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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肖媛媛） 1 月 28 日，
农工党邵阳市委会理论学习中
心组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邵阳
市委会主委毛学雄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两
会”精神等。

毛学雄强调，今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市
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及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
神，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决做到衷心拥护

“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
维护”，坚守合作初心，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聚焦全市中心工
作 和 群 众 关 切 ，深 入 调 查 研
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
监督，广泛凝心聚力，为推动
邵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和力量。

坚守合作初心 积极建言献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林杰） 1 月 28 日，记
者从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今
年春节，我市全面加强社会面
火灾隐患排查管控，做实做细
各项综合应急救援准备，全市
未发生亡人火灾事故，消防安
全形势平稳。

节前，我市提前周密部署消
防安全防范工作，并在全市范围
内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市消
安委还对21个行业监管部门下
发工作提示函，确保消防责任和
措施逐级落实。节日期间，各级
消防救援部门聚焦大型综合体、
酒店民宿、餐饮娱乐、旅游景点
等重点场所进行“每日一查”，并
会同应急、住建、城管等部门联
合开展消防检查，推动责任落
实，督促隐患整改；针对烟花爆
竹燃放、野外祭祀用火等风险隐
患，积极发动村“两委”、街道乡

镇、小区物业等社会力量，加大
对经营性自建房、老旧住宅小
区、城乡接合部等场所检查巡查
力度，严防“小火亡人”。节日期
间，全市共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和
消防违法行为504处，组织开展
消防宣传活动40余场次。

春节期间，市消防救援支队
严格落实值班备勤制度，保持应
急状态，各级主官在岗在位，全
勤指挥部和基层一线执勤力量
24 小时在岗在位，确保快速响
应、遂行作战。严格落实“五个
第一时间”要求，加强首战力量
调度，将政府专职队、企业专职
队纳入调度体系，确保对各类火
灾“打早”“灭小”。针对春节期
间部分地区降雪冰冻、交通拥堵
的情况，市消防救援支队加强与
交警、路政等部门协作，及时掌
握交通和气象预警，提高出警和
处置效率。

春节假期全市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刘炼 李泽枝） 1 月 28
日，市春运办通报春节假期旅客
运输情况。经统计，1月21日至
1 月 27 日，全市累计运输旅客
69.9 万 人 次 ，同 比 去 年 上 升
3.32%。全市未发生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事故，未出现旅客滞留现
象，未出现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
阻断事件。

今年春节，全市累计运输旅
客总量较去年同期有少量增长，
但依旧保持低位运行，与 2019
年春节同期的总量（133.45万人
次）仍有较大差距。从每日变化
来看，今年春节与往年一致，整

体保持“√”型走势，除夕人员出
行明显减少，1月22日触底，1月
23日开始持续增长，1月27日达
到峰值（14.05万人次）。

今年春节期间，我市道路运
输发送40.41万人次，同比2022
年下降 4.0%；因邵阳县客运船
舶恢复运营，水路客运较去年有
较大增长，共发送0.31万人次，
同比上升 139.0%；铁路运输总
量 29.06 万 人 次 ，同 比 上 升
15.6%，高铁出行占比持续提升；
因航班调整，一周中有三天无航
班，民航进出港总量 0.12 万人
次，同比下降 59.6%，吞吐量明
显下降。

全市春节假期运输旅客69.9万人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罗文明） 1 月 28 日，省
高速公路集团邵阳分公司（简称
邵阳分公司）发布消息，今年春
节，我市高速公路出口车流量已
恢复疫情前水平，该公司辖区收
费站出入口总流量达 146.69 万
辆，较去年增长13.26%。

数据显示，春节 7 天假期，
我市高速公路日均流量 20.95
万辆，是平日流量的 2.46 倍。
其中，峰值日为1月27日（正月
初六），峰值流量为32.53万辆，
较去年增长 24.92%，是平日流
量的 3.82 倍，再创新高。正月
初五、初六返程高峰时段，辖区
沪昆高速大水枢纽互通至隆回
段西往东方向出现波段性井喷
车流，农历正月初五当天隆回
段断面流量高达9.05万辆。

春节期间，沪昆高速主线
依 然 是 邵 阳 境 内 车 流 量 最
大、最繁忙的路段，高速公路
路面缓行和易拥堵路段主要集
中在梽木山枢纽、大水枢纽、
大水至黄桥段、邵阳南至梽木
山段和洞口、隆回服务区等重
点路段。由于路警地“一路多
方”密切协作、预案充分、响应
及时、快处快撤、高效救援，全
力疏堵保畅，整个路网运行态
势良好，没有出现较长时间、
较长距离、较大范围的拥堵情
况。同时，各高速收费站开足
车道，提高道口通行效率，并
在收费站外广场开展“情满旅
途 暖冬行动”春运志愿服务
活动，为司乘朋友送上“路灯”
平安包和新年祝福，让大家感
受回家的温暖。

高速公路春节总车流量146.69万辆
峰值日车流量32.53万辆

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五，隆回县岩
口镇塘头村党支部委员丁奇金都会去
给叔叔祝寿，今年也不例外。1 月 26
日，他带着家人到叔叔家的时候，亲戚
们正围坐在取暖器旁聊新年愿景。

丁奇金2021年辞去在东莞企业的
高薪工作后，返乡创业种水稻、做烟农
已有两年时间了，亲戚们很关心他到
底在老家闯出了什么“名堂”，所以他
一来，自然而然就成了大家聊天的热
点人物。

“以前你在东莞上班一个月工资
1.3 万元，现在回来种地，应该赚不到
那么多钱，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现在才 44 岁，还可以在外面
多干几年，总比现在回村里强。后悔
了吧？”

……
这些疑虑，在返乡创业之前，丁奇

金不是没有想过，但最终让他下定决心
的是：国家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城镇一体化加速推进，未来的农村
是城市的后花园，将会变成发展的“富

矿”，他不想失去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丁奇金坐下来给亲戚们算了一笔

“眼前账”：由于缺少专业的水稻种植技
术和管护经验，第一年水稻长势正好的
时候遇到了病虫害，加上处理不及时，导
致收成不好，自己不仅没赚到钱，还倒贴
了一些；第二年，他重振旗鼓流转土地
60亩种植水稻，还种植了烟叶，购置了
先进的农机设备，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
克服了干旱天气的影响，水稻和烟叶生
产稳定，给他带来了7万多元收益。

虽然收入和以前相比有一定差距，
但丁奇金更看重的是长远利益，现在做
的所有努力都是为将来打基础。“我们不
能只算‘眼前账’，更要算‘长远账’；不能
只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未来
的社会效益。”丁奇金话锋一转，意味深
长地说道。

丁奇金用“充实、奋进、知足”这三
个词回顾了过去的一年：作为返乡创
业的“新农人”，他响应党和政府的号
召，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在学习新技
术、运用新技术中提升了自己；作为党

员干部，他带领村民修复山塘、加固堤
坝，做出了很多好事、实事，是群众心
中信得过的人。

既然话匣子打开了，丁奇金索性又
向大家透露了自己将要下的“一盘大
棋”。“我计划增加水稻、烟叶种植面积，
筹措资金建立自己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和家禽养殖基地，发展智慧农业。同时，
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带领乡亲们
种植土豆，这些收入加起来非常可观，肯
定能超过以前。”他信心满怀地补充道，

“未来五年，在做好保护古树、丰富村民
文体生活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规划
打造‘幸福院落’，我要和大家一起把家
乡建设得更好。”

“开饭了，开饭了。”正当大家聊得
起劲时，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满了整个餐
桌，香味四溢。“侄儿啊，我们还真不知
道你在村里做了这么多事，难怪你跟以
前比起来黑了、瘦了，再忙也要注意保
重身体，今天在这里你要多吃点。”叔叔
关心地说道。顿时，整个屋里响起了欢
声笑语。

“共同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返乡创业“新农人”丁奇金畅聊新年愿景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春节期间，李志明
带着家人，来到邵水河沿
江风光带散步观光。在
这里，他一边游玩，一边
化身志愿者捡拾邵水河
岸垃圾。他说：“在游玩
的同时，清洁了邵水河两
岸，两全其美。”

记 者 走 访 发 现 ，
春节假期，不少市民
走出家门，来到公园、
广场等地沐浴阳光，
沉浸在节日喜庆欢乐
的氛围里。

在市区城南公园和
邵水河沿江风光带，市
民三五成群，或与家人
聊天，或坐在休闲椅上
晒太阳，或拍照留念，或

放风筝……大家自觉做
到不大声喧哗、不乱丢
垃圾、不践踏花草等。
文明出游已成为市民
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现在游客文明素
养都有了明显提升，出
行产生的垃圾都会扔到
垃圾桶里或随手带走，
公园内基本看不见垃
圾。”城南公园保洁员张
阿姨说。

城市承载文明，文
明滋润城市。广大市
民出门游玩时一定要
严格遵守各景区、商场
的相关规定，自觉规范
行为，让“文明”与“旅
游”一路同行。

◀◀李 志 明 一李 志 明 一
家 在 邵 水 沿家 在 邵 水 沿
岸捡拾垃圾岸捡拾垃圾。。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旅游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
讯员 袁学龙） “今年过年我迎来了

‘三喜’：一是拿到了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证；二是喜迁新居，有了自己的专用
书房，以后可以在这里专心写作、看书
了；三是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创作计划，
共完成现代诗创作 500 多首。”1 月 27
日，家住绥宁县绿洲大道矿业大楼的
农民诗人袁宏清眉开眼笑地说。

今年57岁的袁宏清是绥宁县黄土

矿镇自然村9组的农民，高中毕业后一
直坚持写作，在温州、上海等地务工期
间，陆续发表不少文学作品。2016年，
他返乡创业，一边打拼一边坚持自己
的文学梦想。

“2018年，我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创
作计划，即每年完成100首诗歌创作，
顺带也写点散文。围绕这个目标，到
2022年底，我共写诗歌500多首、散文
50多篇，分别发表在省内外60多家报

刊及网络平台。”袁宏清介绍。
近年来，袁宏清陆续迈上多个台

阶：2019 年，加入邵阳市作家协会；
2020年，加入湖南省诗歌学会；2022年
12月，加入中国诗歌学会。

“2023 年是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
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关键一年，我将保
持自己的创作热情，制定自己文学创
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以绥宁特色村
寨、美丽乡村、传统村落、文化名村等
为切入点，创作系列组诗，为建设‘美
丽绥宁、活力绥宁、幸福绥宁’助力。”
袁宏清满怀信心地表示。

农民诗人袁宏清“三喜”过大年

1 月 24 日，
隆回县金石桥镇
云雾山村举办首
届“村民春晚”，
村 民 们 通 过 歌
舞、小品、游龙、
手鼓舞等多种表
演形式，自编、自
导、自演文艺节
目，欢庆兔年新
春佳节。
邵阳日报通讯员
贺上升 摄

文明出游添“风景”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何杰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