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3年年66月月3030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com 审稿审稿：：宁煜宁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易桂媛易桂媛 组版组版：：肖丽娟肖丽娟 总检总检：：魏谦魏谦

5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邓朝霞 通讯员 赵宇峰 曾丰）
今 年 6 月 25 日是第 33 个全国土地
日。当天，邵东市自然资源局在百富
广场开展以“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
地红线”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此前，湖
南省田长制办公室表彰了 2023 年度
全省耕地保护创新案例。邵东市仙槎
桥镇底层发力、打通耕地保护“最后一
米”的案例位列其中。

据介绍，本次评选活动，全省共征
集到117个创新案例，13个案例最终
获表彰。这些案例包括压实基层耕地
保护责任、开展集中连片综合整治、创
新耕地保护党员包户责任制、新增耕
地全过程管护等内容。

邵东市仙槎桥镇推行“一揽子”改
革，压实镇村干部、党员组长及农户
责任，打通了耕地保护“最后一米”。
该镇逐院落召开恳谈会，逐人发放

《致农户的一封信》，开展耕地保护主
题比赛、主题班会等形式丰富的宣传
活动，实现政策宣讲“全覆盖”。同
时，坚持“周调度”，压实镇级责任，对
各村实行积分管理；压实村级责任，
对各村耕地保护工作严格实施奖惩
措施。各村将耕地保护纳入村规民
约，压实村级党员（组长）和农户责
任，对农民占用耕地建房落实“占一
补一、先补后占”责任。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今年
以来，邵东市强化耕地保护责任意识，

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动真碰硬，牢牢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该市聚力推行

“田长制”，出台《邵东市田长制实施方
案》《邵东市田长制考核办法》，密织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耕地保护网，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该市扎实开
展“春苗行动”与耕地恢复，结合抛荒
治理与春耕生产，全力调配农机与种
子，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经济组
织作用，全面开展大棚育秧与育苗，以

“零容忍”的态度遏制耕地“非农化”。
同时，强力推进违法用地整改，有序开
展耕地恢复；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与“进出平衡”，完善耕地全程一体
化保护管控体系，为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坚强保障。

邵东市 责任扛上肩 合力护耕地

“以前村里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农
业生产废弃物四处丢弃，农村生活污
水无序排放。环境整治后，户户改厨、
改厕、改污，走在村里感觉像逛公园一
样。”6月20日，双清区渡头桥镇姚喆
村村民刘友贵说。

姚喆村的改变，只是双清区通过
垃圾治理、旱厕改造、产业富农等一系
列举措，扮靓“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垃圾治理绘出环境“高颜值”。近年
来，双清区把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长期性、常态化工程
推进，聚焦长效清洁管护机制建立，着力
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为乡村按
下“美颜键”。该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清
干净、摆整齐、圈家禽、真评比”环境卫生
整治活动，对沟渠、山塘、林地、耕地、土

坎进行“地毯式”清理，共清理各类垃圾
8950吨，基本消灭卫生死角，清除牛皮
癣900多处，置换新垃圾桶300多个，清
除整改破旧违法广告牌188处。

旱厕改造改出农家新生活。小厕所
折射大文明，小“革命”反映大民生。双清
区把群众认同、群众参与、群众满意作为

“厕所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区
级领导包乡镇（街道）、乡镇（街道）班子包
村（社区）、村（社区）干部包片的改厕工作
机制。该区以滨江街道百合村为试点，在
全区全面推广，现全区共完成无害化厕
所改造800座，并对2013年以来财政投
入建设的所有厕所共6093座进行了摸
排，现已整改并验收问题厕所393座，实
现全区无害化厕所改造率达100%。

产业富农提升百姓幸福感。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双清区因地制宜、因
村制宜，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果蔬种植
等产业，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的目标。两塘村曾是省级贫困村。
2016年以来，该村在双清区委、区政府
的帮扶下，大力发展无花果、油茶、黄桃
等经济作物种植，并将人居环境整治与
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该村2018年成功摘掉贫困帽，2019
年获评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接下来，双清区将以“人居环境整
治攻坚年”为契机，紧盯目标，继续跟
进监督，在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上下足
功夫，在长效机制建立、跟踪问效等方
面持续发力，扎实做到清扫常态化、清
理日常化、卫生保持长效化，助推人居
环境持久美。

双清区 乡村新面貌 美丽又宜居
邵阳日报通讯员 邹小艳

近年来，新邵县潭府乡将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作为重点民生工作，多措
并举，精准发力，过去“脏乱差”的农
村环境逐渐变得“净绿美”。

潭府乡成立书记、乡长双挂帅的
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深
入村庄、靠前指挥，并制定出台了《潭
府乡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全域提升方案》。各村（社区）积极
谋划，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群策群
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氛
围。该乡建立了情况调度制度，对各
村的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进展情
况，实行每周一调度、每月一排名。同
时，建立绩效考核制度，采取下发《督
查通报》和《人居简报》的方式，张榜公
布、揭短亮丑，以“观成效、找差距、促

提升”为目标对各村逐一进行考核。
此外，该乡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累计投入经费100多万元，租用挖机、
铲车等大型机械 100 余次，出动清运
垃圾车 600 多台次，补充各类垃圾桶
500 余个，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
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潭府乡党委书记李登科带头抓
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大会小会讲
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定
期听取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汇报，
多次调研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听
取工作人员的意见，切实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有力推动了该乡人居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的落实。

改变群众观念是推进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的重要一环。潭府乡通过

制作宣传牌、上门发放宣传册等方式
向村民宣传讲解环境卫生“脏乱差”的
危害。近年来，该乡累计发放村规民
约8000余份，制作宣传牌80多块，在
各村醒目的位置书写永久性标语100
余条。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让村
民保护环境卫生的意识悄然转变，由

“被动保护”变成“主动保护”。
记者在潭府乡水口村文化活动

中心看到，每位前来休闲娱乐的村
民，都会随手带一个小食品袋，将垃
圾装进小食品袋中，临走时再扔进垃
圾箱。村民李大妈告诉记者，村干部
定期上门跟大家讲解保护环境卫生
的重要性，村部的宣传栏也有相关知
识，大家通过学习，维护公共环境卫
生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

潭府乡 村庄提“颜值”环境“净绿美”
邵阳日报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张海兵 安泽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袁学龙 李玲）“21日
到 23 日的大到暴雨造成了我村
山体多处滑坡，许多村民的房屋
受损严重。”6月29日，绥宁县长
铺子苗族侗族乡党坪村党支部书
记徐家明介绍，出现灾情后，县、
乡、村干部及驻村工作队立即组
织村民进行灾后自救，力求把损
失降到最低。

6月21日晚至23日，绥宁县
迎来一轮大到暴雨，各江河水系出
现不同幅度的水位上涨，城区部分
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农村受灾
严重。该县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全县干群众志成城抗洪救灾。

6 月 21 日下午，绥宁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立即组织该县气象、

水文、应急管理等成员单位防汛
责任人在应急指挥中心进行防汛
会商、指挥调度。在迎战暴雨的
过程中，气象预警接连发送，水文
持续预警，应急指挥中心点对点
调度降雨超过50毫米的乡镇，调
度上游电站开闸泄洪，提醒下游
乡镇注意河道水位，做好防汛准
备；该县应急管理局分派 3 个工
作小组到各乡镇查看灾情、指导
救灾；县交警大队民警、辅警冒着
倾盆大雨坚守在各个拥堵、漫水
的路口，指挥车辆有序通行，推行
被困车辆；县公路养护中心抢通
塌方路段，设置警示牌。

抗灾救灾行动中，该县紧急避
险转移1560人，12个乡镇出现严
重灾情，全县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绥宁县

干群众志成城抗洪救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周旭） 6月26日，新宁
县巡田乡西江村的百亩连片烟田
中，该乡有关负责人向党员们讲
授“田园党课”。

近年来，巡田乡活用现有资
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着力实现
富农强农。去年，该乡集体经济
收入村均达10.26万元。

长铺村240多亩的牡丹芍药
园，长期面临缺资金、少人力的管
护难题。该村借助“党员+乡贤+
热心群众”的志愿服务模式，定期
举办管护知识“田园党课”，将芍
药护育从最初自发自愿的志愿工

作逐渐发展为专业化操作。今
年，牡丹芍药园有望使该村集体
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位于西江村的西江农业，是
巡田乡第一个与村劳务合作社合
办的粮油加工有限公司。建成投
产后，该公司将吸纳20多人就业。

今年，巡田乡通过投资入股
分红的方式，统筹用活了2个扶持
壮大村、3个削薄攻坚村共计220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建设资金，集
中力量发展烟稻轮作优质大米加
工企业，实现了生产方式由农产
品种植向农产品深加工转型，充
分激发了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巡田乡

活用资源壮大集体经济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吕奇魁 吕发） 为利
用暑期夜间消费优势培育新的消
费热点，6月20日晚，邵阳县在东
方凤凰城举办“韵味夫夷 嗨购
一夏”第二届夜购节。

此 次 活 动 为 期 4 天 ，分 为
“吃”“喝”“玩”“赏”4个主题。该
县组织 40 家特色美食店在东方
凤凰城沿河街道，为大家提供麻
辣小龙虾、风味烧烤、特色米粉等
100 多种地道美食，并有相关部
门进行食品安全检测，确保广大
消费者吃得放心。现场还搭建了
啤酒广场，售卖国内外热销啤酒，

配合特色美食，让大家喝得尽
兴。在广场及沿河街道单独规划
区域布置了一个游乐场，提供迷
你穿梭、彩虹滑道等亲子娱乐项
目，让大小朋友们玩得开心。此
外，在夫夷江畔布设了长达 500
米的夜间七彩灯光展，让大家在
散步、游玩时欣赏多彩夜景。

邵阳县将以“韵味夫夷 嗨
购一夏”第二届夜购节为契机，大
力发展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
断完善夜间公共服务，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切实提升夜间经济活力，
进一步提升城市开放度、活跃度，
不断提升游客幸福感和获得感。

邵阳县

举办“夜购节” 点亮“夜经济”

邵阳日报讯 （彭建军 邓
光良 许名超）“唱支山歌给党
听，我把党来比母亲……”6月20
日上午，武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武冈市老年大学、武冈市军休所
联合举办庆祝建党102周年音乐
报告会，30余名文艺志愿者和军
休干部欢聚一堂引吭高歌，军休
所礼堂里歌声飞扬。

音乐报告会在激昂奋进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合唱
中拉开序幕，文艺志愿者们采用

合唱、独唱、舞蹈、乐器演奏等多
种形式，演绎了《唱支山歌给党
听》《骏马奔驰保边疆》《十送红
军》等20余个节目。现场气氛热
烈，军休干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也纷纷走上舞台展示才艺。

“我既是一名老军人，又是一
名老党员，每当听到这些唱进人
们心窝里的歌曲时，就情不自禁
地激荡出我对党和祖国无比深厚
的情感。”92 岁的军休干部李燕
辉激动地感慨道。

喜迎“七一” 军休所里歌声扬
6 月 28 日，隆回县

三阁司镇龙洲村村民
在开展浸种育秧工作，
为 晚 稻 种 植 做 准 备 。
近年来，该村村民在村

“两委”的带动下，集中
连片种植双季稻600余
亩，实行集中育秧、机
械化耕作，双季稻连年
丰收。

邵阳日报通讯员
罗理力 摄

6月21日，在新宁县金石镇政府院内，消防教官正在示范如何正
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当日，该镇举办2023年“安全生产月”消防
安全培训、演练，由镇政府组织城区各单位及6个社区100余人参与
培训。 邵阳日报通讯员 郑国华 邓暄暄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