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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张之夏） 7 月 28 日，全省数字乡村现场
推进会议在我市召开，与会代表到大祥区
城南街道台上村实地考察了大祥区数字
乡村建设情况。作为大祥区数字乡村建设
组成板块之一，大祥公安打造的“数字乡
村警务”在这次考察中崭露头角，受到考
察代表们的高度关注。

今年以来，为策应数字乡村建设，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大祥公安充分利用现有数字
技术，结合“大祥微警”在乡村的推广应用，
在台上村试点，探索出“线上线下结合，智慧
传统互补”的全新数字警务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概括而言，即：数字地图概览全貌；数字
台账详载实情；数字名册畅联群众。

一张数字地图概览乡村全貌。利用航

拍技术，制作了乡村全景数字地图。通过
这张全景地图，各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包
括所有的道路、山林、农田、水域、建筑，以
及村民的住宅、房屋尽收眼底，一目了然，
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直观性和数字化。

一套数字台账详载乡村实情。基于前
期海量的基础摸排数据，在数字地图上对
各点位所涉及的人、车、路、企、事、物、场
所等相关要素逐一进行标注描述，形成一
整套数字警务台账，实现海量基础信息的
精确性和数字化。

一份数字名册畅联乡村群众。依托
“大祥微警”的推广，实名制添加居民好
友，附加地域、身份等相关标签备注，形成
了一份全面覆盖的村民数字名册。通过这
份名册，全面畅通警民沟通渠道，强化服

务管理，实现基层警民沟通、宣传发动、预
警防范的针对性和数字化。

数字警务试点开展以来，台上村建立完
善了涵盖4大类30余项5000余条基础信息
的数字警务台账。通过数字地图、数字台账
和数字名册的应用，创造性地开展巡逻防
控、治安防范、法制宣传、预警提示、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整治、紧急求助警情处置、防溺
水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5月份以来，该村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治安行政案件与去年同比下降50.36%，矛盾
纠纷调处成功率、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率
均达100%；全村未发生溺水或交通事故致
人伤亡事件；利用“大祥微警”数字名册的宣
传发动功能，帮助村民快速找回走失的老
人、儿童3名，找回电动自行车1辆。

大祥公安“数字乡村警务”崭露头角

7月26日10时许，在大祥区桃花路与湖
口井路的交叉处，25岁的电力工人曾佳俊和
同事们正在做带电作业前的准备工作。他
们将作业时需要的护具和工具一件一件在
地上摆放整齐。“准备这些东西可马虎不得，
搞好安全生产至关重要。”曾佳俊说。

本次带电作业包括带电立杆及为新
架线路搭火，也就是重新立一根电线杆并
使新建线路与主线对接通电，以缓解附近
居民的用电瓶颈问题。在不停电的基础
上进行作业，难度系数更高。曾佳俊在地
面戴上安全帽、系上安全带、穿上绝缘披
肩、戴好绝缘手套，长衣长裤再加上绝缘
披肩和绝缘手套，整个人像多穿了几层厚
厚的衣服。穿戴完毕后，曾佳俊带上一捆

导线遮蔽管上了绝缘斗臂车。绝缘斗臂
车将他送上 15 米高的空中，他将导线遮
蔽管一节节安装在 10 千伏的高压电线
上，防止工作人员作业时触电。

随着工作的不断进行，太阳逐渐来到
头顶，变得格外燎人。“我们的带电作业一
般中午也不休息，实行轮换制，工作一两
个小时后就下来休息，换另一个人上。”曾
佳俊作为打头阵的工人，在装完导线遮蔽
管后，仍然停留在半空。等待吊车将另一
节未组装好的电线杆对准基础后，拧紧连
接两根组装杆的螺栓。完成这一系列工
作，曾佳俊已经在绝缘斗里待了两个小
时。“绝缘斗为了保证绝缘，也不透气，待
久了就如同在蒸笼里一样。”曾佳俊说。

曾佳俊是邵东人，今年3月开始从事电
力工人这一职业。“工作很辛苦，但能解决
好供电故障，在炎热的夏天为群众守住一
丝清凉，就觉得很值得。”他在大学实习的
时候，就进入电网跟班学习实操技术，目前
已经是国网邵阳供电公司配网带电作业技
术中心的熟练工人。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配网带电作业技
术中心副经理李秀俊介绍，本次带电作业
共有 11 人参加，为了缓解曹家冲片区居
民“饭都煮不熟”的用电瓶颈问题，工人们
全力以赴抢抓工程进度。“他们是真的辛
苦，工作一段时间后，手套里面能倒出水
来。”李秀俊说。

炎炎烈日下，为了迎峰度夏，守护住居
民们的清凉，电力工人像“超人”一样不惧
酷暑，完成各项检修和建设工作。

曾佳俊：守护清凉勇担当
——“奋斗·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之七

见习记者 曾彥菲

“爸，爸……”在肖沛宇持续一年的语
言康复训练下，这几天，一位脑瘫孩子说
出了“爸爸”的音节，家长喜极而泣，对肖
沛宇感激万分。

肖沛宇是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的一
名普通教师。从事特殊教育工作11年来，
她坚持用心了解、细心呵护、耐心引导，努
力让每个残障孩子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
展，用坚守为他们照亮前行的路。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不容易。面对生
活自理能力差，口水长流、哭闹不止，上课
想走就走，想躺就躺，甚至有严重暴力倾向
的学生时，肖沛宇没有退缩、没有不耐烦，
而是小步子、多循环，用无数次重复教育，
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帮助他们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会正确表达需求。

11年来，肖沛宇把慈母般的爱融入工
作之中，给脑瘫手痉挛的孩子喂饭，带生
病的孩子去看医生，对有心事的学生进行

心理疏导，帮他们更换大小便弄脏的衣
物。面对有打、砸、咬等严重暴力行为的孤
独症、多动症孩子，她没有放任不管，而是
通过记录和观察，运用行为矫正改善问题
行为，教会他们如何正确表达情绪和需
求。一个个温暖贴心之举，像一缕缕阳光
照进特殊孩子的心里，也更激发了他们健
康成长的信心。

培智教学对象个体差异大，进步缓
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平和的心态。在
教育教学中，肖沛宇从每个特殊孩子的障
碍特点、特殊需要、兴趣出发，以人为本，
实施分层教学和个别化教学，让每个层次
的孩子都体验到成功感，找到学习的自
信，从而一步步成长。

鸣鸣（化名）中度智力障碍，敏感内
向，触觉敏感，手上长长的黑指甲不让人
碰。肖沛宇没有批评他“不讲卫生”，而是
理解残障特点，耐心开导，每天给他进行

触觉训练，利用系统脱敏法帮他消除恐
惧，将黑指甲剪掉，用拥抱肯定了他的勇
敢。经过不断正面教育，及时强化积极行
为，现在的鸣鸣上课会积极举手，下课常
常会去她办公室问好，性格逐渐开朗，还
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双休日和节假日，肖沛宇积极开展
“送教上门”，为重症残障孩子送去教育和
温暖。曾经认为患有孤独症的孙子已经

“无可救药”的奶奶，看到孙子的精细动作
潜能被挖掘，经训练后能独立搭建复杂乐
高模型时，满含热泪地拉着肖沛宇的手拉
家常、表谢意。

不少孩子家庭困难，父母长期不在身
边，更是疏于照管。每到换季，肖沛宇就发
动朋友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捐赠衣物和生活
用品。近3年来，捐赠衣物达2600余件。

播种希望，收获芬芳。11年来，肖沛宇
出色的特教工作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家长
的认可、同事的一致好评，先后被授予“省
特殊教育工作先进个人”“邵阳好人”“邵阳
特教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面对荣誉，肖
沛宇说：“能够帮助无法生活自理的孩子成
长为有尊严、有自信，并且能够自食其力的
人，是一种更幸福的成就感。”

播种希望 收获芬芳
——记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肖沛宇

李 超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蒋 易 薇 曾建伟 通讯员
宁丽萍 唐静） 7 月 31 日下
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邵
阳国寿”）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第二届红歌大
赛，16 支队伍以铿锵激昂的
歌声和饱满真挚的热情，表达
对党、对祖国的热爱。

比赛中，各参赛队伍唱响
《万疆》《保卫黄河》《走向复
兴》《灯火里的中国》《南湖的
船，党的摇篮》等红歌。表演

精彩纷呈，现场观众热血沸
腾，掌声热烈。

该分公司负责人表示，
邵阳国寿人用歌声展现奋斗
姿态和蓬勃力量，激发与公
司共成长、同发展的热情与
斗志。站在“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起点和公司高质
量发展的新赛道上，邵阳国
寿将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
神，以使命必达的政治担当
和“司强员富”的优异业绩，
为推动邵阳保险业的发展作
出新贡献。

邵阳国寿：
红歌大赛唱响新时代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钊） 8月
1日，绥宁县林业局组织竹蝗
防治专业队伍，来到麻塘苗族
瑶族乡开展竹蝗防治作业，及
时将蝗害控制在萌芽状态。
这是该县以林长制为抓手，全
面推进辖区森林病虫害防治
的一个缩影。

绥 宁 县 拥 有 竹 林 面 积
5.33万公顷。今年入夏以来，
受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该县
0.1 万公顷竹林面临竹蝗威
胁。该县县、乡、村、组、点林
长迅速反应，第一时间获取竹
蝗虫发生准确信息，快速实施
灭蝗方案。

当日，在麻塘苗族瑶族
乡，竹蝗防治专业队伍对长
寨、江抱、三寨、溪口等村发
生竹蝗的林地进行无人机
药物喷洒和有针对性的地
面人工防治，以最快速度、
最小成本，实现了最佳防治
效果。

“我们采用无人机消灭竹
蝗虫，平均每天作业面积可达
67公顷。”绥宁县竹蝗防治专
业队伍技术负责人说。据介
绍，根据受灾范围及竹蝗迁徙
危害习性，绥宁县有望在8月
15日前完成全县竹蝗灾害防
治作业，切实保障林农财产安
全和全县生态安全。

绥宁：林长灭“竹蝗”

7 月 31 日，培
训教师在演练如
何给卧床老人翻
身 等 护 理 技 能 。
为让全县各民族
有劳动能力和创
业意愿的下岗职
工、困难职工具备
一技之长，新邵县
总工会举办为期5
天的2023年“一户
一产业工人”养老
护理员培训班，帮
助他们就业增收。
邵阳日报通讯员

何雯 唐文峰
摄影报道

（上接 1 版）通过几年的
探索实践，目前全市已实现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管理
常态化，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
工作队伍。各县（市、区）反映
的问题原则上一周内解决，难
以短期内解决的重大问题提
出工作思路，先行试点，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经验后及时向政
府常务会议报告研究决定。
同时实行月调度、季度抽查，半
年度总结、年度全面检查通报
制度，对工作落后的县市区进
行约谈。不定期印发工作简
报，及时推广各地在工作中好
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交流创
新、你追我赶的工作局面。

以“新”换“心”，
老居民乐享“新”生活

“这里的下水道长年堵
塞，雨天污水横流，晴天臭气
熏天。我们每年都要自筹资
金清淤疏通，但是效果很不
好。”在民兴综合楼住了40余
年的付香娥老人诉说着过往
的居住状况。

西外街民兴综合楼地处
西外街社区边缘，规划建设的
民族北路将该栋楼42户居民
隔离于仙人井老旧小区片区
改造规划蓝图之外。“群众的呼
声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向。区、
街道、社区通过向上积极争取、
整合项目资金、居民自筹等方
式，共筹措50余万元资金，对
民兴综合楼的下水道管网、化
粪池等进行了系统疏通，并硬
化了楼房后坪，划设了停车位、
安装上健身器材。”西外街社区
党总支书记张敏说。

“困扰我们几十年的‘老大
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社区不仅
修建了游步道、凉亭，就连楼栋
间的插花地都有了绿化，我在家
门口的健身广场上就可以锻炼
身体。”付香娥细数着老旧小区
改造为社区居民带来的实惠。

牌楼路沿线大部分房屋
建于20世纪70年代，该片区
一度存在卫生环境差、配套设
施老化、服务功能不全、墙体
脱落、屋顶漏水、绿化不达标等

问题。对此，在老旧小区改造
过程中，社区重点对该片区的
房屋进行全面摸底，该纳入改
造的改造，该重建的重建，并对
片区停车位、综合管网、道路规
划、绿化景观、环境卫生、夜间
照明等进行了全面系统设计。

“我家的房子 2020 年被
鉴定为 D 级危房，2021 年开
始启动改造，2022 年 10 月住
了进来。现在旁边入驻了‘邵
阳红’专卖店、华泽酒行、古玩
店等，我明年也准备做点小生
意，感谢党的好政策，不但让
我住进了新房，还为我找到了
一条增收的好门路。”仙人井
社区居民赵中意说。

如今，在仙人井片区，通
过宣传栏里改造前后小区对比
图和小区实景，从居民脸上对
生活环境改变带来的笑容中，
都能看到一批在时代变迁中失
去光彩的老旧小区旧貌换新
颜，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越来越
多的老旧小区居民切身感受到
了“幸福来敲门”的喜悦。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
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各级
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面
子”工程，更要重视“里子”问
题，在实施过程中，要多一些
民生视角，多一点居民自治，
要在改造中真正破解百姓

“急难愁盼”的问题。留住文
化肌理，保留历史记忆，还要
创新服务模式，重视长效管
理，在共商、共建、共管、共
治、共享中不断提升居民的
参与度和满意度。

社区更要立足实际，广
泛征求意见，确保好钢要用
在“刀刃”上，精准解决好居民
最关心、最急迫的环境卫生、
健身设施、水电气配套、排污、
电动车智能充电桩等问题，
从而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动
力。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居民
都切实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享受到环境变化带来的舒心
和美好。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