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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莫怕，现在还不能强行帮你拔出
脚踝，已拨打 119 紧急救援。”5 月 15 日
下午，在双清区宝庆东路与铁砂岭路交
叉口处，市红十字会救护员曾理对一位
摔倒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老人说。

原来，老人在跨过隔离栅栏时，左脚
被卡住不小心摔倒了，路人都不敢搀
扶。曾理目睹这一事故，将车靠边停好，
试图将老人扶起，有围观群众劝说：“现
在老人摔倒可别乱扶，就怕‘扯麻纱’
呢。”曾理解释道：“我是市红十字会救护
员，受过专业训练。”他一边安抚老人、查
验伤情，一边陪伴老人，等待救援。15
分钟后，消防队员到达现场，使用破拆工
具将老人成功解救并送往医院治疗。

这是今年 44 岁的曾理在下班路上
偶然碰见的一幕。而类似的爱心之举，
他已经坚持了5年。

2017年，我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
洪涝灾害，曾理和一群热爱冬泳、体格矫
健的朋友自发组织到邵水河边抢险救
灾，并由此萌生投身公益事业的想法。

“凭借当时市水利局给我们提供的一艘
冲锋舟，我救下了一位体力不支、差点被
洪水卷走的市民。”

2018 年，曾理联合曾庆雄、朱曼丽
等人正式成立了市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

者协会。2021年，曾理作为协会副会长
前往长沙参加省红十字会统一组织的应
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并取得了中国红十
字会颁发的救护师资证书。5 年过去，
在曾理等骨干的努力下，协会人员由最
初的10多人逐步扩大到156人，成员大
多由普通工薪阶层组成，平均年龄在35
岁左右。

“走啊，一起去‘摆地摊’！”曾理笑着
说，“这句话就好像我们的接头暗号。”为
更好地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协会经常利用
周末和节假日，去市民集中的商圈、广场、
公园设置点位，通过理论宣讲和现场演示
相结合的方法，展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
急救法等基本操作，让市民们真正体会到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重要性。此
外，成员们还会在每年酷暑来临之际，启
动资江沿线巡逻，宣传防溺水知识。

作为一名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者，
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曾理依然感
到任重道远。他坦言：“因为资金短缺，
协会在水上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设备方面
一直比较落后，而且有了家庭就有了牵
挂。过去我们是舍己救人，现在我们是
保己救人。”曾理在组织救援中十分注重
科学方法，严格遵循急救原则，通过轻拍
重唤来判断伤员受伤程度，在救护车到

来之前竭力为伤员争取4到6分钟黄金
抢救时间。

“我始终相信，爱心是可以被传递
的。”奔走在救援路上的曾理，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感染着身边人，同时也被身边
人所感动。

4 月的一个雨天，在双清区宝庆东
路中级人民法院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
故。曾理作为目击者，在现场一边指挥
交通避免拥堵，一边不断与受伤者交谈，
使之保持意识清醒。有市民在他的影响
下，也热心地为伤者举伞遮雨、保护现
场，等候交警前来处理。马路边，那一把
把高高举起的雨伞为伤者撑起了一方小
小的、安全的天地，也如一股股暖流不断
涌动在曾理的心田。

被问及从事志愿者工作的初衷，曾
理想了很久。“几年前，我目睹生命离我
们而去的瞬间，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和掌握急救知识的重要。在奉献爱心的
海洋中我只是一滴水，但我希望这一滴
水也能带动大家，共同加入到公益事业
中来。”

播洒点滴爱心 汇聚大爱暖流
——记市红十字会救护员曾理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通讯员 封宇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秦帅彬） 5 月 25 日，
全市河长办主任会议召开，深
入学习贯彻上级有关会议精神
和全面推进河湖长制的决策部
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工作。副市长杨卫平主
持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邵阳市
2023 年实施河湖长制工作要
点》《邵阳市 2023 年河湖长制
工作评价办法》和《邵阳市河
湖长制社会监督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各相关单位作交流
发言。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 ，各 级 各 部 门 要 始 终 锚 定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

治理”的总体目标，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领悟全面落实河湖长制
的重要意义，切实扛牢“守护好
一江碧水”政治责任。要以建设

“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健康河
湖、平安河湖”为主线，全面落实
河湖长年度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持治水为
民的宗旨，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绿色发展理念。要坚持集约
高效、节水优先，不断提升水资
源管理能力。要坚持全局思
维，持续推进河湖治理“一盘
棋”思想，紧盯重点任务，严守
水安全底线和水资源、水生态
红线。要坚持全民治理，和谐
共享，不断提升公众对河湖保
护的责任意识，让全社会成为

“人水和谐”发展成果的参与
者、治理者、共享者。

切实扛牢“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责任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
员 张钢 夏德豪） 为推动药品安全
监管，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增强群众禁
毒防毒意识，5月23日上午，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友阿国际商业广场前坪开展
药品安全和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药物滥用是指反复、大量地使用
具有依赖性特性的药物，成瘾后一旦停
用，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对滥用药

物产生强烈渴求感，促使使用者反复使
用，最终对个人身心健康乃至家庭和社
会产生严重危害。”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向过往市民详细讲解药物滥用的定义、
常见滥用药物品类及其危害，以及如何
预防药物滥用等相关知识，并通过引用
实际案例，进一步科普药物滥用与新型
毒品的区别，以及快速识别伪装毒品的
小技巧。

活动期间共发放药品安全和禁毒
科普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
安全用药咨询50余次，有效提升了群众
科学识药、理性选药、安全用药和远离
毒品的意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
度，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严防严管严控药品安全风险，严厉打击
药品安全违法行为，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确
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保障用药安全 建设健康邵阳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陈绍龙） 5 月 25 日，
民革邵阳市委会联合邵阳市党
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在绥宁县关
峡学校开展“阅读文化经典，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传统文化进校
园公益活动，市政协副主席、民
革邵阳市委会主委丰新妹参加
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学生
讲中国红色经典绘本故事《草
原英雄小姐妹》，上了一堂以湖
湘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讲
座，学生们积极交流互动；邵阳

市少儿图书馆与关峡学校签订
了馆外流通服务点共建协议
书。此次活动共向绥宁县关峡
学校捐赠图书 1000 册，并为留
守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代表发
放了台灯、小风扇等学习生活
用品。

下一步，民革邵阳市委会将
继续发挥党派自身优势，契合时
代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实际需
要，积极探索社会服务工作新思
路、新方法，大力开展爱心助学、
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社会服务
活动。

民革邵阳市委会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杨威 艾哲
通讯员 蒋开炜） 今年以来，大祥公安
分局积极开展对电力、电信、广播电视

“三电”设施的保护工作，坚持打防并举，
形成“防范+打击+宣传”立体模式，切实
发挥“监管+服务”职能，着力提升公安
机关“三电”设施保护能力和水平，助力
优化营商环境。

大祥公安分局充分利用派出所、“邵
阳快警”“一村一辅警”等治安力量，对重点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线路段开展护线巡
逻。2023年前4个月，全区涉“三电”设施
案件发案同比下降54%。强化警企共建，
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督促“三电”单位落
实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加强对“三电”设施
的日常巡检。2023年以来，共出动警力

432人次、警车75台次，检查“三电”单位
213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62处。充分发
挥社区居（村）委会、“宝庆大叔”红袖章护
平安队伍、治保会等基层组织作用，加大对

“三电”线路设施的联动保护力度，协同企
业对辖区内重要变电器、电线设施采取有
力的防护措施，确保生产生活用电安全。

该分局与市场监督、乡镇街道等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对现有的废旧收购点、
金属回收站等定期开展集中清理整治，
坚决查处无照经营、收赃销赃等违法行
为。同时，制定了涉“三电”违法犯罪行
为的相关打击方案，分局刑侦、治安和派
出所积极协同，始终保持对“三电”违法
犯罪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今年4月，
分局治安大队通过及时搜集和固定犯罪

证据，成功破获一起涉案金额十余万元
的盗窃通讯基站用电犯罪案件。自
2022年以来，该局共破获涉“三电”行政
案件 12 起，刑事案件 3 起，打击处理 16
人，有效震慑了涉“三电”违法犯罪活动。

为形成“人人保护、人人参与”的氛
围，大祥公安分局联合相关单位定期开
展普法教育活动，在广场、公园和商场等
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向群众发放“三电”保
护宣传资料，图文并茂，以案释法，让群
众了解保护“三电”基础设施工作的重要
性。同时，出台了《举报盗窃破坏“三电”
设施违法犯罪奖励办法》，设置举报专
线，通过短信、微信和微博等方式进行全
方位扩散宣传，不断提升预防发现和及
时打击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大祥公安：强化“三电”设施保护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
华 通讯员 杨坚 陈小苗）
5 月22日，几名外地摄影爱好者
慕名来到大山深处的新宁县黄
金瑶族乡采风。吸引他们的，不
仅有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在草
地上漫步的梅花鹿，以及金银花
海和猕猴桃。

近年来，黄金瑶族乡倾力打
造魅力新瑶乡，形成了绿色猕猴
桃、棕黄梅花鹿、金色金银花“三
色产业”，让昔日穷乡僻壤大变
样，展现了瑶乡振兴新画卷。

该乡以“党建+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因地制
宜发展猕猴桃产业，壮大集体经
济。各村成立猕猴桃种植专业
合作社，鼓励党员干部带头种
植。他们改变原有猕猴桃“种收
卖”的单一渠道，增加冷藏、果脯
制作等生产环节，做出了特色品
牌。全乡种植猕猴桃
4260多亩，其中2300多
亩盛产，2022 年产值达
900多万元，解决130多

人就业。
该乡大力推广“北鹿南养”

特色养殖，引领各村发展梅花鹿
养殖产业，推出系列特色保健产
品，积极探索“梅花鹿养殖+旅
游”的融合模式，集饲喂嬉戏、旅
游观光、互动拍照等功能于一
体，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体
验。目前，该乡有梅花鹿养殖大
户18家，养殖梅花鹿2000多头，
年产值可达2300多万元。

针对各村发展中药材产业，
该乡逐渐形成“集体经济合作
社+种植大户+意愿村民+科技特
派员”发展模式。由有中药材种
植基础的圳水村种植金银花40
亩作为村集体经济，联合带动种
植大户，引导有意向的村民开展
种植。目前，该乡种有金银花、厚
朴、黄精、七叶一枝花等中药材
3600多亩，年产值约4200万元。

“三色产业”助黄金瑶族乡谋振兴
5月21日，洞

口县高沙镇南泥

村水稻田里村民

正在用植保无人

机喷洒肥料。小

满时节，该县农民

抢抓农时，加强农

作物田间管理。

邵阳日报通讯员

滕治中 摄

5月26日，新邵县新航初级中学组织学生到该县寸石镇
红日研学基地开展“探秘军事科技，争做英雄少年”主题研学
活动。研学中，学生们体验了军事模拟训练，接受了国防教育，
增强了国防意识，激发了爱国热情。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邱文丽 刘丈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