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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守住耕地红线。在
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耕地保护都是一
项重点任务。聚焦我市粮食安全，周后卿委
员提出《严守耕地红线，确保我市粮食安全》
提案，建议邵阳从稳定农业政策、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保住产能；积极引导粮食产业
实现更高层次的集聚，提高粮食价值链；严
格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落实耕地保护党
政同责四个方面做好耕地保护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答复，近年来我市通过落
实国家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防止耕地“非粮
化”、制止耕地抛荒撂荒、加速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措施，在严守耕地红线，确保我市粮食安
全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并将继续做好以下
工作，为保障邵阳粮食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粮食生产丝
毫不能放松，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
全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和省、市工
作要求，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稳政策、稳面
积、稳产量，细化分工，压实责任，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和阶段性目标任务，确保实现粮
食生产目标任务。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
展，确保今年我市粮食总播种面积稳定在
748.7 万亩、总产量稳定在 332 万吨以上。
充分利用抛荒耕地和受污染耕地，大力发
展特色旱杂粮生产，在稳定玉米生产的基
础上，增加旱粮作物种植面积。

严守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
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
红线，确保我市粮食安全。保持现有耕地
数量基本稳定、质量不下降，实施功能区用
途管制，防止耕地“非粮化”。加快粮食功
能区建设，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成设施
完善、土壤肥沃、技术先进、机制健全的高
标准现代化粮食生产核心区域。切实落实

“藏粮于地”战略，加强水稻生产功能区建
设和管护，在功能区内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重点支持有建设需求的产粮大县，
重点打造一批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实施耕地地力提
升工程，集中示范推广稻田酸性土壤改良、
地力培肥、深翻耕等集成技术模式，全面提
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规范稻渔综合种
养，落实沟坑占比不超过10%的技术规范，
确保基本农田种粮属性不遭到破坏。坚决
遏制乱占耕地建房问题，落实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
准”的通知》的实施细则，把责任压实到乡

镇班子特别是村干部的肩上，加大对侵占
农田违规建房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执纪力
度，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零容忍。

坚决遏制耕地抛荒撂荒。加大政策宣
传力度，坚决制止和纠正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现象，确保种粮耕地面积稳定。进一
步完善耕地抛荒撂荒台账，实行负面清单
管理，全面清零销号，坚决杜绝新增抛荒，
及时上报整改情况。实行抛荒地与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资金相挂钩的原则，对弃耕抛
荒的耕地，严格落实“种地得补贴，不种地
不得补贴”的要求，暂停该承包户抛荒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待复耕后重新纳入补
贴范围。充分发挥好乡村两级组织的动员
作用，采取集中流转、代耕代种、联耕联种
等方式推动抛荒耕地复种。对出现集中连
片抛荒3亩以上的，乡、村相关责任人一律
予以免职处理。

大力提升粮食生产效能。持续抓好高
标准农田建设，严格按规定时间节点全面
完成建设任务。加快补齐水稻机插机抛和
稻谷烘干短板，全面落实农机推广服务

“331”机制，提高水稻全程机械化利用率。
加大水稻优良品种推广力度，实行一片一
种。扩大高档优质稻种植规模，力争发展
高档优质稻220万亩以上。持续推进化肥
减量增效、有机肥替代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行动，强化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积
极运用绿色防控技术，保障粮食产业健康

发展。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大力推进代耕
代种、统防统治、土地托管、机械化耕种收
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发展粮食适
度规模经营，提高种粮规模效益。继续推
广“水稻+”综合种养模式，提高种粮综合收
益。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建设，扶持“邵
阳红”区域公用稻米品牌建设，积极发展豆
制品、红薯淀粉等粮食加工业，促进粮食全
产业链发展。重点依托粮食生产基础好、
物流便捷的主要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产业，
建设一批设施完善、服务配套的粮食与食
品产业园区。建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产销协作为路径，更有活力、更高附加值的
粮食价值链。

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全面落实国家和
省、市扶持粮食生产发展的各项补贴政策，将
惠农政策贯穿于粮食生产、收购、流通和加工
全过程，释放强烈的“重粮稳农”信号。切实
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统筹用好相关资金，重点支持粮食生产新型
经营主体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执行稻谷最低
收购价政策，继续实施稻谷生产者补贴政策，
完善稻谷补贴与粮食收购挂钩政策。加强资
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确保各项补助资金专
款专用，及时将各项补贴政策落实到乡镇、村
组，兑现到种植主体。探索推进水稻、大豆、
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
保险试点，进一步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
障水平，拓宽服务领域。

7月1日，市政协机关组织
全体党员欢聚一堂，一同为党
庆生，开展庆祝“七一”主题剪
纸活动，旨在让大家在活动中
了解党史、凝聚党心、弘扬传统
文化。

此次活动，市政协机关特
别邀请市政协委员马丽娅现场
教学，为大家讲解演示折纸、剪
纸、过塑等工序的具体操作。

马丽娅是邵阳市剪纸非遗
传承人、马丽娅委员工作室负
责人。一直以来，她依托个人
和团队专长优势，以传承和发
展剪纸艺术为媒介，以开展活
动为载体，积极履行政协职能。

去年，马丽娅发挥个人剪
纸特长，以委员工作室名义，邀
请新邵县各级政协委员，以及
老师、学生、村民等社会群体一
起参与，共同创作100幅剪纸作
品，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受到了广泛赞誉。

活动中，马丽娅为大家精
心准备了剪刀、红纸等专业工
具，将党的知识与剪纸艺术结
合起来，让大家在剪纸这一传
统文化形式中感受党的红色文化。

随后大家纷纷动起手来、相互交流，折纸、裁剪
……剪刀飞舞，红纸跃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努力，
党员们的剪纸作品初见雏形。

红色的党旗、闪亮的党徽和一艘艘载有“红船精
神”的小船跃然纸上，生动形象，惟妙惟肖。一张张
开心的笑脸，抒发出大家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此次庆祝“七一”主题剪纸活动，将传统文化和
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党员在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表达对党和祖国无限热爱，也鞭策大家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听党话，跟党走，凝心聚力，认真落实

“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邵阳贡献政协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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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由于受自然气候、地理位置、人文历史
等各方面的条件制约和影响，邵阳西北端一直缺少
一条快速便捷的东西走向高等级公路。由于隆回、
洞口县城靠南，人口相对向南边集中，G320国道、沪
昆高速、怀邵衡铁路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及国省干
道均靠近南端，影响和制约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为此，奉锡样等23名委员提出《关于打通
邵阳大西北生态交通要道的建议》提案。

提案指出，修建一条全长240余公里的邵阳大
西北生态交通要道，跨越邵阳、怀化两市，途经新邵、
隆回、洞口、绥宁、洪江五县三十多个乡镇，受益人口
300余万人，直接受益人口在150万人以上。

这一带有着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民俗文化
等旅游资源，拥有新邵白水洞自然景区、隆回大花
瑶景区、隆回魏源故居、魏源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全
国金银花种植基地、 溪国家森林公园等十余处国
家或（省级）5A、4A、3A自然风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到 87%，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7%，是不可多得的森
林氧吧。

这条公路的修通必将连接两市（邵阳、怀化），融
贯五县（新邵、隆回、洞口、绥宁、洪江），连接三条高
速（两广、呼北、沪昆），融入三条铁路（沪昆高铁、怀
邵衡铁路、洛湛铁路），是一条连接东西、贯穿南北的
重要连接线，必将是一条集商贸旅游、生态观光、森
林康养、物流运送、民族团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战略战备的重要通道。

提案建议市委、市政府将此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由发改、交通、国土规划、文化旅游以及所涉及的市、
县党政部门参与，做好前期调研规划工作，尽快纳入
省或国家交通规划笼子，尽早规划和建设。

市交通运输局作为提案办理单位，就办理情况
给出了答复意见：

“邵 ”高速建议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促进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项目所经地及其周边县市既是西
部脱贫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集中区，沿线有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魏源故居、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虎形山
景区、白水洞风景名胜区及著名佛教胜地白云岩等
丰富的旅游资源，但该地区公路目前交通不便，公路
技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其旅游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开发；二是有利于综
合交通的形成，隆回县金石桥镇位于邵阳市和怀化、
娄底三市的接合部，该区域境内高等级公路密度较低，
加之沪昆高铁客站专线的开通，该地区交通量将大幅
增加，现有公路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客货运需求。

市交通运输局会同相关县一直努力争取邵阳市
区至金石桥镇高速项目，该项目有望进入全省高速
公路高中长期调整规划，目前市交通运输局正在积
极开展市区至金石桥镇高速引进投资人有关招商前
期准备工作。

打通邵阳大西北生态交通要道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邓思捷

历史，既是过往的记录，也是未来的起
点。作为湖南省老工业基地，邵阳在岁月的
沉淀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工业遗产。近年
来，社会对工业遗产的关注度逐步升高。但
与此同时，仍有大量工业遗产没有得到有效
保护和利用。陈磊霞委员提出《关于维护开
发寸石镇红日机械厂一号山洞为红色旅游区
的提案》。

提案指出，新邵县寸石镇在三线建设时
期，于1966年兴建了红日机械厂。车间建在
山洞里，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有十几层楼
高，令人震撼。但因无人打理，并未能产生经

济效应。
提案建议，希望政府能充分保护、利用，

让红日机械厂遗址一号山洞成为全国红色教
育示范点，邵阳人的精神闪光点，历史荣耀点
和生态旅游度假点。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作为提案办理单
位，就办理情况给出了答复意见：

寸石镇红日机械厂遗址是新邵县优质红
色旅游资源，新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已将
其纳入《新邵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17—2030）》和新邵县文旅储备资源库，作
为发展新邵红色旅游乃至全域旅游的重点项

目之一。《邵阳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中也将其纳入县市区储备建设项目库中。同
时该遗址周边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紧邻花
桥村——湖南地理几何中心以及南岳村、武
桥村等美丽乡村，具备连片综合开发的潜力
和价值。

下一步，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将加强
对新邵县文旅广体部门的指导，提供政策和
项目支持，争取将红日机械厂一号山洞打造
成为红色旅游区，同时借助工业旅游发展的
新模式，力争将其打造为全省乃至全国一流
的红色教育示范点。

唤醒“沉睡”文旅资源 借三线工厂发展工业旅游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邓思捷

严守耕地红线严守耕地红线 确确保粮食安全保粮食安全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杨吉 通讯员通讯员 邓思捷邓思捷

▲武冈市邓元泰镇农户正在除草。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摄

▲武冈市邓元泰镇万亩示范片。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