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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城步苗

族自治县汀坪乡汀

坪村，古苗寨高山水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工作人员在观察八

月炸的成熟情况。立

秋节气，当地种植的

苗香梨、八月炸、葡

萄等特色水果渐次

成熟，广袤的山乡处

处飘散着甜蜜诱人

的果香。

邵阳日报通讯员

严钦龙 摄

8 月 6 日，室外的温度格外高，
大家都在寻找阴凉地避暑，却有这
么一群人，顶着热浪在各大建筑工
地忙得热火朝天。杨进贵便是这个
群体中的一员。他是一名钢筋工，在
建筑工地做钢筋捆扎已近十年，小
小的扎钩在他手中灵活翻飞，为一
栋栋建筑织出牢固的钢筋骨架。

因为天气炎热，项目部调整了
施工时间，6时上工，中午最热的几
个小时可以好好休息。清晨，天微微
亮，杨进贵就起床了。简单吃过早
饭，他便来到工作楼层，戴上手套开
始铺钢筋、扎钢筋，这是杨进贵每天
的日常工作。捆扎钢筋的工作是辛
苦的，大热天还要戴上厚厚的手套。
杨进贵说：“钢筋很粗糙，若是不戴
手套，一不留神就要磨出水泡，太阳
一晒还会烫手。”毒辣的太阳下，记
者手里的水很快就变热了。这时，杨
进贵拿出一个不起眼的保温杯。这
是他昨天晚上用矿泉水瓶装好放在
冰箱里的水，早上倒进保温杯里，一
整天都是凉的。他倒了一杯递给记

者，还冒着丝丝冷气。
“老杨，你那里还有匝丝吗？我

这少了一些。”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老杨”是工友对杨进贵的称呼，不
仅是因为年龄，更是因为熟稔。杨进
贵一边递过匝丝一边说：“钢筋捆扎
的质量直接影响建筑质量，别看这
小小的匝丝，虽然很软很细，钢筋之
间的连接可全靠它。一根匝丝很细，
但是一根主梁上可是有成百上千
根，把钢筋固定得死死的。”采访过
程中，杨进贵也没有闲着，扎钩在他
手里旋转飞舞。他用扎钩将匝丝一
根根绑扎在钢筋连接处，快速旋转
几圈，匝丝就牢牢捆住了钢筋。杨进
贵的速度很快，5秒钟就能捆好一根
匝丝。仔细端详捆扎好的钢筋，每一
个的圈数和形态都近乎一样，如同
复制粘贴。

问他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累不
累，杨进贵停下手里的动作，跟记者
细数这十年来参与过的城市建设，
然后转头指着旁边已经封顶的大楼
说：“这两栋就是我们修的。”语气中

全然不见疲惫，满是骄傲。杨进贵在
邵阳修过人防工程、盖过写字楼、修
过桥，这些工程都离不开钢筋，当然
也离不开钢筋工。在他眼中，自己从
事的是建筑施工中相当重要的一道
工序，钢筋的口径、位置、数量、匝丝
固定的圈数都有严格要求。“我们负
责的是整个建筑的骨架，只有骨骼
结实了，工程质量才会好。”杨进贵
笑着说。

“做完这一层就封顶了，也是时
候休息几天了。”下班时间到了，杨
进贵和一众工友边走边聊。“休息一
两天就要开始做下一栋，工期不等
人啊，还得多赚点钱，家里孩子读书
用功，我也不能拖后腿。”话音未落
便响起一片爽朗的笑声。夕阳西斜，
金色阳光洒在工友们布满汗水的脸
上，灿烂的笑容愈发耀眼。

杨进贵：扎钩“编织”钢筋铁骨
——“奋斗·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之十一

邵阳日报记者 唐杨威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蓝

通讯员 唐波） 8月8日，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永红调研市矿山救护支
队建设情况。他要求，科学谋划、练好
队伍，全面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市矿山救护支队是我市一支集水
域救援、防汛抗旱、矿山排水、自然灾
害抢险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
伍。2022年10月，该支队被国家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命名为国家矿山应
急救援湖南排水队。

为做好装备存放和实操实训工
作，市矿山救护支队拟在双清区洋溪
桥和下河线建设装备库房和实训演练
场。当天，王永红前往选址地进行调
研，仔细查看周边环境和地形地貌，详
细了解项目占地面积、规划建设、功能
布局等内容，并对筹建工作提出意见

建议。他指出，要立足实际，科学谋划，
切实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整合各
类资源，有力有序推动建设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矿山
救护支队相关负责人汇报了队伍建
设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与
会单位围绕支队建设需求进行讨论
发言。

王永红指出，各相关部门要充分
发挥职能优势，强化统筹和协调，加
大对市矿山救护支队建设的支持力
度。市矿山救护支队要珍惜荣誉、抓
抢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政策、
资金支持，做好资源整合和政策结合
的文章，同时要进一步提升队伍综合
应急救援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提供
坚强保障。

全面提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王永红调研市矿山救护支队建设情况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黄 云
通讯员 张剑波 庞兆良） 8 月 9
日，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专家组一
行到邵东市流光岭镇槐子山村，开展
农业科技下乡活动，助力黄花菜产业
振兴。

专家组一行来到该村黄花菜种植
基地，认真察看黄花菜长势情况，并就
黄花菜后期管理、病虫害及杂草绿色
生态防控、黄花菜产品深加工、品种提
纯复壮、培育壮苗等关键技术给出了
建议和意见。

邵 东 市 现 有 黄 花 菜 种 植 面 积
4793.3 公 顷 ，采 摘 面 积 2800 公 顷 ，

2022 年干花总产量 5100 余吨，产值
2.3亿元。其中，黄花菜主产区流光岭
镇黄花种植面积超 893.3 公顷，主要
品种有早熟四月花，中熟冲天花、猛
子花、白花等，黄花菜产业发展势头
良好。

座谈会上，专家组与村“两委”负
责人就黄花菜发展壮大及项目申报等
进行了深入交流沟通。专家组指出，要
注重土壤改良和品种提纯复壮，加强
院村合作，强化专家科技指导服务；要
加强政府引导，加大项目扶持力度，做
好现代营销，推动邵东黄花菜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

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科技助力黄花菜产业振兴

8月4日，邵阳市第十中学副校
长杨伟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做一
名教师是幸福的，看到学生们通过
努力获得成功，尤其感到十分骄傲。

杨伟辉1996年8月参加教育工
作，从事生物教学。由于工作成绩突
出，2021 年 3 月起担任市十中副校
长，分管后勤与安全工作。多年以
来，他坚持廉洁从教，倡导快乐学
习，推崇对学生个性和能力的培养，
通过多年的哺育和耕耘，培养了一
批批优秀青少年，获得诸多荣誉。

“杨老师，我考上了，我被浙江大
学录取了！”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清晨，
杨伟辉接到一个“特殊”电话，打来电
话的是他所带班级的学生小黄（化
名）。高考放榜后，杨伟辉接到过不少
喜报，最让他欣喜的还是这通电话。

“她给我的印象是很害羞，几乎
不和同学说话。”杨伟辉说，小黄是

个很特别的孩子，成绩一直优异，但
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初三上期，
小黄性格大变，逆反心理严重，成绩
一落千丈。杨伟辉通过家访，得知小
黄的父亲身患重病，日子过得捉襟
见肘。得知情况后，杨伟辉坚持每月
到小黄家里走访，不仅为她争取到
困难学生帮扶资金，还帮助她的父
亲联系了名医。感受到温暖的小黄
渐渐有了改变，她和班级教师、同学
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还通过竞选当
上了班干部，成绩也迅速攀升，最终
相继考上了市二中和浙江大学。

杨伟辉自2021年任学校副校长
分管学校后勤与安全工作以来，做
到防疫有责任、管理有担当。在立足
防疫的基础上，内树制度挖潜力保
安全，外树形象争资金搞改造，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不仅还清了400余万
元学校历史欠债，还让学校教学硬

件焕然一新。2022 年学校被评为市
综治优秀单位，校园被评为邵阳市
最美校园；学校后勤服务贴心，受到
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学
校师生的好评，他本人连续四年年
终考核为优秀。

27年漫漫教学路，杨伟辉担任过
班主任、备课组长、中层干部和副校
长等职务，他把自己的火热青春、满
腔热忱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作为学校
负责人之一，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
理念，即快乐学习、热爱学习，致力于
让学习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做到教
育学生三年，影响其三十年；他注重
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因材施教，
推崇个性和能力的培养，并取得多项
荣誉：获得湖南省首届微课大赛三等
奖、市直“优秀教师”和“扶贫先进个
人”称号，以及市级嘉奖4次。此外，他
撰写的《浅谈新时代下的德育教育》

《挖掘隐性课程》《初中生物课堂教学
的策略》等论文分别获得全国、省、市
级一等奖。

杨伟辉说，在三尺讲台上付出了
努力，也收获了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将矢志奉献爱心，培育幼苗成长。

满 腔 热 忱 献 教 育
——记邵阳市第十中学副校长杨伟辉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杨威
通讯员 李倪 王帅栋） 近日，北塔
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涉企行政纠
纷。“法官，感谢您对我的案件尽心尽
力，让我在短时间内就拿到了赔偿款，
帮我节省了打官司的成本和精力。”进
城务工人员孙某与用工企业达成调解
后，孙某与公司代表朱某均表达了对
法官周艳玲的感谢。

甲公司承包了一处房地产的绿化
工程，因交付期临近，包工头喊来附近
村民孙某做工。孙某在种花时不慎摔
伤。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孙某
对甲公司承包绿化工程一事也不知
情，遂以房地产公司为用工主体，向当
地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社保部门
通过审查施工合同，发现甲公司才是
真正的用工主体。于是，社保部门要求
孙某变更用工主体重新申请工伤认
定。经过再次调查，社保部门最终以甲
公司为用工主体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整个过程历时近一年。

“孙某才做了几天事就摔伤了，涉
及赔偿数额也不少，对我们公司来说，
有点难以接受，而且公司与孙
某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应
该按提供劳务受害进行赔偿。”

甲公司代表朱某认为，社保部门不应
认定孙某受伤为工伤，遂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北塔法院撤销社保部门作出
的认定工伤决定。朱某还提出，受前几
年疫情影响，企业正面临诸多困难，难
以承担大额赔偿。

周艳玲了解案情后，考虑到劳动
者维权的辛苦和企业的实际困难，促
成双方调解更有利于案结事了。遂在
庭后多次与双方沟通，但因双方对于
赔偿数额争议较大，前期调解效果并
不理想。周艳玲并未因此放弃，详细咨
询了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后，再次将双
方召集到法院，厘清了赔偿款项，讲明
利害关系和法律后果。经过不懈努力，
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甲公
司向孙某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54000元。

本案的成功调解是北塔法院行政
审判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缩影。2023 年以来，北塔法院成功调
解涉企类行政案件13件，达到了实质
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社
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北塔法院致力调解涉企类行政案件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罗兴茂） 今年8月15日，
是首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
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
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 月 6 日，市
发改委发出《全国生态日倡议书》，
倡导全市人民要像呵护生命一样爱
护生态环境，从各种小事做起。

倡议书指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共同理念，开展“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共同行动，需要全市人民的共同
参与。大家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受
益者，更是实践者、推动者、宣传者。

倡议书倡导，要节约粮食反对
食品浪费。牢记“要想身体好只吃七
成饱”的生活理念；家庭按人数、食
量配菜煮饭，一餐用完；在食堂吃多
少打多少，摒弃讲排场、比阔气、爱
面子等陋习。要拒绝商品过度包装。
践行“节约能源资源，爱护生态环
境”要求，拒绝购买过度包装商品。
要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推行

绿色发展方式，提倡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家庭自备布袋和菜
篮子，买菜购物自带布袋或菜篮子，
拒绝使用塑料袋；非必要不使用一
次性茶杯、塑料餐具等，选用可降解
的一次性茶杯和餐具等。少开一周
（日）车。树立“能走不骑、能骑不
坐、能坐不开”出行理念，在 8 月 14
日至20日全国生态日期间或者8月
15 日当天，少开一周（日）车，选择
乘坐公共汽车、骑车、步行等绿色出
行方式。

倡议书说，“举手之劳、大美邵
阳。”全市人民要从自己做起、从现
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携手共进，共
同为建设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
常新的美丽邵阳而努力奋斗。

第一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市发改委发出倡议——

爱护生态环境，从小事做起

优化营商环境邵阳在行动

(上接1版) 他们到“量身”精选的岗
位上对口跟班，在实战锻炼里“拜师”
取经，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经济建设和
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帮助干
部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提升服务产业
发展能力。

明确导师“结对子”，提升综合素
养。结合实际出台《洞口县年轻干部
结对帮带机制实施方案》，将全县 35
周岁以下的高学历优秀年轻干部、选
调生、省市派挂职干部均纳入帮带范
围，指定县级领导与所在单位班子成
员与年轻干部结成“传帮带”对子，真
正做到结对帮带全覆盖。结对导师分
阶段、有重点地从思想、工作、作风 3
个维度对年轻干部进行帮带。经常性

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帮助克服
浮躁、自大心理，及时发现和纠正不
良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小毛病
演变成大问题。将年轻干部有针对性
地放在中心工作一线、重点项目一
线、包村工作一线、信访维稳一线、招
商引资一线等工作一线现场历练，下
任务、压担子、出难题，不断提升工作
水平。结对导师通过言传身教，常敲
警钟，常念“紧箍咒”，帮助年轻干部
在工作开始阶段就建立讲规矩、守底
线的良好作风，扣好从政第一粒扣
子。领导干部全方位护航，快速提升
年轻干部复合能力和综合素养，使年
轻干部逐步成为洞口事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