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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
员 陆炳林 陈明鑫） 5 月12 日，是
全国第15个“防灾减灾日”。当天，我
市举行 2023 年应急安全知识暨“防灾
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王永红出席。

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减灾委办
公室、市应急管理局承办，以“防范灾
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宣传主
题，旨在进一步动员全市开展好“防灾
减灾日”各项活动，推动我市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不断发展。

活动现场，市减灾委各成员单位
以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咨询台、摆放展
板等方式，向市民宣传应急管理法律
法规和各类突发事件的种类、特点和

危害，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法、措施
等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知识及技能，教
育和提醒社会各界牢固树立风险意识
和底线思维，增强全民灾害风险防范
意识和素养。

除开展此次集中宣传活动外，近
期我市各地相关部门还将借助报纸、
广播、电视、网络、户外大屏等载体，
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节目、专家讲座、
在线访谈及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多角度开展防灾减灾宣传，不
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通
过开展“五进”宣传、应急演练、参观
科普体验馆等活动，增加全民参与
感、体验感，不断增强宣传的亲民感
和渗透力。

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
我市举行应急安全知识暨“防灾减灾日”集中

宣传活动 王永红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
员 文清 蒋璐瑶 廖巍） 5月9日，
洞口县黄桥镇永发村村史馆揭牌。湖
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唐亚阳参加揭牌
仪式。

为了助力实现文化振兴，让广大村
民更好地了解村情、村貌、村史，湖南科
技大学驻永发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精心
策划，多方筹集资金15万元，聘请专业
团队设计修建了永发村村史馆。展馆
分为历史沿革、村落概况、自然环境、乡

村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乡村振兴
七大部分，完整展示了永发村的历史发
展脉络。

唐亚阳指出，要让村史馆发挥更大
作用，把村史馆与村级图书室结合起
来，让它成为传播知识的发源地；要把
村史馆变成孩子们了解村情、村貌、村
史的研学基地，以教育提升精神文明风
貌；要把村史馆变成团结乡贤的凝心
桥，让大家以此为纽带，更好地推动村
里的发展。

洞口县永发村村史馆揭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枫 通讯
员 唐海军） 5月12日，副市长沈志
定到邵水河巡河并主持召开邵水入河
口国控断面水质及红旗河环境治理工
作专题调度会。

在邵水河沿江桥段，沈志定详细了
解国控断面水质监测情况，要求严格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标本兼治，确保水质
稳步提升。在戴家坪市二中排污口和
桃花桥和谐家苑段，沈志定仔细听取片
区污水管网建设及污水溢流、污水直排
等整改情况，要求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确保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
理。在红旗河三里桥段、株木桥段，沈
志定现场查看环境治理工程进展情况，
要求厚植民本情怀，加快工程进度，让

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在随后召开的邵水入河口国控断面

水质及红旗河环境治理工作专题调度会
上，沈志定对两河环境治理工作进行点
评。他指出，邵水河、红旗河环境治理工
作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民心工
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绷防范风险这根
弦，以“如坐针毡，寝食难安”的工作紧迫
感和责任感狠抓落实，以“河长制”推进

“河长治”，确保河岸线及水面无裸露垃
圾、无污水直排、无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无乱采滥挖等现象，大力营造保护“母亲
河”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以“河长制”推进“河长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
员 刘晟） 5月12日，我市召开全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年”活动动员
部署视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形势，推动各项重点整治任务取得
实效。副市长杨卫平出席。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财政共投入专
项经费 7400 万元，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21.2 万吨、村内水塘 9900 余口、沟渠
5800 余千米、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
产废弃物2.6万吨。2月和4月，市委农
办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2次暗访检查，
检查发现，部分县市区垃圾转运体系不

够完善，部分村庄院落卫生整治标准
低，部分集镇街道整治不彻底等问题仍
然存在。

杨卫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识再
提升、站位再提高，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紧迫感，坚决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和要求，
把此次活动作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抓手。要重点
再聚焦、措施再细化，调动主体力量，集中
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污水等环境问题，在
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从根本上改变农
村脏乱差状况。要机制再完善、责任再压
实，把责任落实作为重中之重，持之以恒
抓实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真正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持之以恒抓实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带领妇女群众组建民俗表演
队，助力村庄申遗；培育花卉苗木，
组织村民义务栽花，改善人居环境；
关注留守儿童家庭，协助监护人照
顾孩子……总能看到万培亚忙碌的
身影。

万培亚是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
族乡大团村妇联执委。今年，她获
评湖南省妇联系统“最美执委”。

“在担任村妇联执委前，我先后
担任过村妇女主任和村党支部书
记。”4月27日，说起自己和妇联组
织的缘分，今年69岁的万培亚说道。

2004 年退休的万培亚 2017 年
起担任村妇联执委，她用自己的热
心担当，赢得村民们的一片赞扬。

成立民俗表演队，带领妇女
群众传承侗族文化

1973年，万培亚跟随丈夫来到
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大团村。
1976年，万培亚成为大团村妇女主
任。1987年，她又被村民选为大团
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支书的岗位
上，万培亚一直干到退休。在担任
村支书期间，万培亚还当选为第八
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退休后，一直关注村里妇女儿
童的万培亚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妇联
执委。

担任村妇联执委后，万培亚组
织成立了民俗表演队，组织妇女群
众参与唱侗歌、跳侗舞、弹琵琶等多
种民俗表演，不仅助力大团村的侗
寨申遗，还大大丰富了村民们的业
余生活，对保持侗寨的淳朴民风起
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照顾留守儿童，用心解决
妇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村妇联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做
好思想工作，引领妇女团结，同时还
积极为村民解决实际难题。”万培亚
告诉记者，村妇联执委们根据自己
所长，各有分工，有着多年村支书经
验的她主动承担了处理妇女间矛盾
问题的职责。

大团村靠近高速公路路口，地
理位置好，很多项目建设都会选择
在这里。然而在推进过程中，村民
间总会有一些纠纷，万培亚就会主
动上门，给妇女群众做思想工作。

一次，村民张大姐不愿意新修
建的公路“占了自家的田土”。为了
把问题处理好，万培亚主动用自己
的农田与张大姐进行交换。万培亚
以身示范调解村民矛盾，为村里人
树立了榜样。在她的努力下，不少
矛盾纠纷都得到了解决。

大团村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
工了，村里的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

照看。为了给留守儿童和老人及时
提供帮助，大团村妇联执委班子每
周都会组织三次走访，遇到留守儿
童的监护人生病、无法照顾孩子的
情况，离得近的执委就会把孩子带
到自己家，照顾好生活起居。

有一次，离万培亚家不远的老
冯住院了，5 岁的孙女独自在家。
万培亚便将她带到家里悉心照顾，
并督促小女孩完成作业。“孩子是祖
国的花朵，有我们的呵护才能茁壮
成长。”

“最美执委”还想打造最美环
境。万培亚家的小院子里种满了牡
丹、三角梅等多种花草，常年鲜花盛
开，十分漂亮。她想着，如果能够将
整个大团村建成一个鸟语花香、处
处芬芳的村寨，不仅能够打造一个
舒心的宜居之地，还能提升村寨的
环境档次，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说干就干，她先在自家培育好花
草苗木，等到适宜栽种的时候，就组
织村民将花栽种到房前屋后和村道
两旁，打造美丽大团村。“现在春天已
到，我要继续带领村里的姐妹们种花
植树，打造一个卫生、干净、处处有花
的侗寨。”万培亚满怀憧憬地说道。

栽花“护花” 扮靓侗寨
——记湖南省妇联系统“最美执委”万培亚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阳晓是隆回县三阁司镇长铺中
学青年教师，负责历史课教学。数年
来，她扎根乡村学校，兢兢业业教
学，用心用情做好“以史育人”大文
章，在平凡的历史教学工作中，取得
了累累硕果。

“青少年处于人生中的拔节孕
穗期，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对一
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要充分
发挥中国文明、中华文化的育人作
用，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
食粮。”这是阳晓对自己作为一名历
史教师的责任认知。

2015年走上讲台以来，阳晓充
分发挥历史学科在立德树人方面的
独特作用，引导青少年学生在认识、
学习、传承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成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是通过
了解社会过去的优良传统、辉煌成就
乃至社会积弊，不断提升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情怀。”在上历史课时，阳晓

注重培养孩子们爱党爱国爱社会爱
家庭的情怀，树立勇于担当、乐于奉
献、感恩社会、报效祖国的壮志。

阳晓常说：“教书，得先育人。”
在日常生活中，她时刻注意自己的
言行举止，注重师德修养，在同事、
学生面前作表率。她总是微笑待人、
主动问好。在她的影响下，过去见到
教师就害羞的学生，逐渐养成了见
面问好的习惯。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是阳晓
的教学原则。每节历史课，她都细心
留意后进生的学习状态。课堂上，她
想方设法给他们创造回答问题、展
示自己的机会，及时给予表扬、肯
定、鼓励，帮助他们树立学习的信
心。课余，她常与学生们一起游戏、
运动；闲暇，常以知心朋友的身份与
后进生交流，做好心理疏导，帮他们

“开小灶”，进行单个辅导。学生阳明
（化名）沉迷手机游戏，晚上通宵玩，
上课就睡觉。阳晓发现后，几次找他
谈心。在她的感化下，阳明逐步改掉

陋习，开始主动学习，后来成功考入
省示范性普通高中。

教学中，阳晓紧跟时代步伐创新
教学方式，让学生对历史课程产生浓
厚兴趣，不断提升课堂效率。上课前，
阳晓反复钻研教材，明确教学要求，
虚心向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精心设
计教学方案，根据不同内容选择合适
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她积极运用现
代教育技术及各类智慧型数字化教
学设备、互联网历史资料，并组织开
展自主阅读、材料图表分析、讲历史
故事、历史情景剧表演、小组讨论交
流等活动，让课堂变得更生动有趣。

阳晓讲授的历史公开课，在全
镇得到好评；撰写的历史教学研究
论文，6 篇获省级奖励、3 篇获市级
奖励、8篇获县级奖励；2021年撰写
的历史教学案例获得省级二等奖，
2022年主持研发了“新背景下农村
中学历史课后服务的实施与研究”
市级课题，2023年在市级作业设计
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以史育人 花红果硕
——记隆回县三阁司镇长铺中学青年教师阳晓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刘爱科

5月5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石羊村，果农给果园里的黄桃套袋。立夏节气
到来，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邵阳日报通讯员 严钦龙 摄

5月9日，绥宁县芙蓉学校组织师生开展“除草护树 爱绿护绿 美化校园”活动，增强师生的绿化意
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邵阳日报通讯员 杨萍 罗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