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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黄始伟 蒋佰平）
“以前这里是杂草坪，现在建好了篮球场，增
加了路灯，还有健身器材，生活环境得到极大
的改善……”6月29日，绥宁县长铺镇党校家
属楼的居民李阿姨谈到老旧小区改造后的

“新生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21年以来，绥宁县委、县政府围绕“美

丽绥宁、活力绥宁、幸福绥宁”目标任务，通过
“四步走”工作法，扎实推进城区老旧小区改
造，优化小区环境，美化城市形象，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让居民幸福感“原地升级”。

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高位推进。该县成立
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
班，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任务分工，强化“督
查、通报、协调和考核”倒逼工作推进机制，构
建起“党政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相
关部门分头抓，小区居民唱主角”的齐抓共管

共治的格局。
强化联动摸排，科学精准施策。该县通过

联合调查小分队敲门入户，听取收集意见540
多条，再因地制宜制定片区和小区改造子方
案，扎实落实“一个小区、一个方案、一名牵头
领导、一个居民监督组织”的工作体系，为部
分小区以后加装电梯、引进物业、升级建设智
慧小区预留空间，实现一体化规划和改造。

创新工作方法，激活小区自治。该县采取
联片改造和单个项目快速推进工作法。工作
中，县住建局牵头组织小区网格管家、党员、
离退休干部和热心居民成立老旧小区改造理
事会，负责小区改造日常事务，并全程监督工
程质量，引导小区群众形成思想共识，共同投
入家园建设之中。同时，借改造契
机，探索建立一次改造、长期保持的
管理机制，全力落实属地单位管理

职能，摸索建立健全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
公司三方联动协调机制，真正实现小区长久
自治。

强化资金保障，实现共建共享。该县建立
了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不仅积极争取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资金等上级资
金，还优化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补助、居民自筹
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支持合作的融资机制，有
效拓展了老旧小区改造筹资渠道，实现“各出
一盘菜、共办一桌席”。

2021 年以来，该县共改造老旧小区 65
个。今年，该县43个小区改造项目在4月全部
实现开工建设，4月和5月项目开工率排名全
市第一。

绥宁县 老旧小区“内外兼修”更宜居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李叶青）“老乡，放
心，你反映的住房墙体、地基开裂，想申请危房
改造的事，我们会组织人员尽快核实……”6月
28日上午，绥宁县武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
该镇万福桥村耐心地为村民刘大姐答疑解惑。
随后，该镇危改办工作人员前往刘大姐家了解
详细情况。

据悉，此次活动由绥宁县纪委监委牵头，组
织武阳镇政府及相关责任部门到万福桥村开展

“带着板凳进村”活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进村设点，现场办公，将解决问题、教育疏导与
困难救助相结合，全力推进“事要解决”。

近年来，武阳镇坚持把办理群众举报的信
访问题作为履行监督执纪职责、加强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做好信访工作。

加强交流学习，提升信访举报处置效能。自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信访工作条例》以来，
武阳镇纪委多次组织班子成员、党员干部进行
反复学习，深入解读。同时，通过规范化建设优
化来访接待、强化“五个一”提高接访服务质量、
规范信访举报受理办理工作，切实加强信访举
报分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办信效率
和综合分析能力。

拓宽信访渠道，建立信访举报“高速通道”。
在巩固传统来信、来电、来访等信访渠道的基础
上，武阳镇积极开展“带着板凳进村”活动，组织
干部主动沉入基层，倾听群众心声。截至目前，
该镇共开展“带着板凳进村”活动6次，接访群
众120余人，解决信访问题26个。

加大宣传力度，规范信访举报方式流程。该
镇紧扣《信访举报宣传手册》，及时向群众宣传
纪委监委受理信访举报范围和信访举报方式，
进一步畅通检举控告渠道，提高纪检监察工作
的群众知晓率，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打造群
众家门口的“监
督哨”。

带着板凳进村
访民意解民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周后华）“我流转了50亩地，种的是‘黑帅’
冬瓜。这个品种产量高，而且耐储存运输。我
们采取立体种植方式，不但提高了产量，还提
高了品质。”7月14日，洞口县花古街道跃龙
村种植大户肖勇清带领十几名村民忙着给延
季冬瓜搭架子，为冬瓜丰产丰收做准备。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跃龙村充分发挥地
域优势，把发展特色经济作为乡村振兴工作
的重要抓手，积极主动谋划特色经济发展方
向。该村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大力发展冬瓜种
植产业，全面拓展经济增收渠道，帮助村民走
上“致富路”。

肖洪云是一名村干部。在跃龙村乡村振

兴后盾单位洞口县商务局的帮助下，他决定
尝试种植冬瓜。有政府帮扶政策的支持，有驻
村工作队的热心帮助，他越干越有信心，越干
越有经验，种植面积也由最初的0.5亩发展到
现在的60多亩，种植了冬瓜和西瓜、生姜等
经济作物。通过努力，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
能手。

肖洪云致富不忘乡邻，除了向村民传授
冬瓜种植技术，还让村里群众到他的基地里
务工，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他说：“今年秋收
以后，我打算再流转几十亩土地，扩大冬瓜的
种植面积，同时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种植，走共
同致富道路。”

株株瓜苗长势喜人，颗颗冬瓜挂满瓜藤，

缕缕香味沁人心脾。菜地里，农户正忙着除
草、施肥，一派忙碌景象。今年冬瓜刚刚挂果，
订单就已爆满。

目前，跃龙村共带动40多户群众种植冬
瓜130多亩。近年来，该村以“绿色、优质、安
全”为方向，扩大农业产业种植面积，走出了
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致富的新路
子。该村党支部书记肖政说：“下一步，我们村
将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继续扩大特色农业
产业规模，通过产业转型，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跃龙村 冬瓜种植产业助农增收致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7 月 6
日至8日，在新邵举办的邵阳市第五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新宁参赛健儿发扬
顽强拼搏、开拓进取的体育精神，取得了蹴球
项目4金1银1铜的优异成绩。这些成绩来之
不易，特别是对于新宁来说，相对前面四届运
动会，这是历史的突破。

“我们辞职回来，就是想为瑶乡父老、为
家乡新宁的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一点小小的力
量。”新宁代表团蹴球运动员雷冰、雷易勤在
获得金牌后说。

此次运动会上，新宁蹴球项目的4枚金
牌均由雷冰和雷易勤的团队夺得。为了参加

此次运动会，他们放弃了在广州、株洲等地的
高薪工作，赶回新宁。少数民族运动会运动量
大、报酬较少，但他们毫不介意，从外地赶回
来的第二天就急着参加训练。他们所在的蹴
球团队，个个都是好样的，在6月下旬的炎炎
烈日下，他们汗流浃背，坚持训练，最终取得
了优异成绩。

运动会期间，雷易勤和队友兰宇看到洞
口蹴球代表队因第一次参加蹴球项目比赛，
对蹴球项目规则和技术要点不是很清楚，就
主动找到洞口队的队员交流比赛经验，讲解
技术要点。洞口蹴球代表队的队员一边学习
一边比赛，在三天的比赛中进步飞速。该队教

练感叹：“新宁的兄弟情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真正体现。我们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兄
弟同胞以后还要经常联谊、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欢迎你们常来洞口玩！”

此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通过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一大舞台，我市各县
市区、各民族的同胞增进了了解，各地区民族
关系更加融洽。

新宁县 民族团结之花绿茵绚丽绽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陈德凯） 7 月 12 日至 15
日，新宁县邀请省内及周边区域旅
行商开展“湘约邵阳·爱在崀山”旅
行商大会暨崀山景区千人踩线团活
动，并就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等多方
面进行深度交流。

踩线团先后参观了崀山地质博
物馆、八角寨景区、辣椒峰景区、夫
夷江景区、舜皇里文旅产业园，观演
了大型文旅演艺舞台剧《爱在崀
山》，体验了篝火晚会。怀化旅行商
杨友爱说，以前他通过媒体了解到
崀山风景，觉得特别好，所以这次特
意赶过来了，感觉这里山清水秀、石
峰奇异，非常值得一游。

近期，崀山景区开启夏游季后，
迎来了多个千人研学团，各景点客
流明显恢复，旅游业迎来复苏。此次千人旅行商
踩线崀山，是全市首届旅发大会系列活动的开
篇。崀山充分展示了新宁县旅游提档、产业升
级、文旅融合的良好形象。为展示好崀山新亮
点，丰富新业态，走出一条新路径，崀山还出台
了一系列旅游产业发展奖励办法，有针对性地
设置邵阳本地优惠卡、业态扶持奖励等，进一步
激发了旅游市场活力，打响了崀山旅游品牌。

衡阳市铭诚旅行社的员工刘亚军说，他将把
崀山最美的风景、最好的景点推荐给衡阳游客，
让更多游客来到崀山旅游观光，“湘约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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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杨能广 曾丽娟）

“我从事建筑行业30多年了，
以前建房子都是凭经验，不晓
得有这么多门道。这次培训内
容很实用，从理论到操作让我
对建筑行业有了新的认识。”7
月 13 日，在新邵县第二期乡
村建设工匠培训中被评为优
秀学员后，巨口铺镇小水村的
泥水工刘陶金高兴地说。

为切实提高全县乡村建
设工匠的从业水平和工作技
能，确保乡村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自7月2日至8月20日，新
邵县将举办8期乡村建设工匠
培训班，每期培训时间为 4.5
天，培训人数为500人。旨在通
过培训，打造一批具备专业技
能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施工人

员，实现农村建房从“缺位管
理”向“规范管理”转变，建设美
丽宜居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新邵县农村自建
房建设数量逐年增加，乡镇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然而，
农村建房普遍缺乏正规设计，
未聘请专业建筑施工企业，大
多数施工人员是乡里的泥瓦
匠，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培训，
更未取得从业资格证，建起来
的房子耐久年限短、抗震抗灾
能力差，甚至部分房屋在最初
的选址上就存在安全隐患。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农
村住房建设任务越来越重，迫
切需要大批有一定技术水平
的乡村建设“新工匠”，要求他
们持证上岗也是必然趋势。

(下转6版)

新邵县着力培训乡村建设工匠

数千泥瓦匠 变身“新工匠”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曾雄） 7月6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陈鹏一行围绕政银合作、共建农村信用体系
以及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等事项到武冈市
调研，并与武冈市委、市政府领导及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等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陈鹏介绍了本次调研的背景、主
题以及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在推动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方面的做法与愿景。武冈市农业农
村局、乡村振兴局、金融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
分别围绕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最后，陈鹏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建议：一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武冈市支行要
积极推动实施乡村振兴“党建+大数据+诚信
金融”华容模式，党建牵头，政银合力，推动工
作落到实处；二是希望地方政府积极探索与
推进建立数据共享的信息平台，整合资源，提
高作业效率；三是希望武冈作为全省“三权分
置”改革的试点县，积极探索“三权分置”改革
领域的实施路径，寻求突破点，围绕试点制作
农村土地改革方案进行破题；四是希望政银
双方建立乡村振兴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
并就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方法。

政银合力共促乡村振兴

清廉邵阳建设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7月12日，新邵县龙溪铺镇卓笔村，村民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新生

儿护理实操。当日，该县库区移民中心开展“家政培训到家门 助力移民致

富路”活动，委托专业家政培训机构为卓笔村69名移民实行免费培训，通过

传授一技之长，增强库区移民创业就业的能力。

邵阳日报记者 唐明业 通讯员 刘丈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