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来，我市坚决和坚持扛起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一张蓝
图绘到底。“青山常在、碧水长流、
空气常新”的美丽邵阳，已经成为
常态。

11 月 19 日，《光明日报》整版
推介了我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其中主打稿件为该报“美丽中国万
里行”记者和本报记者联合撰写的
长篇综述《看！万物和谐共生的故
事在这里上演》，本报刊发该文，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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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全球疫情
仍处于流行态势，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
现，部分地区扩散蔓延加快，反弹风险
加大。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要保持战
略定力，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
总方针，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

实践充分证明，“三个坚定不移”是党
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对我国疫
情防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正确的、
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我们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
持既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好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生命重于泰山，人是最可宝贵的。在
抗疫斗争中，正因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如果算总账，
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
的。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人口大国，脆
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
源总量不足。一旦放松疫情防控，势必造
成大规模人群感染，造成医疗资源挤兑，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
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仍然严峻的防
控形势，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才
是真正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同时，也要全力做好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服务保障，切实满足疫情处置期间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看病就医等基本民生服务，解决好人民群众实际困难，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暖人心、聚民心、强信心。

当前，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流行，最终走向还存在
很大不确定性，我国仍然面临境外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
扩散的双重风险。疫情防控正是吃劲的时候，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工作决不能放松，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密切跟
踪和分析全球疫情走势，加强口岸卫生检疫，优化入境流程，
构筑起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坚固防线；要提升本土聚集
性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波及
范围，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动态清零”总方针符合国情、尊重科学、体现规律，完全必
要、务实可行，而且效益明显，是我国抗疫斗争的宝贵经验，是
现阶段疫情防控的最佳选择。我们要充分认识“动态清零”的科
学性、正确性，进一步增强思想和行动自觉。“动态清零”的精
髓，一是快速，二是精准。要适应病毒快速传播特点，切实落实

“四早”要求，以快制快，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采
取更为坚决、果断措施攻坚，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落实好进一步优化
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准确分析疫
情风险，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疫苗接
种、服务保障企业和校园等疫情防控、滞留人员疏解等方面采
取更为精准的举措，努力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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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国家公园内，喜欢热闹的白
颈长尾雉呼朋引伴来相聚，习惯独处
的黑熊不受打扰地自在觅食；黄桑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红腹锦鸡悠然地
散着步，白鹇则警觉地引颈四顾；世界
自然遗产地崀山上，“丹霞瑰宝”风光
旖旎，猕猴在峭壁间跳跃攀缘……这
一幕幕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竞
相上演于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三
湘大地之上的湖南省邵阳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邵阳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一张
蓝图绘到底，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让美好生态环境为群众带来更多获得
感和幸福感。

宣战污染，天蓝水清成常态

“三湘四水”之一的资江，一路自
西向东流入邵阳城区，到了双清公园
亭外亭处，突然来了一个九十度急转
弯，折而向北。一江碧水绕城区，在此
形成了一个宽阔的转弯深潭，吸引着
众多摄影爱好者蹲守岸边，乐此不疲
地捕捉水鸟嬉戏的精彩瞬间。

近年来，鸳鸯、小鷿鷈、野鸭等水
鸟相继在资江水面安家。“蓝天白云，
清水绿树，水鸟在河面悠闲觅食或贴
水飞翔，那画面美得让人心醉！”新华
书店邵阳分公司退休干部易江石告诉
记者，不论春夏秋冬，他风雨无阻，每
天都要背着相机来此“打卡”。

谁能想到，昔日的邵阳曾经是另
外一番景象：由于粗放无序的发展以
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生态
环境一度恶化，雾霾天气频现、黑臭水

体难闻，甚至天空中不见麻雀飞过、河
流里难觅鱼虾踪影。

痛定思痛，是时候改变了！借助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湖南
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东风，邵
阳向污染宣战，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推
进整改效果。一方面，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把民生扛在肩、揣在心，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一次攻坚克难
的“全面体检”和“深度治疗”。

——加强工业废弃物治理，建设
绿色交通体系。5家水泥熟料生产企
业全面完成烟气治理升级改造，142家
烧结砖厂全部安装脱硫除尘设备，先
后投入新能源公交车1546辆。

——重拳出击重金属污染现象。
完成重金属行业落后产能淘汰项目15
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5个，完成重金
属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支持项目36个。

——重点整治污水处理排放。
2021年6月底，洋溪桥、江北及红旗渠
三个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出水
排放标准提升至一级 A 标准，部分指
标优于国家一级A标准。(下转3版)

看！万物和谐共生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光明日报记者 禹爱华 龙军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张晓海） 11月18日，
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邵阳火车
北站一家米粉店，顾客络绎不
绝。虽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这
些餐饮店暂时不能堂食，但“烟
火气”依然升腾。

自市城区逐步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后，邵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积极推动市场主体安全有
序恢复经营。按照“精确研判、
精准落实、精细服务”的工作要
求，市市场监管局直属分局（以
下简称市监分局）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坚持监管
和服务并举，多举措助力园区市
场主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复
工复产。

精确研判，提前谋划部署。
如何防范化解重启的隐患，协助
解决复工复产存在的困难，成为
当前重要工作。市监分局第一
时间召开全体会议，及时研判形
势，形成“走出去、靠上前、沉下
去”的工作思路，列出工作清单，
划出监管重点，责任落实到人，
结合商超、餐饮、药店等主体，设
计制定人员健康监测、场所清洗
消杀、申请恢复营业等表格，要
求经营户对标对表做好复市前
准备。

精准落实，全面监管到位。
安排部署后，市监分局全员连夜

行动，督促商超、餐饮等在开业
前必须进行全面的清洁消毒，清
理过期食材食品；加强人员的管
控，做好健康监测记录；营业时
严格遵守佩戴口罩、扫场所码、
测体温、保持2米距离等疫情防
控要求；药店继续做好“四类药
品”登记上报制度，发挥哨卡作
用；督促生产企业全面排查特种
设备等生产设施的运行状况，开
展自查，一一消除隐患，坚决制
止企业“带病”复产。

精细服务，用心保驾护航。
在严格要求市场主体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的同时，市监分局工作
人员更加注重服务，收集所遇困
难，协助解决现实问题。引导各
类知识产权申请主体服务事项

“网上办”，强化疫情防控领域专
利检索服务支持；指导企业通过
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
解决融资困难；登录业务系统筛
选出特种设备临期预警信息，提
前提醒负责人着手准备年检申
报，避免超期，对接邵阳特检院，
加快检验速度。

自市城区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市监分局已通过上门走访、
工作群提示、电话通知等多种形
式，指导辖区 234 家食品经营
户、150 家餐饮店及其他 90%的
经营主体做好线下经营准备工
作并陆续复工复产。

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全力推动市场主体安全有序恢复经营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黄增平)
“疫情期间，不聚集，不聚餐。解封后
办席记得在微信小程序上申报，亲友
吃得也放心……”11 月中旬，洞口县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农村开展食品安
全宣传，深入推进“流动餐厅”整治。

洞口县农村地区保留着每逢“红白
喜事”请厨师到家里办宴席的习俗。一
般由农村厨师自带厨餐具上门，并承担
买菜等服务。该模式省心省事，但存在
流动性大，进销货渠道不明，储存、加工

不规范等食品安全隐患。
今年，洞口县以创建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县为契机，采取各项措施，压实责
任，完善制度，并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
加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为“流
动餐厅”构筑一道“安全线”。

该县全面摸排辖区内的流动厨师，
并登记造册，督促其取得健康合格证明、
食品安全法规培训合格证明。目前，全
县24个乡镇已全面完成备案登记，县内
504 名农村流动厨师均建档立册。同

时，加强培训指导，今年已培训从业人员
2500余人次。

坚持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原则。该县
通过系统的层级监督，形成链条式的监
管新模式。对流动厨师的活动轨迹、相
关评价、证件、培训信息等进行建档管
理，降低聚餐风险。开发应用农村聚餐
申报系统，聚餐备案工作从线下搬到线
上。全县各乡镇(街道)具有权限的网格
员和农村厨师都开通账号，申报、审核、
监管等所有流程通过微信小程序完成，
实现“事前申报、过程监管、事后追溯”的
全程管理。

自农村聚餐申报系统推行以来，全
县线上申报举办酒席达5400多起，没有
发生一起农村聚餐食品中毒事件。

摸排辖区流动厨师 实现监督全程管理

洞口县：深入推进“流动餐厅”整治

邵水市区佘湖桥地段邵水市区佘湖桥地段，，
天蓝水碧天蓝水碧，，景美如画景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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