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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新华社发布2022年中央一
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文件提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做
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
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
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聚焦中心工作，以“政协之能”服务
“邵阳之为”，乡村振兴工作得到了市政协
的高度重视和委员们的广泛关注。今年以
来，有10余件提案围绕助推乡村振兴，从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理以及
科技、金融、法律服务等各个方面建言献
策。这些提案分别交办给市乡村振兴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文旅广体局、
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办理，正不断汇聚我
市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谢荣华等5名委员在《关于加快推进
我市乡村振兴的建议》中指出，必须把做
强农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围绕深化农村供给侧改革、促进农村产
业兴旺，建议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全
面推行“互联网+”与现代农业、民宿经
济、乡村旅游、农产品深加工、康养休闲
等新产业新业态；支持大户承包经营农
业，鼓励农村多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深
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活力，探索建立社
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用地保障机制，

探索实施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等改革，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扩宽
农民增收渠道。

肖玉梅委员在《关于发展民宿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的提案》中，从坚持发展共
商、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坚持蓝图共绘、
加强科学规划引导，坚持文化共掘、促进
文旅深度融合，坚持环境共治、提升发展
质量水平四个方面，为民宿产业发展建
言。毛森泉委员在《关于大力发展“电商+
直播”模式，培育“网红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的建议》中，提出加强对电商人才的
培训培养，引进有电商直播颁证资质的
企业，建立电商直播带货完整的农产品
供应链等，通过发展“直播经济”“网红经
济”助力农民增收，加快“邵品出邵”“邵
品出湘”。

农工党邵阳市委会的集体提案《关于
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全面参与乡村振兴
的建议》，聚焦搭建投资平台、畅通投资渠
道、拓宽投资领域，提出了搭建政策引资
平台、基层组织引资平台、联谊引资平台，
联合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引入民间资
本盘活集体经济项目，为民间资本量身包
装乡村振兴项目，注重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文旅开发、小城镇建设、乡村产业发展等
建议。

杨滔滔委员提出《关于系统推进乡
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从加强乡

村金融的组织建设、完善农村信用的评
价体系、建立农村诚信积分系统三个方
面建言。田东侠委员提出《关于健全农村
保障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从持续优化金融环境、探索农村保障资
源集中化管理、拓宽社会保障筹资多元
化渠道、打造商业保险农网区域化中心
四个方面献策。

罗华等 15 名委员在《关于加大农业
科技工作力度 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
中，提出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和农业科技人
员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战略地位，让政策
为农业科技人员赋能，让科技为农业产业
发展赋能，让体制改革为农业科研单位赋
能，让科研院所为优势农业企业赋能，建
议加快现代农业科研综合基地建设，设立

“邵阳农业科研创新专项基金”。
另还有唐圣成等8名委员提出《关于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推进文化振兴的
建议》，欧阳焘仁委员提出《关于全面提升
公共基础服务和乡村治理水平方面的建
议》，邹建山委员提出《关于打造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助推全市乡村振兴的建议》，阳
文冰委员提出《关于加大农业农村产业人
才队伍培养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唐武
林委员提出《关于在乡村振兴中组建法律
专家团的建议》等，从不同角度、各个方
面，为我市乡村振兴的进一步推进献智、
聚力、赋能。

委员献智聚力 赋能乡村振兴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 媛

“您走好，欢迎下次光
临！”3月1日，在绥宁县方圆
会计服务公司，一位头发斑白
的员工对人格外彬彬有礼。

这名和蔼可亲的员工名
叫陶光平，今年70岁。为了16
岁的“事实孤儿”孙子，他不顾
自己年逾古稀，来到这家公司
坚持工作，目前担任该公司总
经理。

陶光平是绥宁县原煤炭
公司退休职工。2018 年，他
离异的儿子突发脑溢血，花
去 50 多万元医疗费，依然没
能挽救其生命。一夜之间，陶
光平不但债台高筑，还要独
自一人肩负起抚养当时 12
岁孙子的重担。尽管命运多
舛，4 年来他还是坚持将儿
子治病所欠的 30 万元债务
全部还清。

“儿子离世的时候很年
轻，为了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活

在世上，我遵照与儿子的约
定，将儿子的肝、肾和眼角膜
都捐献给了需要的人。”陶光
平回忆。

生活以痛吻之，他却报之
以歌。陶光平坚持与不幸命运
作斗争的精神和诚实守信的
品质，深深打动了社会各界人
士。2019 年，陶光平荣登“邵
阳好人榜”，并获评诚实守信
类“湖南好人”。

陶光平作为一名资深财
务工作者，诚实守信，勤勉踏
实，同时毫无保留地在公司开
展“传帮带”。李娜 2018 年进
入绥宁县方圆会计服务公司
工作，在陶光平的帮助下，进
步迅速，目前已经成为公司业
务骨干。

“我孙子有艺术天赋，现
在在长沙某艺术高中学习。为
了 他 ，我 要 努 力 工 作 到 80
岁。”陶光平说。

陶光平：诚实守信 笑对人生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唐芳艳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黄又生 吴清阳） “盼了7年
了，要不是科工信局帮忙，还
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分到房。”2
月 26 日上午，在邵阳县工业
棚改氮肥厂项目小区，3户正
在装修、结队前去挑选材料的
老职工有说有笑地谈论着。

为有效解决在全县国企
改制中下岗职工的住房问
题，2015 年，邵阳县科工信
局先后拿到了印刷厂、硬质
合金厂、氮肥厂工业棚改项
目建安工程立项批文，2016
年启动招标程序。一年后，3
个工程按照职工自筹、争取
上级棚改及基础设施配套资
金方式相继开工。但因多种
原因，3 个工程都未在合同
约定期内交付 573 户职工的
集资房。

2021 年，在县委县政府
大力支持下，该县科工信局成
立棚改工作专班，每个棚改项
目确定一名副局长牵头，两名
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进行“挂
图作战、工期倒排、问题清零”

“一周一调度”，一个一个地解
决棚改区水、气、电、路、绿化
等卡脖子问题。针对建材价格
上涨、工资水涨船高、工程建

建停停，导致成本增加、资金
缺口较大等问题，县政府多次
协调，县科工信局积极作为，
与县城建投公司合作，先期围
绕门面融资，并按照户主要求
邀请第三方审计中介公司对
3个工程进行全面审计，最终
与3家承建商达成协议，采取
先交房后补齐欠款办法，把房
子早日分给职工。

为实现房子分配不留后
遗症，从2021年11月开始，邵
阳县科工信局取消双休，成立
专门的领导小组，全面展开分
房筹备工作。3个工程分别邀
请业主代表，共同商讨分房方
案，确定楼梯房、电梯房、车库
的价位。

2021 年 12 月 31 日，氮肥
厂项目的房子、车库，在县司
法局、融媒体中心全程摄像
见证下，所有房子、车库全部

“名花有主”。至此，3 个改制
单位的干部职工在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下，办完相关手
续，拿到钥匙。“没有一个有
意见。”3 个原单位集资建房
负责人说。

为帮上千改制职工早住新居，邵阳县

科工信局竭诚服务

七 年 圆 一 梦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趋于
活跃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现代社会因借贷导致关系
破裂、反目成仇甚至闹上法
庭的现象比较普遍。今年春
晚小品《还不还》，从情和理
的角度直击欠债不还引发
的人性冲突，而发生在邵阳
的这起山西女子追债事件
（见本报 2 月 28 日一版），则
从法律的角度体现了社会
的态度。

有 着 健 全 人 性 的 社 会
人，必然是有情、讲理、守法
的。欠债还钱，自古以来天经
地义。于情，人家借钱是帮
你，岂能忘恩负义；于理，任

何人没有权利侵夺他人钱
财，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于
法，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坚决打击有钱
不还的“老赖”。

为何于情于理于法讲不
过去的欠债不还事件，在物质
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还
屡屡发生？除了人性的自私和
讨债的成本高，赖账的成本低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面对讨债者，欠债者求情

说谎、道德绑架、避而不见、翻
脸敌对，各种招数，最后走上
法庭，那就是感情不要了，道
理也没得讲了。而在法庭判决
后还要强制执行的，一方面或
许确实有困难，一方面也是在
消磨对方的耐心、增加对方的
成本。特别那些人生地不熟的
异地讨债者，如果法官不能忧
其所忧，秉公执法，其身心煎
熬可想而知。

从邵阳的这起山西女子

追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法律本身是无情的，但
法律的执行是有温度的。诉
讼案变成调解案，强制执行
过程中，既让身在外地的欠
债者得以继续经营事业，又
让只身赴邵的讨债者平安顺
利地讨债成功。其间有法律
的威严、法治的高压，也有法
官的柔情和智慧。法官的情，
不是掺杂个人利益、受人情
干扰、偏袒本地一方的私情，
而是真正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公心和大爱。

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贺旭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黄橙紫） 3月3日，全市农信系统2022年
度工作会议召开，总结回顾2021年工作，
分析把握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今年工作。

去年，全市农信系统持续推动普惠金
融战略，着力拓客户、控风险、强管理、求
实效，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好了第一
步。全市农信系统纳税5.74亿元，在全省

农信系统中仅次于长沙地区，各农商银行
均为当地纳税大户；积极落实“六稳”“六
保”政策，支持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发展，
全年累计主动让利6979万元。各项存款
余额 1140.59 亿元，存款余额排名全省第
三，存款日均增幅排名全省第一；各项贷
款 余 额 达 到 692.9 亿 元 ，较 年 初 净 增
110.51亿元，存贷款存量、增量、市场占比

稳居邵阳同业金融机构第一。
会议指出，2022年，全市农信系统将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稳固农
村、社区、小微“三大阵地”，做强存款、贷
款、转型“三大主业”，夯实信贷、财务、科
技“三大基础”，推动网点职能、服务效能、
业务结构“三大转型”，管控信用、操作、案
件“三大风险”，加强党建、廉政、文化“三
大建设”。要以普惠金融战略转型为主
线，协同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制造业金
融、绿色金融发展，服务实体、防控风险、
改革创新，在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邵阳中增
强农信作为。

在新发展格局中增强农信作为
全市农信系统2022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邵阳

3月2日，北塔区残联组织邵阳市和谐社工服务中心开展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安排26名困难残疾人游公园、
看电影、看书、下棋等互动活动，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
图为残疾人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参观，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党史教育。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茶室闲谈茶室闲谈

3月2日，隆回县水

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农机手正在翻耕稻田。

连日来，气温回升，该县

金石桥、羊古坳等24个

乡镇的农民，抓住时机

开 展 春 耕 春 播 生 产 ，

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邵阳日报通讯员

贺上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