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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美 春耕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马剑敏 通讯员 孙芳华） 5 月
13日清晨，绥宁县杂交水稻制种第
一大户、唐家坊镇唐家坊村6组村
民汤明义一家三代同时驾驶旋耕
机在广阔的田野上劳作。

绥宁县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
始进行杂交水稻制种，至今已有40余
年历史，制种面积、单产、总产、总产值
等项指标，长期保持全国前列，被袁隆
平院士称为“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一
县”。该县2013年就获评国家级杂交
水稻制种基地县；今年又被评为国家
级制种大县。近10年来，该县陆续出
台多项政策，推动种子生产企业与农
业主管部门、乡镇“双见面、双沟通”，
全县扶大扶优扶强6家种子生产企业
在县内多点开花建立制种基地，实现
优势基地与优势企业高度融合。截至
目前，全县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突破
9.7万亩，平均每年总产量超过2500
万公斤，年均总产值4.6亿元左右。

今年57岁的汤明义从2012年
开始从事大规模杂交水稻制种，制
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0亩，曾创造
了杂交水稻成片平均亩产280.5公
斤的当地最高纪录。“现在，我们制种
都是采取机耕、机插、机械植保、机
收、机械烘干等方式，基本上实现了

‘穿着袜子种田’。我儿辈早就全部跟
我一起干了。今年4月7日，我们绥宁
获评‘国家级制种大县’，我一个农学
专业毕业的孙辈也准备加入我们团
队。这样，我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新
时代杂交水稻制种大户世家’了。”
汤明义喜不自禁。（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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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邓星照 赵宇峰 杨杰军）
5月13日，邵东市仙槎桥镇清江村的
一处耕地上5名农民正在协作播种。

“这22亩耕地原先是房屋拆迁后遗留
的荒地，我们统一进行耕地恢复后，
现在种上了大豆、南瓜、玉米。”仙槎
桥镇镇长刘萍萍介绍，全镇今年计划
恢复耕地660亩。

今年来，邵东市相继出台《邵东市
田长制实施方案》《邵东市耕地恢复工
作方案》，以田长制为总抓手，织密“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耕地保护网，多
措并举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强化耕地保护机制。今年以来，
邵东市委、市政府先后6次听取并研
究耕地保护工作，从耕地保护体制机
制、目标管理、工作措施等方面进行
清单化、具体化。落实耕地保护党政
同责，层层传导压力，全市各级各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通力合作，对标目标
任务，科学有序推进耕地恢复工作，
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将耕地保
护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与绩效挂
钩，对耕地保护工作中不作为、乱作
为、慢作为问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建立“田长制”体系。建立了县乡
村组四级“田长制”体系，县级领导包干
乡镇，各乡镇干部包干村组，村组干部
包干每块“责任田”，全市田长全覆盖，
全市“责任田”全覆盖，不留余地，不留
死角。同时，建立巡查报告处置机制，
对违法占用破坏耕地和耕地转为其他
农用地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制止、报告
和处置，加大力度劝导禁止耕地抛荒，
并指导耕作生产。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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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创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系列报道之二

创 新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陈杰雄） 5月14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华学健率队赴浏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交流，重
点调研“五好”园区建设工作。长
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朱东
铁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永红，副市长刘亚亮，市政府秘
书长陈秋良，浏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雄文等参加活动。

邵阳与浏阳渊源深远，经济、
文化、旅游等各方面交往互动由
来已久。2021年，浏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规模工业总产值、规模工
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20.7%、
16.6%；完成税收79亿元，同比增
长 14.5%，进入湖南省国家级园
区第一方阵，先后获批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十四五”时
期重点支持的县城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园区、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
园区；获评全省“五好”园区创建
综合评价第一名，长沙市国家级
园区绩效考核第一名。

华学健一行考察了园区内长
沙惠科、蓝思科技总部、盐津铺子

烘焙车间、天地恒一智慧工厂等
部分企业项目发展情况。重点
就“五好”园区建设工作和全面
加强邵浏产业发展互动进行了
深入交流。

华学健表示，浏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发展成效让人印象深
刻、倍感振奋。特别是在如何抓
大项目、好项目，如何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促推产业发展，如何把
园区做大做强等方面，积累了许
多好的经验和做法，这些都值得
邵阳市学习借鉴。下一步，希望
双方加强合作交流，特别是实现
产业链上下游的优势互补与紧
密合作。

朱东铁表示，浏阳和邵阳有
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前景，特别
是邵阳生产的玻璃基板和浏阳
生产的显示面板具有较强产业
互补性。期待浏阳与邵阳进一
步深化合作交流，通过帮助园
区、企业之间建立“一对一”联
系，推动两地形成主导产业与上
下游产业链的良好互动，携手打
造千亿产业集群，共谋发展、达
成共赢。

华学健率队赴浏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考察交流

加 强 合 作 交 流
实 现 优 势 互 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
讯员 杨坚 刘能跃） 5月14日至15
日，2022中华茶祖节“潇湘·邵阳红”湖
南省生态旅游节暨第三届舜皇山野茶
节在新宁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
农业大学教授、省茶叶品牌发展促进会
会长刘仲华致辞并宣布舜皇山野茶节
开幕。开幕式上，新宁舜皇山被授予

“湖南野茶之乡”牌匾。

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有
较完整的自然植被与森林生态系统，被
誉为南方植物王国和植物基因宝库。
这里广泛分布的野生茶，面积近 10 万
亩，是中国三大野生茶区之一，至今保
留的“林茶草农法”种植手法，是湖南省
茶叶发展历史悠久的活见证。

目前，新宁正在开发这片神奇土地
上的野茶产业。该县舜帝茶业有限公

司开发的“帝子灵芽”上市以来，先后得
到我国、美国和欧盟有机食品认证，获
得“世界红茶产品质量推选金奖”等13
项金奖，其产品青钱柳红茶被列为湖南
省 2018 年“100 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和“千亿茶叶十大创新产品”。

近年来，新宁县以举办舜皇山野茶
节等活动为契机，积极探索“名山有名
茶”茶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舜
皇山“中国野茶”品牌，擦亮舜皇山红色
文化、产业发展、生态旅游这一靓丽名
片，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新宁举行第三届舜皇山野茶节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洋 通讯
员 陈颖） 5月14日，在“第43届（迪
拜）世界博览会中国文化馆农业品牌周
代表品牌”遴选活动中，“邵阳红”优质
农产品公共品牌上榜第一批世博会优
品品牌名录。

第43届世博会将在阿联酋迪拜举
行，本届世博会超过 190 多个国家参
展，游客人数预计超过2500万人次。

为通过世博会国际品牌“讲好中国
故事，推广民族产品”，助力中国优秀品牌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第43届（迪拜）世界
博览会中国文化馆开展了世博会优品品
牌名录征集工作，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农业
及食品领域的代表品牌。经过品牌申报、
材料审核、专家审议、复审等一系列环节，

“邵阳红”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成功上榜
第一批次世博会优品品牌名录名单。

“邵阳红”上榜世博会优品品牌名录

各位市民朋友：
今年 5 月 15 日是全国第

32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促进
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
益。在此，邵阳市人民政府残
疾人工作委员会向全市46.2万
名残疾人朋友及其家属和广大
残疾人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
候，向所有关心残疾人、支持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诚挚的谢意！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
人 事 业“ 格 外 关 心 ，格 外 关
注”，站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高度，保
障残疾人基本民生、改善残疾
人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
发展，8500万残疾人成为社会
大家庭平等成员，正同全国人
民一道共享国家繁荣富强的
伟大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

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
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
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
精神，出台多项措施，从提升残
疾人康复质量、帮扶城乡残疾人
就业创业、提供无障碍环境等多
方面持续发力，积极开创残疾人
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我
市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
体系日臻完善，残疾人民生福祉
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
在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
建设现代化新邵阳的主战场上，
涌现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杨淑亭、全省最美扶贫人物罗龙
桂、中国好人刘红辉、省劳动模
范伍换香等一批残疾人自主创
业的优秀典型。

（下转7版）

促 进 残 疾 人 就 业
保 障 残 疾 人 权 益

——在全国助残日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邵阳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

（2022年5月15日）

绥宁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当日下午，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人防办）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大祥区沙井头小学。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师生们分发了防灾减灾和安全知识画
册，讲解防灾减灾及防溺水救护小常识，并和小朋友们进行了趣味互动。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摄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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