，确保不误农时、不误农事。

隆回县：人勤春来早 春耕掀热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陈旺 曹超艳） 3月2日，邵阳
县农业农村局启动为期一个半月的春
季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确保全县农业
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此次行动重点打击无证经营、未审
先推、含量不足、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
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通
过查阅生产经营台账、扫描产品二维码
等方式，对邵阳县金农会农资有限公司、
九公桥粮满仓农资超市等农资生产经营
单位内的种子、农药、肥料、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等产品进行抽样检测，重点检查
产品是否有审定号、生产证号，质量是否
达标；复合肥、农药、兽药等农资产品是

否有一证多用现象，标签标识是否规范。
为了让农民群众进一步增强维权

意识、提高维权能力，执法人员还现场
开展农业法律法规宣传，告知购买种
子、农药等物资的农户可以用手机扫
描包装袋上的二维码，查询结果是否
与包装袋上标注的内容相符，并叮嘱
他们到正规的门店购买农资产品，同
时需索取发票及保存好包装袋等证据
材料，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

当天，邵阳县共检查农资经营门
店23家，查看种子、农药、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兽药品种65种，行政处罚售卖
逾期饲料商店1家，有效净化了邵阳县
农资市场经营秩序。

邵阳县：打假护春耕 农资放心购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龙辉） 3月1日，洞口县
在平溪江伏龙洲举行《邵阳市资江保护条例》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该县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城管、交通
运输等部门工作人员及数百名志愿者参加启动仪式。

据了解，自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邵阳市资江保
护条例》，是邵阳市出台的第九部地方性法规、第二部
涉水地方性法规。在资江主要支流中，洞口县有赧水、
蓼水河、平溪江、黄泥江4条支流。《邵阳市资江保护条
例》的顺利出台和公布施行，标志着资江支流流域水环
境保护和管理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为保护水生
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此次启动仪式特设增殖放流环节，累计投放青、
草、鲢、鳙、鲤等品种鱼苗近64000尾。现场活动结束
后，志愿者们分组展开河道保洁、《邵阳市资江保护条
例》宣传进社区等志愿行动。

以学促行 共护母亲河

“20多天的志愿服务有付出，也有感动；有不易，
也获得内心的充盈。开学后工作忙起来了，我参加志
愿服务的时间少了许多，但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会在
志愿服务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3月2日，双清区佘湖
小学的教师姚永红说。

姚永红10岁时因一次意外导致髋骨受伤，后来进
行了手术，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导致她的腿脚行走不
是很灵便。即便如此，春节前夕，看到微信群里招募防
疫志愿者的消息，姚永红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她
说：“马上就要过年了，疫情防控志愿者恐怕难招！我
可以去，现在正值寒假不用上班，我有时间。”

姚永红第一时间找到相关负责人，迅速投入到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中，密切配合邵阳汽车东站的工作人
员对往来乘客进行体温测量和信息登记，并耐心提醒
出行市民戴好口罩，劝导附近居民少出门、不串门、不
集聚，为他们认真细致地讲解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您好，请配合测量一下体温。”“请出示您的健康
码、行程码。”“返乡后，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减少聚
集，不聚餐……”这些话，姚永红一天不知道要重复多
少次，一次次事无巨细地询问情况，只为了摸清返乡人
员信息，为构筑好疫情防控屏障贡献自己的力量。她
每天在寒风中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冻僵了、脚冰麻
了、嗓子哑了，呼吸时雾水滚落下来把口罩洇湿了，才
感到“知易行难”。她说：“我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我知
道，每一个返乡人员的信息都不能漏掉，每一个细小的
环节都关乎最终的胜利。”

工作虽疲惫紧张，却也有暖心时刻。附近热心的居
民专门给志愿者们拿来了保温桶，让大家能在工作间隙
喝上热水；陌生群众随手递过暖宝宝；更多的是一声声“你
们辛苦了”这样朴素而又温暖的话语。“数九寒天里，那么
多不认识的人给予关心与关爱、支持与理解，如同一股股
暖流，给我们增添了更多必胜的信心力量。”姚永红说。

1月25日是姚永红母亲的七十大寿，说好中午赶
回家为母亲庆祝生日的她，这次却“爽约”了。由于年
前返乡人员多，姚永红一时抽不开身，只得简单地打个
电话向母亲送去祝福。“妈妈，女儿在基层防疫一线祝
您生日快乐！”“放心工作吧，孩子，你的祝福妈妈收到
了，你是好样的！”母亲的暖心话语，让姚永红不禁红了
眼眶。她抹了抹泪，继续投入到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
作中，用消瘦却坚
实的肩膀，扛起了
一名志愿者的职责
和使命。

姚永红：防疫一线“志愿红”
邵阳日报通讯员 邹小艳

早谷村村民义务出工栽植银柳。

春光美 春耕忙

大力实施《邵阳市资江保护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