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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邵阳市累计搬迁
23658户89545人，搬迁人数占全市贫困人
口的7.9%，占湖南省搬迁总数的12.9%。

搬迁后，如何实现“稳得住、有就业、
能致富”？

日前，《民生周刊》记者在调研采访
中了解到，邵阳近年来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就业帮扶、安置
区产业培育、社区治理和社会融入、安置
区配套设施提升完善等方面精准施策，
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各项工
作，全力保障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逐步能致富。

邵阳市发改委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
邵阳市搬迁群众中实现稳定就业 38957
人，自主发展产业8266户25412人，委托
产业扶持8343户32338人，实现资产收益
3739户14066人，社保兜底5629户10543
人；实现有劳动能力也有就业意愿的搬迁
家庭至少一人就业、每一个搬迁家庭至少
有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

搬进风景中，实现“安居梦”

4月中旬，一场春雨之后，远看新邵
县严塘镇白水洞村，青山叠翠、屋舍俨
然，一派田园风光。

走进村庄，一栋栋灰瓦白墙的两层
楼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楼房
前后繁花似锦，绿意扑面而来。

白水洞村村委会主任曾庆武告诉记
者，这是白水洞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因为安置点紧临白水洞景区，建有研
学基地，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此观光。

严塘镇白水洞村和龙脊村，地处白
水洞风景名胜区，虽说风景秀美，但因山
高路陡、环境恶劣，曾是周边有名的穷乡
僻壤。一些村民祖祖辈辈居住在深山里，
长期饱受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
难、务工难之苦，更别说实现脱贫致富。

67 岁的刘亮平，结婚有了孩子后就

逃离了村庄，下山在城里从事建筑行业。
“主要是考虑到孩子上学，总不能一代又
一代生活在山上。”

几年前，当地启动了易地扶贫搬迁，
村里通知刘亮平回家商讨相关事宜，说
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住进山脚下的楼
房，水电气等一应俱全，交通便捷。

他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后来经过
详细了解确认之后，便第一时间赶回村
里。按照政策，每人25平方米只需交3000
元。考虑到三口之家75平方米有点小，刘
亮平按政策要了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
多出的25平方米只花了3万元成本价。

发展产业，收入稳得住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下，更要稳
得住。而要稳得住，就得让村民有事做，有
收入来源，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成为首选项。

白水洞村在搬迁时就充分考虑到村
民发展问题，规划发展乡村旅游。

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结
合白水洞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要求，新
邵县组织有关部门及镇、村两级多次进
行现场调研，并就选址问题开展研究和
探讨，将搬迁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集镇
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脱贫攻坚规划

“五规合一”，最终选定在距离景区不到
一公里处实施集中安置。

安置区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自
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见来村里旅游的游
客渐渐增多，去年，刘亮平开了家小卖
部，经销当地土特产。

曾庆武表示，从穷乡僻壤搬到“景
区”，贫困户实现了有收入、可就业、能致
富，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

为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邵阳市坚持产业带动，开辟持续发展“致
富路”。实施“产业兴邵”战略，完善促进搬
迁群众持续增收长效机制，提升搬迁群众
增收致富能力。加快发展工业园区，建设

特色农业基地、发展现代农业园区，形成
以国家级、省级园区为引领，特色园区为
依托的发展格局。根据自然禀赋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一县一特、一特多
辅”的产业布局，通过“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促进搬迁群众产业增收。

同时，邵阳市坚持就业驱动，注入稳
定增收“强心剂”。以帮扶车间带动就业，
围绕油茶、脐橙、百合等特色资源，引导
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加工车间；开展招
商引资，精准对接和引进一批劳动密集
型企业，吸纳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构建长效机制护航

武冈是邵阳下辖县级市。“十三五”
期间，武冈市建成集中安置点18个，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3192户10802人。

为高质量做好“后半篇”文章，武冈
注重抓实“两个关键”，实现后扶措施“全
覆盖”。一方面，落实一系列套餐式帮扶
措施，因地因户因人精准施策；另一方
面，出台一个督导考核机制，确保各项工
作落地。

邵阳市出台了《持续推进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四年行
动计划》等文件，从完善配套基础和公共
服务设施、加强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提
升安置区服务管理标准化水平、保障搬迁
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明确具体措施。

同时，为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工作要求，邵阳保持政策稳
定、机构不撤、人员不散、工作经费不减，
将“邵阳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议”
调整为“邵阳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
作领导小组”。11个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
县市区均按要求建立协调机制和工作专
班，继续落实驻点帮扶责任制，241个安置
点所在村全部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
帮扶工作队，实现工作队全覆盖。

高质量书写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
《民生周刊》记者 严碧华 伍宇鸿

6月3日，在绥宁县长铺

子苗族侗族乡寨坡村，前来

体验黄桃“采摘游”的游客

络绎不绝。该村通过构建

“种植端+供应链端+市场

端”的黄桃全产业链运营体

系，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

邵阳日报通讯员

杨萍 郭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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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水平，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市财政局
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将其与财政业
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齐推进，立足财
政职能职责，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为促进
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提供财力保
障，让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足额保障妇女儿童专项工作经费。
市财政局根据全市妇女总人口数量，按
照 0.5 元/人的标准，安排妇女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并纳入年初预算。2021 年至
2023 年，该局分别安排妇女儿童专项工
作经费 152 万元、192 万元、246 万元，用
于保障全市妇女儿童工作有序开展。

为农村适龄妇女和城镇低保适龄妇
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是我市大力实施
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市财政局积极响
应，支持将检查经费标准从140元/人提
高到 328 元/人。2021 年至 2023 年，市财
政投入1821.058万元用于市三区农村适

龄妇女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
检查、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先
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等项目开支。

困难妇女儿童福利保障水平逐年提
高。2023年，市财政局支持将散居孤儿补
助标准从每人每月950元提高到每人每
月 1100 元，集中供养孤儿从每人每月
13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500元。2021年
以来，市本级共拨付养老服务建设补助
资金4038万元，对失能妇女的照护服务
水平不断提高。

2023年2月，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正
式开馆启用。该活动中心内设婚姻矛盾纠
纷调解室、儿童科技馆、女性技能培训室等
12个功能室，可为全市400多万妇女儿童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职业培训、权益维护、
交流联谊等多项服务。为使妇女和儿童能
在一个更舒适的环境里获得教育、培训和
社交的机会，增强其社交能力和自信心，市
本级财政追加安排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装
修经费122万元，后续开馆运行经费上，市

财政局财政预算共安排100万元。
同时，市财政局把教育作为财政支

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加大教育投
入，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并
不断健全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
长效机制，支持为儿童提供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2021年，全市教育支出108.97
亿元（其中市本级教育支出 8.6 亿元）。
2022年，全市教育支出115.86亿元（其中
市本级教育支出12.56亿元）。2023年1月
至5月，全市教育支出52亿元（其中市本
级教育支出5.7亿元）。

为进一步落实妇女就业和社会保
险，市财政局每年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中提取4%专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工
作。2021年以来，全市从失业保险基金结
余中提取6290万元，争取省级调剂资金
489 万元，安排经费开展高素质农民培
训、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有效带
动妇女就业、致富和发展。

近年来，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妇女儿
童反家暴意识，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市财政
局还结合财政管理、机关党建、文明创
建、法治创建等活动及重要时间节点，深
入开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
家庭志愿活动30余次。

市财政局持续推动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

关爱妇女儿童 绘就幸福底色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陈秀芹 唐 鑫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林佳祥 实习生
龙玉香） 6月6日，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2023年党风
廉政建设、清廉机关建设暨四项专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会议回顾总结了全市人社系统过去一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并专题部署就业帮扶车间专项检查、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专
项整治、失业保险待遇发放问题和劳务派遣单位截滞留稳岗返
还资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作为重要的民生部门，全市人社系统将坚决贯彻党的自我
革命战略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问题导向，驰而
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
建设，努力建设“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将“清廉人社”建设向纵深
推进。同时，进一步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守好人民群众的“养老
钱”“保命钱”，切实筑牢社保基金安全堤坝，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邵阳贡献人社
力量、彰显人社作为。

持 续 正 风 肃 纪

打造“清廉人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曾少石 罗勇锋
实习生 孙菀婷） 6月6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一行组成督导组，前往市区高考、学考、中
考考点学校食堂，督导检查餐饮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
工作。

督导组先后前往市五中、四中、二中、六中和市一中新
校区，对食品原料采购查验、食品留样、餐饮具清洗消毒等
进行重点检查。当天，督导组还安排食品快速检测车和检测
人员对“三考”考点学校食堂购进的蔬菜进行抽样快检，全
面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督导组指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考点、集中用餐
点及其周边食品经营单位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强对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
理、备餐供餐与配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食品安全
管理等八个方面的动态监管。

督导组要求，严把食品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管理组织、
管理制度关；严把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布局设置、设备设施
运行关；严把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关，“三考”期间不得
制售冷食类、生食类、野生蘑菇等高风险食品；严把卫生
关；严把食品从业人员管理关；严把留样关，确保“三考”
期间食品安全。

八个动态监管 六个严格把关

全力保障“三考”期间食品安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刘龙英 宁小敏）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整洁有序的备考迎考环境，
北塔区城管执法局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做好静音降噪工作，
全力护航高考。

抓实组织部署。北塔区城管执法局通过召开专项部署
会议、制定专门方案，指导各部门细化工作任务，形成护航
高考的整体合力，并采取“定人、定岗、定责”的方式，扎实做
好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和市容秩序保障工作。

强化宣传引导。该局执法人员重点对居民小区、休闲广
场以及江北夜宵一条街开展执法宣传，提前加强沟通，做好
引导工作。对校园周边商户、摊贩等精细摸排，进行相关法
律法规宣传，引导商户、摊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做好降噪
工作。同时，引导市民轻声出行、悄声运动、柔声娱乐。

落实重点管控。该局执法人员将考场周边作为巡考护
考的重点区域，开启“白+黑”巡查模式，重点关注果蔬店、
超市等易产生噪音的场所，对利用小喇叭、高音音响招揽生
意的商户进行现场纠正、及时制止，全面清理、消除各类滋
扰源。

北塔城管全面开启“护考模式”

清廉邵阳建设

5月30日，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驻武冈市湾头桥镇泉塘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该村开展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

宣教活动。此次活动共接受法律咨询30余人次，发放法律知识

宣传册200余份，切实增强了村民的法治意识和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彭泽武 实习生 龙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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