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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绥宁县纪检监
察机关始终聚焦中心任务，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高压态势，正风
肃纪反腐，为全县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10 月
29日，绥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提名人选张立名向记者介绍，
10年来，县纪委监委对“四风”问题坚
持露头就打，该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为之一新。

2012年以来，绥宁县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8 起，党纪政
务立案125人，组织处理457人，清退
违规发放津补贴1273万元，追缴违纪
违法资金 1186 万元。从严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开展“五规五治”专项
整治工作，大力精简各类微信工作群，
合并注销358个。

该县出台了《关于严明纪律“八条
规定”》，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大督查”、
政令畅通“大执行”、工作效能“大提
升”等系列主题活动，实现抓源治本、
常态长效。同时，该县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打好民生领域“组合
拳”，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共立案407件，查处519
人；在粮食购销领域，查处了一批胆大
妄为、贪得无厌的“粮耗子”，3人被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开展专项整治，
全县共收回门面368间、公房145间、
土 地 4186 平 方 米 ，资 产 收 回 率
87.86%，年增收租金355万元；针对虚
构医疗服务、挂名住院等欺诈医保基
金问题开展“清廉医保”专项巡察，起
底问题线索45件，追回违规资金共计
1611.6万元。

“前后衔接、标本兼治、惩治结
合”，已成为绥宁县查办案件的“标
配”。该县把查办案件与堵塞制度漏
洞、强化监督监管有机结合，以点带面
促进完善治理。通过召开警示教育
会、民主生活会、专题党课以及直击庭
审现场、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多种方式，
切实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
治。近年来，该县共召开警示教育会
1153 场次，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 88

份，强化内控管理措施578项，实现了
“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的综
合效应。举办“电视问政”，把群众反
映线索、媒体直播曝光、纪委调查问责
贯通起来，问出执行力，问出工作效
率。选取近年来县纪委监委查办的典
型案例，汇编成《绥宁县警示教育读
本》，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2019年底，绥宁县在“廉洁单位”
创建工作中出台《绥宁县廉洁村（社
区）创建工作指导意见》，明确廉洁村
（社区）创建的“十有”标准。大力推进
纪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着力构建
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廉情
观察员、村务监督员、村级纪检员“三
员”监督体系，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基层
实际的清廉乡村建设新路子。自廉情
观察员制度建立以来，该县廉情观察
员共上报问题线索72条，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184条，帮助群众解决问题411
个，为群众办实事 86 件，有效规范了
村级权力运行，有力促进了村干部廉
洁履职。

激浊扬清扶正气 严纠“四风”树新风
——绥宁县纪检监察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唐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坚 邱叶红） 10月27日
下午，新宁县安山乡车头村集体经济
加工厂 2021 年库存的最后一车大米
售出。至此，该加工厂共卖出约20万
公斤“烟稻米”，纯利润约20万元。这
只是该村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个侧面。

集体经济日益壮大。车头村多次
召开党员大会和乡贤座谈会，充分听
取大家的意见建议，统一思想。他们
决定由村干部带头，每人垫资5 万元
至10万元建设村集体经济加工厂，党
员和乡贤们带头流转土地发展烟叶生
产。2021年，该村建成大米加工厂和

榨油厂，创立了品牌，还建好了农产品
直播间。今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有
望突破30万元。

以烟促粮发展产业。安山乡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全面推进“烟
稻轮作”。车头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
势，今年与周边村一起连片发展了千亩
烟稻示范片，把肥沃的“沙田垄”全部种
上了烤烟。今年，示范片总产烟近3000
担，烟叶收入约450万元，共为县、乡创
税约80万元。今年虽然遇上了历史罕
见的干旱，但车头村轮作的烟稻依然丰
收，共产稻谷约40万公斤。

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安山乡
邀请专业团队编制农旅融合初步规

划，并进行公示。常年在外的乡贤李
荣调听说村里准备建码头、水坝，就带
头捐款2万元。今年5月起，村里在赵
家院落打造“美丽屋场”，获得村民广
泛支持。院落里的组长、党员、乡贤等
带头行动，村民积极参与，让院落迅速
变靓。该村一老人说：“以前搞建设，
损坏村民一株水稻都要赔钱。如今，
村民主动让出土地不要征地费，还捐
钱给村里搞建设。”

该村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等基层治
理系列举措，不断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如今，村容村貌美了，矛盾纠纷少
了、文体活动多了，人们的获得感、幸
福感强了。

新宁县车头村:努力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阳望春 肖天喜 杨青）
10月30日，记者从城步苗族自治
县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来，该县
通过采取“四个结合”举措推进

“戴帽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防护水
平，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今年以
来，该县采取“四个结合”举措，持
续加大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法
违规行为整治。

该县采取白天执法与晚上执
法相结合的方式，对骑乘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人员未戴安全头盔，
安装晴雨伞、遮阳篷，以及超载等
现象进行整治。坚持重点场所整

治与一般地点整治两手抓，科学
安排人员在中小学校、农贸市场、
大型商超、商住小区等重点场所
门口和一般路段、地点进行排查
整治。此外，该县坚持定期整治
与不定期整治并举，除每月逢五、
逢十开展联合执法外，县交警、交
通、应急管理、农机等部门不定期
开展联合执法，有力地打击了交通
违法违规行为。该县还将严格执
法与温情执法结合，对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多次不戴头盔、
超载等现象进行处罚、曝光，对初
次不戴头盔的骑乘人员进行批评
教育，让其参与交通文明劝导。

目前，该县城乡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交通违法率、交通事故数量
明显减少，“戴帽工程”成效显现。

城步：“四个结合”推进“戴帽工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
哲 通讯员 卢杰） 10 月 28
日，邵东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接
到某管控小区一用户的报修电
话，该公司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
进入该小区为用户进行抢修，及
时解决了用户的用气问题。

自邵东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战役打响以来，邵东深燃天然气
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公司全员严阵以待、齐
心协力，共同奔赴抗疫最前线。

为服务疫情防控大局，邵东

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95797/4000095797）24小时不间
断，坚守服务承诺，线下服务网点
邵东市昭阳大道星沙物流园营业
厅照常运营。同时，密切监测上
岗员工健康状况，切实加强营业
网点的卫生消毒和安全防护，全
面落实疫情防控举措。针对因受
疫情影响无法外出购气的用户，
该公司提供上门取卡充值服务，
保障居民正常用气。应急抢修队
伍全天24小时值守，确保在发生
突发事件时迅速反应、及时抢修。

邵东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抗疫保供“两不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肖凡 符玲君 郑昊琦 黄倩） 10月
24 日 19 时，邵东城区实行社会面临时
管控。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即成立
疫情防控专班和应急分队，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电话 24 小时接听，第一
时间督促交办解决来电群众的困难和
诉求。

“你好，我家小孩一个人在家，大人
都在外地，家里没有米和菜，吃饭都成
问题，能不能帮帮我们？”10月29日12
时50分，12345热线话务员郑方林接到
了市民的求助电话，在详细记录小孩的
居住地址、联系方式、所需物资、健康码
状态等信息后，立即将信息发送至

“12345紧急工作群”。短短几分钟，群

里便收到了联络员羊英姿的回复：“我
有个同事住在那个小区，待会去给他送
点吃的……”

从10月24日至10月29日21时，邵
东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共呼入、
呼出电话3043个，处理诉求1950件，已
结案 1656 件，当即办理 85%，满意率
91%，回访率100%。

邵东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24小时“不打烊”

面对再次袭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10月27日至28日，绥宁
县音乐家协会组织27名志愿者
来到抗疫一线，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者分赴各社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车站等疫情防
控重要单位和站点，协助配合
开展核酸检测、信息录入、秩序
维持等志愿服务工作。

（通讯员 李深德）

绥宁县音乐家协会：凝心聚力抗击疫情

10月29日，新宁县安山乡
的技术人员来到安山村，启用
无人机协助开展森林防火工
作，有效提高了森林防火巡查
效率和预警能力。安山乡森林
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60%。

为有效防范森林火灾，该乡在
传统“网格化”防火体系的基础
上，利用无人机开展巡护。

（通讯员 夏浩文）

新宁县安山乡:无人机助力森林防火工作

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为保障居民购买到
安全放心的生活物资，
新邵县市场监管局每
天不定时、不定点对保
供商户的商品进行查
验。图为 10 月 27 日，
该县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对保供点商品进行
监查。

邵阳日报通讯员
何雯 摄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
叶飞 何拱桥 吴多梅 甘卫
健） 10 月 22 日，在邵东市斫石曹
乡银杏露营基地里，游客往来
不绝，工作人员也忙个不停。该
露营基地创始人颜干平介绍，
露营基地每日客流量渐大，服
务员由原来的 20 人增到了 100
余人。颜干平曾是一名职业经
理人，后放弃高薪回到家乡，因
地制宜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在

“石头上的村庄”新建了银杏露
营基地。

据了解，邵东市充分发挥邵
商和各类人才资源丰富的独特
优势，适时开展“迎乡贤振乡村”
活动，大力促成人才回归、资金
回归、项目回归。一年来，2.6 万
人返乡创业，创办各类经营主体
2.5 万家，带动“家门口”就业 10
万人。

培育主体强载体。邵东市立
足“1+4+N”工业园区（湘商产业
园，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仙槎
桥五金产业园、团山打火机工业
园、黑田铺印刷产业园等 4 个乡
镇工业园，以及其他各类专业园
区），在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组
建“邵东市返乡创业就业园”，打
造中小微企业孵化器。开展“保

订单、保用工、促融资、促消费、
优环境”专项行动，加快“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进
度，新增市场主体 14831 家。同
时，在农村充分利用旧厂房、废
弃学校和村级活动中心等闲置
资源，兴办就业帮扶车间205家，
帮助 6793 名脱贫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

建好平台畅信息。该市在乡
村振兴信息服务中心专门开辟了
返乡创业带动就业数字化信息平
台，采取“政府+平台+创业+基
地+就业”的模式，进一步梳理政
府服务、创业者需求、就业者需要
以及市场容量四项内容，为返乡
创业就业人员提供创业指导、品
牌孵化等服务。

出台政策优服务。该市出台
了《邵东市鼓励返乡创业就业
若干措施》《邵东人才行动计
划》等一揽子政策，进一步加强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着
力解决创业就业融资、用工、用
地等难题。全面构建“1+X”人才
政策体系，兑现人才奖补奖金
915.83 万元，激发创业就业活
力。开展“311”就业帮扶行动 5.3
余万次，脱贫人口就业援助率
达到100%。

邵东市：返乡创业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