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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谢琼） 近日，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伍
先明率调研组到新邵县调研
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
开展情况。

当天，调研组一行首先
来到新邵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实地考察垃圾焚烧
发电工艺流程，详细询问项
目运行情况。新邵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一期项目于 2020
年 9 月开工建设，服务范围
包括邵阳市区、新邵县、隆
回县和邵阳县四地，日处
理能力达 1500 吨，年发电
量约 1.3 亿千瓦时，可实现
环 境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的

“双丰收”，将成为我省中
部集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生
态旅游、绿色植被和环保教
育为一体的标杆项目。调研
组还实地调研考察了酿溪

河污水处理管网建设现场，
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
解污水处理、水环境保护等
情况。

座 谈 会 上 ，调 研 组 充
分肯定了新邵县改善生态
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所
取得的成绩。调研组要求，
新邵县政协改善生态环境
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要争取
树亮点创品牌，进一步统
一思想，找准着力点，围绕
全市五大行动持续发力。
要进一步抓实委员工作室
生态环境监督工作，强化
考核，对各民主监督小组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价，
建立有效机制。要进一步
做好市县政协联动、县政
协和部门单位联动、宣传
推介联动，形成强大工作
合力，助推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市政协到新邵调研改善生态环境

专项民主监督开展情况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袁隆平院士用
了 50 多年时间，把一粒野生稻种变成了
世界受益的“超级稻”。在邵阳，地处西南
的绥宁也是全国著名制种大县之一，袁隆
平院士曾为其题词：“中华杂交水稻制种
第一县”。

绥宁享有 3 个“国家级”金字招牌，
2013年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
种子生产基地，2019年杂交水稻国家重点
实验室——水稻种子烘干技术研究基地
在绥宁建成，这是全国唯一的水稻种子烘
干技术研究基地，2022年被农业农村部认
定为国家级制种大县。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绥宁虽然全面提
升了绥宁县制种产业能力，但也还存在一
些问题：

基地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绥宁地处偏
远山区，地形地貌导致农田田块小，梯田
多，农田建设投入成本高，部分制种基地
修建于20世纪，水利设施老化严重，农田
基础设施条件差，难以适应大面积机械化
制种需要，不利于制种产业全面提升。机
械化生产水平有待提升，受限于农田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水平、规模化建设水平，全
县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综合机械化程度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生产环节关键的农机农
艺融合技术有待改进；机育、机插、机防与
机赶粉等普及率还有待提高。产业没有形
成品牌。绥宁作为“中华杂交水稻制种第
一县”，没有形成绥宁品牌和邵阳品牌。

市政协委员徐怀友以强烈的忧患意
识与高度的责任担当，将目光聚焦绥宁种
业现代化发展遇到的难点和瓶颈，对此进
行了深入调研，在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上，提交了《关于发展绥宁杂交水稻制
种 打造邵阳制种优势产业的建议》。提

案深入分析了绥宁制种产业发展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从三方面提出建议：

实施种业创新平台行动。集合全市种
业优势，建立制种产学研科研基地；建立
一批创新基地、试验基地；建立数字化制
种管控平台，打造独具特色的数字化制种
基地。

实施基地提质行动。将制种产业列入
我市优势特色产业，制定相关产业发展规
划，将制种区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
围，完善制种区农田水利、道路基础设施。
鼓励集中土地流转，连片规模发展。建立1
至2个制种关键技术示范点或百亩以上示
范片。开展种子精选、加工、质检技术合成。

加大财政资金项目投入。对机械化生
产、推广集中育秧进行补贴。支持相关县
市开展与制种相关的农耕文化传播活动，
支持编撰制种方面的资料，扶持建设制种
博物馆、展览室等场所设施。

提案主办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在领办
提案后，迅速与徐怀友委员联系、沟通，详
细了解提案意图，在充分听取提案人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作方案，确保提案办
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目前三条建议
均得到不同程度落实。

在“实施种业创新平台行动”方面，组
建了市种业创新工程中心，由市财政每年
安排资金用于种业创新、制种基地建设。
中心运行以来，制定了《邵阳市种业创新
工程中心工作方案》，明确了绥宁县杂交
水稻制种基地提升的建设目标。目前在大
祥区曾桥村正建设稻作公园，着力打造成
集休闲旅游、制种科普示范、产学研结合
的近郊高效现代农业样板工程，推动高效
智慧农业发展。

在实施基地提质行动方面，将制种产

业发展纳入了《“十四五”农业农村发展规
划》，出台了《邵阳市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
案》，明确将制种基地建设优先纳入高标
准农田建设。目前绥宁建成了高标准农田
12.14万亩，涵盖了大部分制种基地，助力
杂交水稻制种“五化”建设。今年，高标准
农田建设投资每亩达到 3000 元，其中绥
宁1万亩，集中在武阳、红岩等地方。我市
制定的《邵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2021－2030年）》已正式上报，明确要求
将制种区域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投
资方向。目前，通过政企共建方式，在唐家
坊、武阳等乡镇着手建设现代种业产业
园。下一步，将继续引导大型种业企业在
绥宁县开展制种加工、精选、包装、质检等
技术合成。

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方面，将向省里
建议探索在杂交水稻制种领域推广相关
补贴政策。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通过
全国人大代表胡美娥向国家提出了《关于
将邵阳市打造成全国现代种业基地的建
议》。2020年，推荐绥宁县农科所绿都系列
优质稻种质资源库成功申报省级种质资
源库。去年，绥宁田鑫现代科技农业专业
合作社杂交水稻种业产业园（唐家坊镇）
成功申报省级农业特色产业园。同时，依
托市农科院曾桥基地科研平台，将着力推
动制种相关农耕文化宣传和展示，加大科
普力度，建设种质资源及水稻制种过程陈
列馆，将稻作公园打造成市郊研学基地。

市农业农村局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利
用好绥宁县国家杂交水稻制种大县名片，
加大招商引资和投入力度，着力吸引种业
优势企业入驻，全面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不断改进制种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提升绥
宁县杂交水稻制种品牌影响力。

做强现代种业 擦亮农业“芯片”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刘铭 谢健朋）
爱心助农，委员在行动，网
红在传递。8 月 17 日，市、区
两级政协委员廖立春与邵
阳本地抖音网红哈哥哥一
同来到北塔区茶元头村恒
玉合作社种植基地，运用直
播带货的方式助力农产品
销售。

据悉，近期，该合作社
引进种植的两公顷香芋南
瓜喜获丰收。香芋南瓜是南
瓜和香芋的完美结合，既具
有南瓜的香甜，又具有芋头
的软糯。

据了解，廖立春多次助
力北塔区农产品销售，帮助
众多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题，同时，她还通过建立网上
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推动
邵阳本地农产品销售，特别

是疫情期间，帮助解决呙氏
老农民、田江蔬菜基地、白田
蔬菜基地等销售蔬菜达 60
余吨。为响应此次助农活动，
邵阳市爱心企业现场认购香
芋南瓜 2000 公斤。截至目
前，共卖出香芋南瓜 10000
公斤。

此次“政协委员＋网红”
的爱心助农模式，是市政协
经济科技和外事委员会贯彻
落实“联系联谊联动”工作要
求，将委员推向界别群众，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次生动
实践，也是北塔区创新农产
品销售，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协委
员＋网红”的助农模式，可以
很好地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也能更好地加强政府与
百姓的联系沟通，助推农业
发展。

“政协委员+网红”

助推农产品走向市民餐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日前,市政协“精一
少数民族界别委员工作室”
部分驻室委员前往新宁县
安山乡车头村,开展改善生
态环境专项民主监督。

工作室驻室委员先后
对车头村院落环境治理、垃
圾分类收集处置、农业生产
白色污染防治、河道清理整
治、人居环境美化、“烟稻公
园”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和工
作成效进行了实地查看,对
发现的问题与当地乡村干
部进行了沟通交流，对下一
步整改达成了共识。

委员们嘱托干部、村民
要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
念指导生产生活,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推进农村资源循环利
用,发展生态产业和乡村旅
游,加强全体村民环境保护
意识和参与度,积极向市政
协反映关于生态环境建设
的好意见、好建议,共同推

进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
此次专项监督是市政

协“精一少数民族界别委员
工作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各级政协要
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协
商和民主监督力度”的重
要指示要求,紧紧围绕省市
政协部署,依据《政协委员
工作室改善生态环境专项
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
而开展的。

“ 精 一 少 数 民 族 界 别
委员工作室”负责人表示，
将把开展改善生态环境专
项民主监督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履职工
作,针对周边生态环境短板
弱项问题,确定监督主题和
具体内容,每个季度至少开
展一次民主监督活动,紧盯
不放,持续发力,为我市政
协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主
监 督 工 作 争 光 添 彩, 为 使
我市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展现委员风采、贡献政协
力量。

发挥委 员工作室作用

扎实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许小松） 日前，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为主题的邵阳市首个全国生态日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城南公园举行。

作为启动仪式承办方之一，市政协
积极参与本次活动的组织和筹备工作，
为前来的市民宣传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
主监督工作成效，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
念。市政协以首个全国生态日为契机，倡
议各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带头示范，
推动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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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约粮食反对食品浪费、拒绝商品
过度包装、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少

开一周（日）车等小事做起。
今年以来，邵阳市政协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政协民
主监督优势和作用，将改善生态环境专
项民主监督作为头号履职重点，市、县政
协联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红旗河治理、市城区
大气污染防治、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等五大专项监督行动，紧盯
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充分发挥界别委员工作室和乡镇委
员工作室的辐射作用，全方位监督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落实有奖举报等群众

参与机制，委员反映问题建议200余条，
受理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件32件，市政协
下发问题交办单12张。同时，组织政协
委员拍摄“委员说邵阳”短视频，宣传生
态环境变化，大力弘扬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助推邵阳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下一步，市政协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生态文明建
设专题协商和民主监督力度，通过民主
测评、问卷调查、委员视察、专题协商、有
奖举报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持
续跟踪促整改，为邵阳生态环境改善汇
智聚力，共同守护好美丽家园。

大 力 弘 扬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市政协举行首个全国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