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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22 岁的朱中平从湖南农
学院毕业后，一直为乡村教育事业默默
奉献。36年来，每当朋友问他值不值时，
他都坚定地回答“值！”

现任新邵县雀塘镇三雅小学数学教
师的朱中平，从走上教育岗位的那天起，
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好老师。

1986年9月，朱中平来到地处偏僻、
办学条件简陋的新邵农民中专，开始了
他的教师生涯。他一边广泛涉猎专业书
籍汲取专业知识，一边带领学生走村串
户帮助农户义诊，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更
好地掌握技能。在他“学习+实践”的教
育下，一批批拥有农业情怀的年轻人顺
利毕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朱
中平也多次获评“优秀班主任”，在县教

学比武中多次获一等奖。他担任学校团
委书记，积极组织团员、学生参与团中央
倡导的“希望工程”活动，组织学生勤工
俭学，将得到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偏远山
区贫困小学，得到团县委的表彰。

1996年，新邵农民中专与新邵工业
职业中专整合，朱中平本可以留在城里，
但深耕农业职教多年的他，默默选择去乡
村，到雀塘镇寺门前中学担任生物教师。
为了使课堂教学更有趣味，让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更为牢固，他一方面订阅了大量关
于教育尤其是生物教育教学的刊物，一方
面带领学生走出教室，来到地头田间，把
枯燥的理论教学融入开心的踏青之旅。

乡村缺乏教师，偏远山区更缺乏教
师。雀塘镇三雅小学，是当地最偏远的学

校，留不住教师。2010年，朱中平主动请缨
到这里，并担任班主任。班上有一位体格
强壮但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叫曾宇瑾。
朱中平对他特别关注，课堂中容易的问题
就叫他回答，课后耐心辅导，并和他一起
打篮球。经过一学期的循循善诱和“师爱”
的渗透，曾宇瑾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
成绩也逐渐进步。如今已是一名大学生的
曾宇瑾说：“朱老师是我最尊重的老师。对
我而言，他亦师、亦友、亦父。”

在三雅小学，这个人口不多的村
子，近十年来走出了多名大学本科生和
硕士研究生。当地村民纷纷表示：“朱老
师功不可没！”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执教36
年的朱中平老师，快要退休了，但他对
乡村教育的情怀和坚守并未终止，他将
继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扎根乡村教育 书写无悔人生
——记新邵县雀塘镇三雅小学数学教师朱中平

邵阳日报通讯员 刘纪新 周清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谢定局 肖琼） 时下，
行走在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洞口县花园镇马家村的田间地头，
只见连片的紫云英竞相绽放，为广
袤的田野铺上一层紫色的地毯。
青山绿水间，600多亩花卉苗木散
落在省道221线两旁，与远处苍郁
青葱的雪峰山相互衬托，映成一幅
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

近年来，马家村立足独特的自
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花
卉苗木产业，促进苗木花卉、旅游观
光等产业融合，实现种、产、销、观光
一体化，助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走进花卉苗木基地，放眼望
去，一座座大棚排列整齐、生机盎
然，一垄垄花卉幼苗在微风中轻
晃，花香四溢。村民们有的忙着
除草、施肥，有的忙着将毛叶杜
鹃、红叶石楠等苗木装运上车，销
往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基地负
责人邓乔介绍，目前，花卉苗木销
售迎来旺季。疫情防控常态化以
来，该基地创新销售渠道，通过微
信、电商等与外地客户进行线上

签约，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突破千万元。
“只要有劳动能力，80岁的村民都可在花卉苗木基地

务工，根据劳动能力的不同，日工资在 70 元至 220 元不
等。”马家村党总支书记刘孙元介绍，2021年，该村指导合
作社通过招商引资做强花卉苗木产业，先后引进资金
1000 多万元用于基地建设。目前，该村共流转土地 600
多亩，建成8个大型花卉苗木基地，让该村200多名村民
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美丽乡村，要靠花卉来装扮！”刘孙元说，该村还鼓励
村民进行产业转换，将荒地流转给苗木基地，用于花卉种
植。他们通过土地入股分红或土地流转等多元化经营合作
模式，把村民变股民，把资源、资产变资金，让村民生活越过
越红火。2020年，该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3.5万元。

“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以花卉苗木种
植为新引擎，助力乡村振兴，让村庄靓起来，村民的口袋
鼓起来。”花园镇党委书记唐荣掌介绍，该镇正以马家村
花卉种植为示范引领，不断总结产业发展经验，从政策倾
斜、资金扶持、技术推广
等方面不断发力，把该
镇打造成县城的美丽

“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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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阳
德珍 通讯员 陈斌 刘江）
5 月 9 日，隆回县召开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推进工作会，深入贯彻
省、市文明城市推进工作会议精
神，对隆回县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全
县上下以积极高昂的创建热情、
决战决胜的创建决心、求真务实
的创建作风，全面推进省级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思想上
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高度统一，
要坚持系统推进，把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作为全县各种创建的总统
揽、总抓手、总龙头；要以城带乡，
城乡联动，把推进城乡精神文明
建设一体化发展置于城乡一体化
建设全局当中，让城乡在相互融
合中共同提升文明程度；要坚持
上下同责，构建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责任到
岗、到人的创建工作体

系，形成整体推进效应；要增强县
城发展活力，传承城市文明基因，
打造城市宜居环境，厚植城市道
德风尚；要精准规划抓基础，科学
确定功能布局，坚持问题导向抓
短板、抓主体，党员干部要带头，
争做文明新风的引领者；要强化
依法行政抓法治，提高行政效能，
对窗口单位、执法单位工作服务
差、办事效率低等问题，要坚决曝
光、严肃查处。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
统一思想，高效推进创建工作；要
强化督查考核，压实责任，做好结
合文章，对各单位任务落实情况
查进度、促达标；要强化舆论宣
传，在全县迅速营造“人人关注、
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氛围和声
势，让人民群众在创文中有更多
的获得感。

隆回全面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

近日，隆回县自来水公司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到县人民广场献血
点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当天，该公司14名干部职工共计无
偿献血5600毫升。邵阳日报通讯员 隆永红 阳恩敏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欧
阳德珍 通讯员 王茜霆 刘
洁） 连日来，武冈城乡各地活
跃着一支支自建房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队伍，工作人员通
过入户走访、实地查看和现场
询问等方式，对全市自建房进
行全覆盖、拉网式的大排查，彻
底消除自建房安全隐患。

此次，武冈市住建局联合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组建了专
项工作小组，建立起摸排上报、
建档整治、处罚处置、撤档销号
的工作责任体系，对全市城乡
自建房安全隐患开展全面排查
整治。

在排查过程中，工作组以
系统内风险房屋为基数，主要
排查农村房屋居住情况、手续
办理情况、改扩建情况、用作经
营情况、房屋安全情况。同时，

聚焦城郊接合部、城中村、学校
周边、镇区（集镇）、安置房等人
员密集的房屋，重点排查三层
及以上、用作生产经营、擅自改
扩增层的农村房屋。对未批先
建、未按规定报建、擅自加层改
建房屋的行为，武冈市住建局
联合相关部门坚决予以制止、
打击。

截至 5 月 6 日，武冈 18 个
乡镇街道共摸排房屋 87678
栋，排查出城镇存在安全隐患
的房屋1122栋，其中四类存在
安全隐患的房屋共计 154 栋，
已整改92栋；排查出农村存在
安全隐患的房屋共计 783 栋，
其中四类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
共计213栋，已整改209栋。现
已关停经营类风险房屋24栋，
撤离 81 人，做到应关尽关、应
撤尽撤。

武冈市

城乡自建房迎来最严“体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杨能广 曾丽娟） 5月
6日，新邵县雀塘镇早谷村，经
村“两委”及省广电局驻村工
作队多次上门劝说，九十高龄
的何奶奶终于搬离长期居住
的危房，到大儿子家居住。

“五一”期间，该县全面铺
开自建房屋隐患大排查大管
控大整治各项工作，全体县级
领导下沉一线，奔赴各乡镇开
展房屋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核查 4 月 30 日市交办的
218栋新邵县农村居民建房和
城镇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情况，
重点聚焦居民自建房、城郊接
合部、城中村、镇区（集镇）、安
置地、景区、学校周边等人员
密集场所用作生产经营的居

民自建房。
目前，该县各级各部门正

不断加大排查力度，持续深入
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排，全面
摸清自建房屋底数，做到全域
建档、不漏一户、不留空白。同
时，对排查出来的C级、D级危
房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
任清单，进行分类处理，全面整
改到位；对违法违建的经营性
用房一律依法依规实行停业、
撤离、拆除等措施。

截至5月6日，新邵县共排
查房屋 40256 栋，查出存在风
险隐患房屋2481栋；排查经营
性房屋1074栋，其中存在安全
隐患的97栋，因风险隐患已关
闭2481栋，撤离375人，已拆除
隐患房屋98栋。

新邵县

全面“排雷”筑牢自建房安全网

5 月 10 日，新宁县万塘乡横桥
村水果自摘生态园，游客正在采摘
熟透的桑葚果实。

该村青年何龙石于2020年引种
桑葚果苗，创建桑葚特色水果自摘
生态园。当前，桑葚果实挂满枝头，
由于果实粒大且口感好，每天游客
纷至沓来，体验采摘乐趣。

邵阳日报通讯员 郑国华 摄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刘飞 刘健） 5月9
日，邵阳县举行2022年第二季
度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仪式，共有 25 个项目签约，
总投资额达26.31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新
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发制
品、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将促
进邵阳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升级。其中，邵阳县高新材
料产业园项目计划投资 15 亿
元，在该县高新区规划建设标
准化厂房约12万平方米，拟打
造成以钴酸锂项目和硬质合
金循环利用项目为主导的新
材料产业制造基地。

今年，邵阳县努力克服疫情
影响，以“非常之心”引进项目，
招商引资逆势上扬，已成功引进
项目42个，总投资额达45亿元。
同时，开展重点项目“百日会战”
攻坚行动，以“非常之力”推进项
目，全县在建的23个重点项目已
完成总投资6.74亿元，预计7月
可全面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邵阳县委书记袁胜良介绍，下一步，该县将再接再
厉，真正使邵阳县成为全省营商环境最优的县市区之
一，坚持用心用情提供全方位服务，发扬“主动担当、主动
落实、主动服务”的工作作风，促使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开
工、尽快投产投运；坚持群策群力提供集成式服务，建立
项目建设责任制，由县级领导牵头，各要素保障部门集
体协商，联动配合；坚持善始善终提供全周期服务，把招
商引资的高昂热情延伸到项目开工、建设、运营的全过
程，以政策红利滋润项目、以平台红利滋润项目、以发展
红利滋润项目，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邵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周玉祥表示，下一步，邵阳
县将努力确保签约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在政务服务
上，全面推行“一门一窗一表一网一次”和限时办结机
制，不让企业多跑一回路；在项目建设上，做到“一个项
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不让客商多操一份
心；在政策落实上，该县制订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50
条》，设立了“招商引资政策兑现窗口”，不让企业少一点
实惠，让客商在邵阳县创业稳心、办事舒心、生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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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 花园镇

文明创建·共创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