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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8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周迎春主持召开2023年第十九
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唐渊，党组
成员、副主任蒋志刚、刘永德、阳晓
华、李小平、罗玉梅，秘书长吴卫红参
加会议，副主任毛学雄列席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在第 16 期《求是》杂
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
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以及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省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立法工作座谈会
精神和省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工委
预算联网监督平台建设座谈会精神，
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重
要讲话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理解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
神实质，坚持立法引领、监督助推，为
邵阳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贡
献人大力量；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的阐述，努力在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过程中展现人
大作为；进一步树牢法治意识，认真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不断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法治保障。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引，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比较
优势、发展条件，从全国全省发展全局
中找定位，从国家和省市发展规划及
方针政策中找优势，不断增强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的针对性、有效性。市人
大民侨外委要进一步加强对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立法规律性认识和经验
总结，切实加强民族地区立法工作指
导，用好用活“小快灵”立法，以高质量
立法护航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正
确处理好立法、普法、执法和法律监督
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一手抓立法，
一手抓执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充分保障法规的实施。

会议要求，要凝心聚力，建成用
好预算联网监督平台；要转变观念，
提升对预算联网监督平台作用的认
识；要精准发力，充分发挥预算联网
监督平台的功能；要高度重视，加大
预算联网监督平台的宣传力度，不断
提升预算审查监督实效。

以高质量立法护航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周迎春主持召开第十九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阳小朋） 9 月 2 日上午，市委副书记、
市长华学健到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
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

“三送三解三优”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狠抓项目建设不动摇，加快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努力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
高质量发展。副市长刘亚亮，市政府秘书长
陈秋良参加。

华学健先后到邵阳数字经济产业
园、舒康美家居、钰豪研磨、达力智能新
能源科技、良诚科技、盛阳家居产业园、
爱莲雅苑安居小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
看项目建设进展、产业配套、要素保障
等情况。华学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精益求精，
紧盯施工细节，严把项目建设安全关、
质量关、进度关，高水平、高标准、高效
率打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标杆工
程、民心工程。

华学健强调，要扎实推进“三送三解
三优”行动，健全完善要素保障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主动靠前服务，推动各项工作
有效联动，着力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难点问题，以重点项目大突破，带动经济运行质量整体提升。要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理念，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和“关键期”，实行目标管理、挂
图作战，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始终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
促发展的重中之重，坚定不移抓大产业、抓大项目，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新兴
产业，努力构建具有邵阳特色的现代产业集群。要紧盯项目开工率、资金到
位率、投资完成率、按时竣工率、投产达效率，抢抓黄金施工期，跑出建设加
速度，推动重大项目尽早竣工、投产达效，为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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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
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便民
小店内，67岁的刘亮平正忙着给前来
购物的村民结账。3年前，刘亮平一家
从深山中搬进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并以每年 5000 元的租金租
了一间门面，开了这家小店。

谈起搬迁前的生活，刘亮平感慨
万千。老家没有通马路，每次出门采
购都得走上好几个小时的山路。高山
上不适合种植水稻，只种了些玉米、
红薯、小米等粮食作物。大米得下山
去买，然后再挑回家。最让刘亮平头
痛的是小孩的上学问题，山上没有学

校，只能去县城。平日里，刘亮平在县
城的工地上干活，也能照顾小孩上
学。孩子们都长大了，刘亮平开始为
自己和妻子的老年生活发愁，再住进
深山中的老房子？显然这对上了年纪
的刘亮平夫妇以后的生活来说是不
方便的。2019年，刘亮平夫妇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到了集中安置点，
从此晚年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

“搬到安置点后真是方便太多
了，住上了小楼房，空出来的房间可
以租给来研学的学生。平日里去菜地
种种菜，每年还能拿到村里的产业分
红，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了！”刘亮平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毗邻白水洞风景名胜
区、筱溪湿地公园，湖南省精品旅游
线路的中心位置。2018年，白水洞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项目全面竣
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建设住房 33 栋
126 套，总投资 6986 万元，共安置了
严塘镇白水洞和龙脊两个重点贫困
村的高寒山区、地质灾害区、生态脆
弱区的 126 户 409 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现通过打造特色休闲旅游街
区，构建“产学研居”四位一体的发
展体系，如今的白水洞村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不仅帮助易地搬迁
贫困户解除了无田、无土“安土重
迁”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安居乐
业”，更成为了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的
一张新“名片”。

(下转7版②)

搬进风景中 住在幸福里
——新邵县白水洞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见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肖斌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唐明业
石周鑫） 9月1日，“山水画卷·郴州
相见”全省新闻战线郴州集中采访团
走进宜章莽山。体验莽山的雄奇壮
美，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郴州的山水
风光。

行走在莽山中，峰峦叠翠，青山
可望，莽山云海，美不胜收。薄雾缥
缈，流云奔涌，行于天路，如漫步云端
一般，恍惚间似误入人间仙境。

莽山，以“中国原始生态第一山”
和“全国首家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景
区”的雄姿——横卧南岭，牵手湘粤，
是地球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原始

森林、中国南方动植物基因库、南岭
山脉唯一花岗岩地质山体，既是生态
名山，又是景致奇山，还是福寿圣山。
随着人气越来越旺，莽山已成为郴州
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

近年来，宜章县立足独特的自然
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突出“红色、
绿色、古色、蓝色”优势，生态保护与
全域旅游相得益彰，旅游业成为带动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据悉，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将于 9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郴州举办，
主题为“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山水画
卷郴州相见”。

全省新闻战线齐聚郴州

“宜”见钟情 天下莽山

拆除 100 多个钓鱼台、放生 500
万尾鱼苗、禁捕退捕工作连续两年全
市第一……

自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
工作启动以来，北塔区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精神，按照中央、省、市统一部
署，在禁捕退捕工作上交出了一份

“亮眼成绩单”。
一直以来，北塔区禁捕退捕工作

开展得扎实有力，紧扣时间节点，聚
焦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成立了
区委书记、区长组成的“双组长制”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技防+人防”双
重保障系统；实施了“智慧渔政”“护
渔队”“增殖放流”三大举措，有效打
击了毒鱼、炸鱼、电鱼等违法捕捞行
为。目前，全区范围内做到了“清船、
清网、清江、清湖”，“无捕捞渔船、无
捕捞网具、无捕捞渔民、无捕捞生
产”，资江河岸晏且清！

智慧渔政

全天候监测的科技系统

“有紧急情况！马上呼叫最近的
队员！”

8月31日，办公室监控屏幕上锁
定了一组违法钓鱼人员。高清视频
下，沿资江一级水源保护区北塔段禁
捕河段，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来自北塔区资源社区的专管智慧渔
政人员蔡子妍即刻行动起来，并成功
将他们劝离。

“我们每天都在这边看监控，画
面很清晰，这个系统还有回放、缩放
功能。”蔡子妍边演示边介绍说。

资江是湖南四水之一，流经北塔
区5个镇（街道、园），资江北塔段全长
29.2公里，禁捕水域线长面广，水上监
管抓捕难、取证难、监管安全隐患多、
压力大。为了打好“十年禁渔”持久战、
强化禁捕监管，北塔区畜牧水产事务
中心率先完成智慧渔政系统建设，安
装的“智慧渔政”监控体系共设置10个

“天眼”监测点，平均每3公里放置一
个，实现了资江河北塔段全面监测。

北塔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
人表示，该系统集雷达预警、长焦高
清透雾摄像机、智能管理平台等功能
为一体，以“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
技术为支撑，通过人防、技防、物防相
结合，对重点水域实现全天候、全覆
盖、全流程监管。

截至目前，北塔区已有 10 个视
频监控点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覆盖
水域29.2公里，并聘请了专职指挥中
心监控人员，聘请转业渔民成立北塔
区护渔队，在重点河道区域巡查、巡
逻，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实现了
人防、技防相结合，确保全时段、全方
位、全过程监管，守护好一江碧水。

护渔队

常态化巡护的人力防控

身穿护渔队红马甲走在河堤上，
红日高悬，汗滴自脸颊流下。9月1日
上午8时，北塔区田江街道田江村46

岁的刘小晚，已经站在阳光四溢的河
岸，波光粼粼的水面偶尔看得到大鱼
冒头引起一圈圈涟漪。刘小晚一天的
工作自此开始。

“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一天巡护
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发现有违法
现象，会督导、劝离。”

刘小晚对资江情有独钟。禁渔
前，她靠着资江养活自己；禁渔后，她
时刻守护着一湾碧波江水。2023年7
月31日至8月2日，由湖北省长江生
态保护基金会举办的“2022年度长江
流域渔政协助巡护优秀队伍和优秀
队员表扬活动”在四川宜宾举行，刘
小晚入围优秀队员。

同是护渔队队员的刘春梅今年39
岁，是北塔区田江街道苗儿村七组人，
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现在白天的毒
鱼、电鱼和炸鱼等现象已经没有了，劝
导违法行为时，几乎没有恶劣事件发
生。村前的资江河水清澈，大家走在河
边都能看到游动的小鱼小虾。”

刘春梅介绍，当地的村民一开始
并不理解禁捕退捕工作，经过工作开
展、工作宣传，大家渐渐体会到保护
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土生土
长的渔民们纷纷回到岸上，他们中有
的人外出谋生，有的人去做了生意，
有的人则加入了护渔队，很快完成从
捕鱼者到禁鱼积极分子的转化。

(下转7版①)

守 护 好 一 江 碧 水
——北塔区禁捕退捕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胡 梅 见习记者 王朝帅 通讯员 谭 辉 唐步青

8月31日，邵东

市组织政协委员、

志愿者和小学生来

到桐江河畔，举行

开学第一课“大手

拉小手、共护桐江

河”环保实践活动，

用实际行动呵护环

境、保护环境。

张平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