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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绥宁县自然资源局透
露：该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95011.64 公 顷 ，占 全 县 总 面 积 的
32.57%，面积位居全省前列；划定城
镇开发边界1221.63公顷，城镇开发
边界总量和新增面积均为邵阳市最
少。这是绥宁县优化国土空间布
局、坚守生态功能定位、科学划定

“三区三线”、守护山水灵气所取得
的重大成果。

绥宁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拟
组建的南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
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2.85%，被
誉为“神奇的绿洲”。

一直以来，绥宁县委、县政府坚
持生态立县、绿色崛起发展战略，并
按照“坚持生态功能定位为主、突出
特色发展、做好资源融合文章、拓展
发展空间”的指导原则，有序推进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着力构
建“三区两屏障、两水一绿核、一主
两副三轴”的县域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格局。“三区”即北部水源涵养与
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中部山地林
业与丘岗区、南部自然环境保护生
态功能区。“两屏”即依托大南山山
脉、雪峰山脉，形成以水口乡、金屋
塘镇所在的北部高山生态屏障和以
寨市苗族侗族乡为主的南部高山屏
障。“两水一绿核”即以巫水、蓼水和
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重点，打
造生态绿核，构建环境优美的国土
空间格局。“一主两副三轴”即以现
有县城为城市主中心，强化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发挥辐射带
动作用；打造关峡和寨市为县城发
展副中心，关峡以产城融合和民俗
文化旅游为主导，寨市以生态旅
游、森林康养、红色旅游为特色；横
向打造东山乡—中心城区—关峡
乡的城镇综合发展轴，纵向打造沿
江万公路、巫水河的两条发展次
轴，串联各个乡镇。

为了精准支持特色产业发展，
绥宁县将专项规划的核心内容通过

“落图斑”“建名录”等方式纳入到总
体规划中进行精准管控。为此，该
县编制了《县城城市更新方案》《县
城特色风貌与城市设计专项规划》

《山体水体保护专项规划》等多个特
色专项规划，重塑苗侗地域风情。
同时，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为目标，指导“绿色、古色、红色”资
源深度融合，精心编制《文旅专项规
划》，突出以南山国家公园黄桑片
区、上堡古国、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
等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为突破口，推
进旅游与生态价值转化、民族文化
弘扬、红色历史传承深度融合发展。

绥宁县自然资源局党委书记、
局长丁再荣介绍，为了进一步优化
国土空间布局，为“美丽绥宁、活力
绥宁、幸福绥宁”建设蓄势增能，“下
一步，我们将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
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努力塑造

‘宜居、宜业、宜商、宜游’和谐统一
的绥宁新形态”。

绥宁县
优化空间布局 守护山水灵气

邵阳日报通讯员 袁学龙 向海 夏云凤

“以前我们村的环境不太好。
如今村里建了文化广场，修了通组
路，也经常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
治活动，居住环境好了，文化活动也
多了……”4月18日，在双清区渡头
桥镇新渡村，保洁员王富云和朋友
分享起当地人居环境的新变化。

新渡村的变化是双清区农村人
居环境不断改善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区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为抓手，围绕村庄清洁行动、农村

“厕所革命”、文明创建等重点任务，
细化措施、强化督导，狠抓落实、精
准发力，下足“绣花”功夫，扮靓人居
环境。

凝心聚力，环境整治宣传入脑
入心。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在人。
为了动员群众共同治理好环境，双
清区通过召开动员会议、开展志愿
服务、综合运用各类宣传载体和文
化阵地等，不断在强化宣传教育上
下功夫。该区还开展了“村庄清洁
倡议·万人接龙”活动，并下发了
10000余份《双清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百日行动”倡议书》，引导群
众从身边事来看发展变化，让广大
群众在参与中增进对人居环境整治
的理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
参与、积极融入，从被动到主动，从
小家到大家，共同绘就人居环境“新
画卷”。

全域推进，环境整治成效有效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长
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整治难、易反
弹，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双清
区坚持从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厕所
革命”、聚焦盲区死角治理等方面细
化任务、分类着手，全面有效提升整
改实效。该区大力开展“三清一治
一改”村庄清洁专项行动。全区上
下积极响应，乡镇（街道）、村（社区）
干部积极作为，包村包片包组包户，
广泛动员，结合文明创建，对沟渠、
山塘、林地、耕地、土坎进行地毯式
清理。2022 年，共清理各类垃圾
8950 吨，基本消灭卫生死角，清除

“牛皮癣”广告900多处，置换新垃圾
桶300多个。同时，全面完成厕改任

务，基本实现旱厕清零，三格化粪池
合格率达 100%，群众满意率达 99%
以上。

建章立制，环境整治激发内生
动力。村庄美是外表美，乡风美是
根本美。在筑牢村民精神家园方
面，双清区深入挖掘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化，积极引
导村民主动参与，探索推行村民议
事会制度，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积分制”管理，并组织开展“最美乡
风文明村”“最美乡风文明践行者”
等“最美”系列创建评比活动，表彰
一批先进典型，以村比村、户比户激
发村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内生动
力，厚植文明乡风。同时，坚持问题
导向，采取明察暗访、通报讲评等方
式，深入一线逐乡镇（街道）、村（社
区）进行现场调研和督办，发现问题
形成清单并当场交办，做到立行立
改、真查真改，从而激发人居环境整
治整改内生动力，发挥绿水青山背
后的人居环境优势，把美好环境转
变成“美丽经济”。

双清区
下足“绣花”功夫 扮靓人居环境

邵阳日报记者 胡梅 通讯员 邹小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鄢跃斌 洪丹） 4 月 13
日，一场由市、县联合举办的产后出
血和新生儿窒息复苏应急演练在新
宁县人民医院举行。该县危重孕产
妇救治中心30余人参与演练，县内
其他助产机构医护人员 60 余人参
与现场观摩。

近年来，新宁县高度重视“母婴
安全行动”产科质量提升工作。该县
立足保障产妇和新生儿安全，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常态化组
织开展针对性极强的应急演练和广
泛实用的科普学术讲座。

此次演练模拟了产妇分娩大出

血的紧急情况，新宁县人民医院立
即启动产后出血应急预案。根据模
拟的产妇病情变化，医护人员采取
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医护人员分工
明确、配合默契，抢救过程有条不
紊、紧张有序。最后，产妇及新生儿
转危为安，演练圆满结束。

活动期间，市产科质量控制中
心专家还进行了产后出血、宫颈环
扎手术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培训。

此次应急演练和培训，强化了多
学科人员的默契配合。近两年，该县共
组织助产应急演练和科普学术讲座20
多次，确保出现突发情况时做到有效
组织、快速反应、高效配合、高速运转。

新宁县

常 态 化 演 练 守 护 母 婴 安 全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曾
凯 胡晓建） “阿姨，骑乘电动车
时要戴好安全头盔！”“过马路时一
定要认真观察来往车辆，不能随意
横穿马路。”……连日来，大祥区罗
市镇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社区）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劝导。

活动中，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
过面对面讲解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等形式，结
合周边乡村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向辖
区村民、农用车驾驶人普及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客货混载等交通违法
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提醒
广大群众不能贪图一时便捷，而给
他人或家人带来无法挽回的痛苦和

负担。工作人员还重点就骑乘摩托
车或电动车时必须自觉佩戴安全头
盔、机动车驾乘人员一定要系好安
全带等交通安全知识进行了宣讲，
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交通陋习，时刻
遵纪守法、文明出行。

“近年的农村交通事故中，老年人
群体占比越来越大。要预防和减少老
年人交通事故的发生，就要让老人从
根本上树立安全出行意识，提高自我
保护能力。”罗市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走村入户宣传劝导活动共
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份，现场解答
群众咨询30余人次，为提升农村广
大群众交通安全意识、预防道路交
通事故发挥了积极作用。

罗市镇

走村入户广宣传 交通安全记心上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意忠）
4月10日至15日，湖南师范大学体
育学院“红色体育耀青春实践团”
到邵阳开展“实践感悟新时代 挺
膺担当新征程”实践调研活动，探
索红色体育精神薪火相传的新时
代答案。

该实践团成员之一、湖南师大
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2021级学生王馨晨是邵东人。在此
次实践调研活动中，她组织5名同学
成立“红色体育耀青春实践团”，回

到家乡重走长征路，了解现代武术
教育和红色体育精神的传承现状。

实践团一行先后到邵东、隆回、
城步、绥宁、新宁、洞口等地，参观了
匡互生墓、红二军团鸭田战斗指挥
所旧址、红军桥等红色教育基地，聆
听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在新宁县湘南武术学校，实践
团一行还拜访了“岩鹰拳王”刘烈
红，了解其弘扬武术传统文化的历
程，探寻武术教育和红色体育精神
的融合发展之路。

重走长征路 探寻传承路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马力 刘小芳）“你们售
卖的农药已超过有效期，请立刻下
架。”近日，武冈市委第二巡察组工
作人员在该市司马冲镇农资店检
查，发现37瓶滴胺草甘膦已超过保
质期，立即联系镇执法大队进行现
场处理。

今年以来，武冈市委第二巡察
组聚焦党中央关于粮食安全各项决
策部署，把粮食安全作为政治监督
的重中之重，围绕耕地保护、涉农惠
农政策落实和化肥、农药、种子等春
耕物资保障供应等情况，深入一线，
做实做细监督，全力护航春耕春种。

在对司马冲镇开展常规巡察期

间，巡察组高度重视农资安全，针对
发现的具体问题，立即交办司马冲
镇党委立行立改，并要求举一反三，
对全镇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地毯式”
排查。此次排查共发现销售假冒产
品、过期产品等问题7个，现场整改
5起，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4份，立
案查处1起。

巡察组还协同镇党委组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对全镇12个早稻示范育秧点进行技
术服务，并组织召开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现场技术培训会，提高群众科
学种植水平。此外，与大圳灌区管理站
协调开闸放水，积极发动群众对渠道
进行清淤，推动春耕播种有序铺开。

武冈市

做实做细监督 护航春耕春种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周鹏 王萍） 时下，邵阳
县 28.82 万亩早稻进入插播高峰
期。4月17日，在该县下花桥镇双
江村的农田里，3台高速插秧机齐头
并进、来回穿梭，种植大户刘小勇正
组织工人进行田间施肥、早稻机插。

刘小勇今年种植了约 1000 亩
的早稻，比去年种植面积增加 200
余亩。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插
秧质量和工作效率，确保早稻及时
插播不误农时，今年他又新添置了
4台插秧机。他说：“这里是100多
亩田，如果要人工插秧的话，10 个
人要 10 天才插得完。现在我们的
插秧机上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可
根据北斗记录数据，规划大田的栽

插及秧苗的数量，用 3 台机子在这
里插的话，一天就插得完。”

下花桥镇有5.6万余亩耕地，其
中水田面积3.4万余亩。为了落实今
年双季稻种植面积，该镇多措并举，
有效根治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杜
绝耕地抛荒。今年，该镇已落实双季
稻早稻种植面积1.71万亩。

今年，邵阳县按照“稳政策、稳面
积、稳产量”的要求，粮食生产工作突
出一个“早”字，切实做到“早宣传、早
发动、早部署”，全县落实早稻专业化
集中育秧22万亩。为确保早稻安全
生产，全县3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一线，为早稻增产保驾护航。截至
目前，早稻插播已完成12.36万亩，预
计在4月30日前全部完成插播。

邵阳县

28.82万亩早稻插播进入高峰

4 月 18 日，新
邵县坪上镇小河村
生态种养合作社的
茶叶加工基地，村
民正在精心甄选茶
叶。目前，该村野
生茶已进入采摘旺
季，合作社统一收
购、加工、销售，今
年茶农人均可增收
3000元以上。
邵阳日报通讯员
杨能广 苏亚伟
胡韬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