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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朱
玮巍）“要是没有你，大夜晚的，我们真的不
知道该如何办了，太感谢你了……”1月14日
凌晨，当武冈市的王为民（化名）回到家后，
他紧紧拉住邵阳武冈机场值机员刘文勇的
手连连道谢。

原来，王为民打算乘坐飞机去重庆，与
儿子一起过年的。但在值机时，刘文勇询问
得知，作为老年旅客，王为民有高血压，不适
宜乘机。刘文勇立即陪同王为民去医务室进
行血压测量，由于老人血压还是高于航空公
司标准，航空公司最终拒绝王为民乘机。考
虑到老人还有两位家人同行，刘文勇再次与
航空公司沟通协调，争取到三人全额退票。

由于当时时间较晚，没有交通工具，王
为民一家人在航站楼外不知所措。刘文勇下
班看到后，主动开车将他们送至离机场30公

里外的乡下家中。
春运以来，邵阳武冈机场针对旅客实际

需求，倾力打造服务品牌，不断细化服务举
措，持续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不折不扣落实
到春运保障中。把“有高度、有温度、有品质”
作为服务旅客的基本遵循，春运期间推出

“志愿者暖冬行动”“专属预约服务”“行李免
费打包”“专职行李管家”“提供免费毛毯”

“航延管家”等服务举措。航站楼内增设“红
马甲”志愿者，重点围绕咨询引导、票务协
助、宣传提醒，主动为首乘、老、弱、病、残、孕
等特殊旅客提供暖心帮助，用热情、真诚的
心去服务好每一位旅客，让旅客体验到有温
度的服务。

邵 阳 武 冈 机 场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春运暖程 情满旅途

年味还得是在农村，那是
梦想出发的地方。好多在城市
打拼的游子们，趁着新春佳
节，千里万里回到家乡，除了
阖家团圆，陪伴陪伴家中长
辈，也是想走走饱含稻泥土味
的田埂小路，想看看依然斑驳
清澈的村口老井，想闻闻记忆
中腊肉的柴火香味……

团圆是新春主旋律

我们村，不大，只有百余户
人家。但一个村，又很大，在外
拼搏的游子可能遍布了大半个
中国。有时候都不用问，从大家
带回来的不同城市特产和开回
来车上挂着的不同地域车牌，
就感受到了大家从全国各地赶
回老家过春节的喜悦心情。总
有人四海漂泊，但都偏爱回家。

“一年到头，就年终的这桌团年
饭吃得最踏实。”一位从贵州回
村的乡邻说。

今年春节是全国进一步优
化疫情防控政策后的首个新春
佳节，原本以为农村年味日渐
淡去，实则不然，今年春节，不
管是村里乡邻的串门祝福，还
是亲戚好友间的联亲走动，都
格外热闹。几个家庭相约一起
到辈分高的长辈亲友家拜年，
几代同堂，随便一餐饭，就是四
五桌，其中，10岁以下的小朋友
凑在一起，就将近两桌了。“世
界是靠人撑起来的，不管赚钱
多少，就看看后生们、小孩子们
的笑脸，就是最美好的生活。”
村里老人们说。

走动是感情催化剂

除夕夜吃团年饭，大年初
一互相走动拜年，是村里一直
以来约定俗成的新春活动。
一个家庭一个领队，全家总动

员去到另一家庭拜年送祝福，
成年人一杯土酒、几盏热茶，
香烟一点，开心畅谈;小孩子
则是各种小糖果塞满了口袋，
好不高兴。

串门走动，除了联络感
情，还可以修复关系。一年下
来，邻里间的生活小意见，也
会随着一声上门拜年的祝福
而一笑而过、烟消云散。去年，
村里紧邻的两户人家，因为共
有的公共地块在修路时，老一
辈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年轻
一辈们对地块“历史权属”不
甚了解，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
没有彻底梳理清楚，各自家庭
心理都多多少少有些“小疙
瘩”。如今过年了，两家前面做
了几十年的邻居，老宅常在，
后辈们延续下去，还将长长远
远相邻下去。两家都趁着大年
初一，按照往年的常态，先后
走动串门为对方送去了新春
的祝福。然后坐下来，一杯热
茶，三五句交流，把所有人的
心结全部解开。对呀，邻里之
间的相处就应该像两个齿轮
一样，互相礼让、互相包容，啮
合得当、共同发力，才能更好
一起向未来。

过年嘛，是大家的新年，
老中青幼都是满心欢喜，以自
己的方式过着美好的新年。

祭祖是老传承

“在世有碗茶，离世有炷
香。”祭祖是对先辈的一种缅
怀，更是对后辈传统孝道身体
力行的一种传承教育。村里一
年有两个日子，是长辈们需亲
自带着后辈，登高上山到祖辈
坟前，去告祭先祖的，一个是
大年初一，一个是清明节。月
是家乡明、水是故乡甜，培养

后辈们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
和落叶归根的爱乡之情，要仰
仗老一辈的传帮带，要从娃娃
一辈开始抓起。

往年基本上是鞭炮、纸钱、
香烛作为祭祖的主要祭品。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实施和村民们山林防火意识
的不断加强，文明祭奠成为文
明乡风的重要内容，坟前告祭
较多以鲜花和跪拜为主，少数
焚烧纸钱的村民，也会做好防
火措施，避免引发山火。今年初
一，下了点小雨，这为护林提升
了几分安全保障。

运动是新时尚

疫情的这几年，“健康”成
为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自身资
本，锻炼也成为当下很多家庭
的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行动
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作用
下，村里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村里修建了篮球场，
添置了很多健身器材，特别是
村里的水库通过整修后焕然
一新，还新修了游步道。饭后，
在篮球场做做运动，围着水库
散步慢跑，已成为大家的生活
习惯。这个健康的生活新习
惯，正在逐步替换以往长时间
喝酒、打牌的过年聚会方式，
运动健身正在成为村里的新
时尚。特别是今年，天公作美，
为户外运动提供了好天气。

浪漫十里长街、银沙走
廊，也不及家乡泥泞小道、柴
火味道。在外的游子们，只要
想回家，就回家吧，回到生你
养你的地方，与父母家人闲
坐，温暖治愈挫折的伤痕。并
期待新的一年，如意顺遂，硕
果累累。

老传统传承 新时尚兼容
——春节农村老家见闻

邵阳日报记者 朱杰

1月24日，正值农历正月
初三，我市天气晴好，光照充
足，气温逐渐回暖，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来到公园、广场享受阳
光，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

当天一大早，阳光普照，
大地像铺上了一层金色，也让
市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在
市区爱莲池公园和市文化艺
术中心，市民三五成群，或是
与家人聊天，或是坐在休闲椅
上晒太阳，或是拍照留念，或
是放风筝……不亦乐乎。

游玩的市民虽然不少，但
爱莲池公园内的道路和市文
化艺术中心的广场上干净整
洁。市民孙女士告诉记者，为
了给儿子树立文明榜样，她每
次外出游玩时都会自带塑料

袋，用来装垃圾。此外，她还会
叮嘱儿子不要随意攀爬公园
内的设施。

在爱莲池公园湖边，家住
市区的曾女士正在教婆婆如
何用手机观看视频，真是其乐
融融。据曾女士的老公王先生
说，他们一到节假日就会带着
妈妈来到户外游玩，尤其是天
气好的时候，今年春节也不例
外。当天，他们带着简易折叠
椅来到爱莲池公园，享受暖阳
的沐浴。

“爱莲池公园真不错，冬
季风景都这么美，不仅有湖，
还有长廊、凉亭、喷泉、小桥，
看着这个地方景色优美，天气
又好，刚刚给家人拍了一些照
片留念。”正在为家人拍照的

周女士满脸兴奋。
在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广

场上，不少大人和孩子，欢快
地放飞着风筝来回地跑着。肖
先生和朋友是特意从邵东赶
过来的，也是第一次来到市文
化艺术中心，很快他就被这里
的邵阳历史名人雕塑吸引，在
认真看完每一位历史名人的
介绍后，便拿出手机把每一位
名人雕塑都一一拍了下来。他
说，这些人都是邵阳的骄傲，
我们要时刻记住他们。

下午4时左右，园内及广
场上来休闲游玩的市民渐渐
多了起来，大家脸上都洋溢着
过年的喜悦，牵着身旁家人的
手，一同沐浴阳光，共赏新年
美景。

公园广场游客争相“打卡”
——气温回升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沐浴阳光

邵阳日报记者 谢冰

走进双清区和谐公共租赁住房小区，高
楼错落有致，树木郁郁葱葱，设施一应俱全。
休息亭里，居民们围坐在一起聊着新生活、
新变化。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进一步完善
市场和保障“两个体系”，切实加强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着力扩大保障范围，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推进住房
保障工作迈上新台阶。

情系民生 圆梦安居

2022年4月中旬，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启动富园和欣玥城公租房小区入住手续办
理工作，为市区496户居民发放钥匙，让他们
入住新居。

“之前租的房子很旧、光线也暗、租金还
高，现在分配给我的公租房小区环境好、配
套设施齐全、交通也方便。感谢党和政府圆
了我的安居梦。”手握新房钥匙的刘先生难
掩喜悦之情。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关乎民生、关乎民
心。为推进6个公租房项目建设进度，该中心
高度重视并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6个
项目组，每个项目组都安排专人负责，一周一
调度，针对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解决。
在该中心的不断努力下，欣玥城、富园公租房
小区已办理了入住；立新和景秀时代项目扫
尾工程已基本完成，拟在2023年交付使用。

保障性住房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分配是
关键，管理是考验。该中心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根据申请人的住房困难程度、家
庭人均收入水平等情况进行分配。同时，该
中心定期对保障对象的家庭住房和经济状
况进行动态监测，通过走访调查和定期入户
调查核实等方式，对189户不符合条件的住
户进行核实，共签订腾退表94户，登报11户，
移交法务46户。为了让住户住得安心，市住
房保障服务中心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了物
业公司，改善住户居住环境。同时，小区的公
共设施故障维修等工作，均由市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负责，无需住户承担。市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管理办法，建立
健全分配和运营管理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
市民住有所居目标。

以人为本 抓好保障

为进一步提高补贴发放效率，更好地服
务群众，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按照相关要
求，做好补贴计划申报工作，协调租赁补贴
资金及时到位和发放；严格按政策把关，认
真审核申请资料，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租赁补
贴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并随机入户调查；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做好宣传、公示工作，
确保补贴发放公平公正、规范透明。

根据 2022 年 6 月 17 日市住建局和市财
政局联合下发《关于落实惠民惠农“一卡通”
系统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通知》，全年
利用“一卡通”系统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惠及
住房困难家庭4777户，总金额608.355万元，
做到了应保尽保。

住有优居 以“新”换心

“道路宽敞又平坦，灯变亮了，排水也变
通畅了，环境优雅，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舒
坦了！”看着改造完的小区新貌，王女士喜滋
滋地说道。

老旧小区改造，关乎民生福祉，是家门口
的关键小事，也是城镇发展的民生大事。作为
一项重要民生实事，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抓实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功能，
让老旧小区升级“焕新颜”，让“老居民”过上

“新生活”。2022年，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负责
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四个片区，涉及646户，总
改造面积3.29万平方米，概算投资1600万元。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还扎实推进房屋结
构安全保护工作，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旧房
屋及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对确实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停租封闭，并张贴
安全警示牌，劝说住户搬离另行安置。其中双
清区8处房屋64户2312平方米，大祥区8处房
屋47户1284平方米危房已停租，人员基本搬
出。该中心还联合社区多次进行排查，2022年
共计检查22次，日前共收到各类维修单2153
处，已完成2003处，完成率92%，确保了公租房
的保值、增值和各租户的获得感、幸福感。

改善的是住房，凝聚的是民心。市住房保
障服务中心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
推进安居工程建设，确保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创造更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住房有保障 优居暖民心
——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着力扩大住房保障范围

邵阳日报记者 罗一琳 蒋维佳 通讯员 兰云 马迪

平安健康便捷舒适春运

1 月 24 日
晚，邵东市昭阳
公 园 内 红 灯 高
挂、霓虹闪烁，处
处流光溢彩、火
树银花，璀璨的
灯光交织出美轮
美 奂 的 迷 人 景
色，浓浓的年味
扑面而来。市民
们漫步其中，欣
赏这魅力十足的
夜色。
邵阳日报记者

宁如娟 摄

1月27日，市
博物馆举办福兔
迎新春·忆童年趣
味小游戏活动，包
括投壶、滚铁环、
跳橡皮筋 、踢毽
子、夹乒乓球、拍
卡片等，勾起参与
者满满的童年回
忆，让大家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