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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龚娇玲
王婕） “‘三湘护农’专项行动聚焦惠
农惠民补贴资金、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涉农项目资金审批分配等方面，坚决惩
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
近日，一段方言版“‘三湘护农’应知应
会”宣传广播在邵东市黑田铺镇的各村
组院落中播放。这是该镇深入开展“三
湘护农”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黑田铺镇纪委将“三湘护
农”专项行动作为护航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利剑”作用，
助力“三湘护农”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透明管理链条，守好惠农惠民的

“钱袋子”。为解决惠农补贴资金未及时
发放、错发漏发等问题，黑田铺镇开展惠
农补贴资金突出问题整治。该镇大力规
范补贴发放，紧盯资金来源和资金去向
等关键环节，聚焦惠民惠农资金使用情
况，确保所有惠农资金补贴发放公平、公
正、公开进行。同时，强化平台监管，通过

“线上+线下”的形式，除村务公开外，多
举措广泛开展“三湘e监督”宣传推广，
让惠农惠民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紧盯隐形腐败，理清集体经济的“家
底子”。黑田铺镇开展“解剖麻雀式”自查
自纠，查找问题、抓好整改、跟踪问效，推
动全镇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维护
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该镇组建了
农村集体经济“三资”专项治理小组，细化

工作任务，明确整改时限，并逐村整理农
村集体经济“三资”台账，确保“三资”清理
工作底数清、账目明。此外，加强整章建
制，形成“三资”管理长效工作机制。

严守耕地红线，稳住粮食安全的“压
舱石”。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
管控基本农田“非粮化”，黑田铺镇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严格落实邵东市耕
地保护“七个一律”。该镇结合“带着板凳
进村”活动，组织镇、村干部进村入户发
放宣传手册，召开院落恳谈会，针对性开
展宣传讲解。同时，强化监督管理，针对
问题清单，主动下沉一线，对问题图斑逐
个督促整改销号。此外，该镇坚持“查办
案件开路”，对于发现的违法占用耕地线
索，责令相关村或个人立即整改到位；造
成不良后果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自“三湘护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黑田铺镇共整改耕地“非农化”、基本农
田“非粮化”图斑 10 余处，清退违规资
金1.5万余元。

邵东市黑田铺镇

“三湘护农”利剑出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邓丹丹） 8 月 7 日起，
邵阳县河伯乡城背村联合重庆
大学暄霖绘梦实践团，在河伯中
学开设“暑假小课堂”，免费为村
里的200多名少年儿童提供为期
11 天的作业辅导、阅读指导、科
普实验、安全教育等课程服务，让
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安全
的暑假。

走进河伯中学，远远就能听
到悦耳的歌声。在音乐课堂上，
全班学生在老师的带动下合唱

《鲁冰花》，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
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在儿童诗课
堂上，氛围轻松愉快，孩子们学
习热情高涨，积极展开想象，在
老师带领下一步步走入童诗写
作的乐园。

“在这里不仅收获了知识，还
收获了朋友。哥哥姐姐教我们唱
歌、学英语、学语文，还给我们介

绍了大学里面的美好生活。我以
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刘昕语小朋
友开心地说道。

为办好“暑假小课堂”，城背
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设施，
积极对接重庆大学实践团队，
第一时间通过村级服务监督微
信群向全村宣传此次活动，并
每天安排 3 个村干部值班值守
确保孩子们安全。该课堂根据
孩子们的年龄、身心特点，划分
为 4 个班级，合理化安排教学课
程，由重庆大学暄霖绘梦实践
团的 17 名大学生围绕亲近自
然、个人成长、科学手工、美育
培养等主题进行授课，并在课
余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
动，让孩子们不仅能更好地完
成暑期作业、培养兴趣爱好、拓
展课外知识，还能在互动实践
中提升文明素养、掌握安全技
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邵阳县城背村联合高校暑期实践团开设

假期免费课堂

暑假“小”课堂 育人“大”天地

8 月 7 日，在北塔区酷贝拉
垃圾分类体验馆内，辅导老师魏
莉琴和前来研学的孩子们兴致
勃勃地进行垃圾分类知识互动
游戏。在这里，孩子们可以通过
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等方式了
解垃圾的“前世今生”，学习垃圾
分类的方法，亲身体验垃圾分类
的乐趣。

垃圾虽小，却牵着民生，连
着文明。垃圾分类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需要全民参与和共同
努力。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其中，
成为垃圾分类“宣讲员”、新时尚
的“倡导者”？北塔区在实践探索
中不断创新垃圾分类宣教模式。

“当前，开展垃圾分类宣教主
要以文字宣传为主，很少采用视
听和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而且内容往往过于趋同，这就造
成了公众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和认
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北塔区
垃圾分类主题区域的设计师李杰
坦言，“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到底
怎样才能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
尚’？最后一致认为，最可行的思
路是改变宣传形式，让大众将垃
圾分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践行。”

北塔区与设计团队因地制
宜，依托该区广厦文化教育创
意园和蔡锷公园，打造了一个
集垃圾分类主题体验馆、垃圾
分类主题广场、垃圾分类主题
公园于一体的垃圾分类主题研
学基地，并在沿途进行垃圾分
类景观设计。

垃圾分类主题体验馆位于
广厦文化教育创意园内的酷贝

拉少儿素质教育体验城，目标人
群主要为家长与儿童，旨在通过

“大手牵小手”、寓教于乐的形式，
在小朋友心中埋下垃圾分类的

“种子”。
同样位于广厦文化教育创意

园内的垃圾分类主题广场，设有
导视牌、“网红”打卡点、飞行棋游
戏点以及地标点，利用靠近商圈
的优势，吸引年轻人前来打卡游
玩，主动传播垃圾分类理念。

位于蔡锷公园内的垃圾分类
主题公园临近小区，是居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设计团队通过进
行景观设计、摆放垃圾分类宣传
牌、打造垃圾分类问答长廊和垃
圾分类体验点，增加居民和游客
沿途观赏、游玩的乐趣，同时也让
垃圾分类的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深
入人心。

“从儿童到老人，从好看到好
玩，垃圾分类主题区域的受众几
乎达到了各个年龄层全覆盖，新
颖巧妙的设计也更容易吸引路人
的关注。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宣教
形式，让大众从心里认可垃圾分
类就是新时尚，从而在日常生活
中践行垃圾分类。省2023年度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期督导组也对
我们的垃圾分类创新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北塔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
多元化的研学基地，将成为大力
发展‘美丽经济’的抓手，成为家
校互动的平台，助力逐步实现‘教
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的目标。”

北塔区创新垃圾分类宣教新模式

易学好玩，这个基地很时尚
邵阳日报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刘龙英 高兴华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从山窝窝搬
出来，让我过上了幸福生活……”7 月
17 日，在隆回县七江镇高家易地搬迁
安置点，安置户黄吉元向前来调研的
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调
研组介绍道。

黄元吉全家6口人，老家在七江镇
寨冲村 12 组的深山老林，生产生活极
不方便。2018 年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一家人下了山。他在安置点管委会
担任副主任，并从银行无息贷款买了
一辆挖机在本地干活；妻子马桃花在
当地做保洁员，并在就业帮扶车间务
工，家庭收入稳定。

据悉，在隆回县，像黄元吉一样
“搬出大山，迁入幸福”的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共有2420户9650人。

村民变居民 生活有滋味

“在山里生活习惯了，下山进城，
还是有点不适应。通过政府的一系列
后续帮扶，我们慢慢融入新生活……”
家住县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
思源小区的刘道生抿着嘴笑道。

为了推动搬迁群众融入新社区、
适应新生活，隆回县积极探索社区治
理新模式，推进服务智能化，实现管理
精细化，着力解决搬迁群众身边的操
心事、烦心事。一方面，建立“小区管委
会+物业公司+楼栋长”的“三位一体”
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构建“党支部+党
员+群众”的党建网格，动员党员参与
小区管理。同时，完善自治、法治、德
治、善治“四治合一”的社区治理体系，
建立社会救助、群众互助、纠纷调解等
志愿性服务组织 10 余个，选聘精明能
干的搬迁群众 72 人担任楼栋长，组织
开展篮球赛、中秋茶话会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
安置小区内建立养老服务中心、

图书馆、篮球场、充电桩、停车场等生
活服务设施。围绕就近就学，该县投资
4000万元在兴业小区附近新建了城东
公立幼儿园，提供 600 余个学位；投资
3000 万元在思源学校扩建一栋教学
楼，增加1000个学位。

农民变工人 就业有保障

县城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兴业
小区的居民范桂贞，工作日吃过早餐
就去和硕鞋厂上班，从家到工厂步行
仅十来分钟的路程。她说：“以前在家
是个农民，做梦都想当工人。没想到易
地搬迁圆了我的梦，家门口就业很方
便……”

近年来，隆回县坚持把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持续增收作为后续扶持工作的
关键，细化帮扶措施，拓宽群众就业渠
道，最大力度促进搬迁群众稳定增收、
安居乐业。截至目前，全县搬迁群众中
有劳动意愿且已就业的达4220人。

该县深化与广州、深圳等地的劳务
协作，进行“点对点”对接、“门对门”输
送。同时，举办专场招聘会，开辟就业信
息宣传栏，开展线上服务，创办全市首
家“零工驿站”。该县还因人因岗开展培
训，今年来培训搬迁群众129人。

围绕农业、交通、水利、文化旅游
等领域，该县推动实施一批投资规模
小、技术门槛低的“以工代赈”项目，共
吸纳148名搬迁群众就业。通过因地制
宜引进就业帮扶车间，引导搬迁群众
就地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农产品加
工、来料加工，目前全县共建成易地搬
迁就业帮扶车间9个，吸纳391名搬迁
群众就近就业。12家专业合作社，结对

帮扶易地搬迁家庭455户。该县还开发
了光伏发电管理员、护林员、公路养护
员等公益性岗位，安置 97 名困难群众
就业。

家业变产业 致富有奔头

“我以前跟着别人去打工，现在当
上了劳务经纪人，总算有了自己的产
业。”从小沙江镇搬进县城的康纪平
说，易地搬迁进城后，最大的特点就是

“家业变产业”。
该县坚持将后续扶持产业发展与

县域经济发展统筹谋划，着力构筑“县
有特色产业、镇有产业基地、户有产业
项目”的后续产业扶持体系，实现所有
易地扶贫搬迁户产业帮扶全覆盖。

在全力推动“以工代赈”政策向安
置点发展产业重点倾斜的同时，该县
将乡村振兴产业帮扶各类优惠政策向
安置点倾斜，出台《易地扶贫搬迁户后
续扶持农业产业帮扶工作方案》，激发
搬迁群众产业致富内生动力。

通过推行“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易地搬迁户”的联农带农帮扶模
式，该县 2420 户 9650 名搬迁群众享
受到产业帮扶收益，户均增收 400 元
以上。

对搬迁群众中自主发展产业的脱
贫户，该县采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易地搬迁户”模式签订产业帮扶合
同，由帮扶主体通过产前产业确定、产
中技术服务、产后保底回收的方式进
行直接帮扶。对无劳动能力的脱贫户
实行委托帮扶分红增收。

隆回县在易地搬迁中做到“扶上
马、送一程”，助力搬迁群众融入新生
活，真正让搬迁群众住得稳、过得安、
有奔头。

隆回县
昔日贫困户搬出大山开启幸福新生活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杨贵新 马梦娜 周 剑

8 月 10 日，游客在

洞口县高沙镇高沙村葡

萄园采摘葡萄。近年来，

该县引导农民种植葡

萄、荷花、玫瑰等经济作

物，打造集农业、观光、

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美

丽田园”产业带，促进农

旅融合发展，带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邵阳日报通讯员

滕治中 摄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8月8日，在武冈市晏田乡第二届“辣椒文化节”活动现场，该市
纪委监委开展“‘辣’味足、‘廉’味浓清廉文化书法创作”活动，着力打
造“一域一品、一乡一品”清廉文化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内涵、增
添“廉”动力。

邵阳日报通讯员 周维标
邓文 摄影报道

清廉邵阳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