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审稿：邱少兵 责编：周金林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2023年9月20日 星期三

在邵阳县诸甲亭乡助学协会的牵线搭桥下，大祥区第一中学与邵阳县诸甲亭中学正式确定结对帮扶关系。

9月14日，诸甲亭乡中心校、诸甲亭中学的教师们走进大祥区第一中学参观学习。图为大祥区第一中学党总支部

书记毛力强（中）正在介绍该校科技创新室专业建设情况。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唐文武 邓小鹰 摄影报道

9月15日，武冈市蓝深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在进行缝衣机实践操作。

近年来，该市采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专业共建”等方式发展职业教育，

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邵阳日报通讯员 滕治中 曾小勇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林娜 谢西丹） 9 月 18 日，专职送
水员莫万勇小心地驾驶着送水车，穿
过20公里崎岖山路，将7吨水从谷洲
中学运送至邵阳县黄荆乡毛铺村的
村民家中。

今年6月以来，黄荆乡高温天气
频发，人畜饮水和粮食生产面临严峻
挑战。面对旱情，该乡多措并举全力
以赴织密抗旱保供网。

党建引领，下好统筹一盘棋。该
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大塘垅水
厂工作专班和抗旱保收工作专班，科
学调度全乡水源。充分运用“乡－
村－网格”三级管理体系，摸清现有
水资源和在乡人员用水需求，尤其是
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人
数和缺水情况，形成水资源供需动态
数据库。安排专业送水车 1 辆，专职

送水员 2 名，提供送水上门服务，且
为缺水的弱势群体安排干部职工、党
员联户，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截
至目前，出动送水车 500 余车次，送
水5000多吨。同时，充分利用村内广
播、民情恳谈会、“敲门行动”等方式，
强化节水宣传，积极引导群众自主抗
旱，树牢全乡群众“抗大旱、抗长旱、
抗极端干旱”的思想意识。

村民自治，打响自救主动仗。各
村党支部广泛宣传动员，成立以村为
单位，村“两委”、党员先锋队、组长邻
长为成员的9支爱心送水队，带领村
民积极抗旱；全乡组建以“党员+片
长+组长+邻长”为主体的39个院落
互助小分队，形成全乡抗旱保供网格
化；共计送水1000余人次，大大缓解
了村民用水压力。对现有水源进行进
一步梳理，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对沟

渠、塘坝进行清淤修复，对出现破损、
漏水等问题的管网立即处置，确保不
堵不漏。村民在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
的带领下寻找新的水源，自发捐款筹
资打造新的水井。截至目前，全乡新
增水井 5 口，解决了 300 余户村民的
饮水问题。

多方支持，出好抗旱组合拳。今
年，在水利部门支持下，黄荆乡大塘
垅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已经开工
建设，项目可以降低水库渗水量，提
升水库蓄水能力，能有效缓解旱情、
保障安全饮水和农业生产用水。此
外，该乡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抗旱保收。
其中，大付村在自主抗旱时遇到打
井资金不足的难题，乡贤周新国得
知情况后捐助2万多元，有力支持了
抗旱工作。

黄荆乡多措并举抗旱情保民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夏艳玲 曹容） 连日来，
市统计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
礴力量”为主题，精心部署安排，扎实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推
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走深
走实。

9 月12 日，结合统计工作实际，
该局以第十四届“统计开放日”活动
为契机，在市区城南公园集中开展以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族理
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及民族
基本知识，发放宣传册200余份。

9 月 14 日至 15 日，该局组织干
部职工参观市博物馆、开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知识测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观看民族团结
进步主题影片《红色土司》等活动，提
升大家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知晓
率，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营造出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的浓厚氛围。

该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立足统计职能职责，找准发力点，
打好组合拳，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活动融入统计各项工作中，为
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贡献统
计力量。

市统计局

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

近来在街头结识一名路边车
位收费员，他姓彭，快 60 岁了，腿
脚有点不便，但他比一般收费员收
得好，跑单的少。秘诀在哪里？他总
结道：耐心说服，服务得好。说服什
么？耐心解释政府许可的规则。服
务什么？两个字，诚也，信也；将心
比心，相互坦诚信任。

你不是制定规则的人，你就
要做遵守规则的人。你对规则不
服，那你要改变它；但在改变它
之前，你要遵守它。就是说，在规
则没有改变前，你可以不服，但
不能付诸行动，否则就要接受相
关规则的惩罚。现实规则为大，
因为它是通过相关程序制定、颁
布 和 施 行 的 。比 如 路 边（人 行
道）划车位收费，虽然侵害了机
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的相
关权利，但由于停车场建设极为
滞后、停车位极为紧张，多害相
权取其轻，政府是允可了的。这
就是规则，虽然由企业实施，但
必须遵守。

规则之下，众生状态不一。从
与这位彭姓收费员的聊天中，发
现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比如：
为什么有人遵守规则，有人不遵
守规则；为什么遵守规则的总是
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的总是不
遵守规则；为什么遵守规则的默

默无闻，不遵守规则的趾高气扬
等等。这也许不是什么新闻，但绝
不是天方夜谭，一定是哪里出了
问题。从个体人来讲，一定是心出
了问题，不诚、不信，不诚信。无论
富或贵，无论卑或微，诚信出了问
题，富贵不到哪里去，所谓“人无
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
衰”是也。几个停车费都欠很多
了，你成功了什么呢。从社会层面
来讲，一定是机制出了问题。不诚
信大行其道，莫奈我何，正义总是
迟到，标准不一，苦乐不均，不利
于社会风气的改善。

规则是维护秩序的良药。大
道至简，订良法，守规则，秩序井
然。“丑话讲在前头”“先礼后兵”

“勿谓言之不预也”等等，是讲守
规则的重要性和不守规则的严重
后果。“人要脸树要皮”“吐出的口
水舔不回”“一言九鼎”等等，是说
讲诚信的重要性和不讲诚信的严
重后果。虽然“人生短短几个秋
啊，不醉不罢休”，但千万不要在
守规则、讲诚信方面犯迷糊，“一
失足成千古恨”。

人生在世，唯规则与诚信不可
欺也，信然。

唯规则与诚信不可欺也
立 正

为进一步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9 月 18 日至 20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
专题举办了“民族团结项目管理”
培训班。商务部专家李蕴博到场授
课，从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方针政策
等方面，讲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及具
体要求。

本次培训，范围覆盖商务、民政、

移民等相关单位，近3年商务部安排
有帮扶项目资金的行政村，县 23 个
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及全县所有乡、
镇、场，采用专题讲座、研讨交流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

（通讯员 严钦龙 肖辉武）

城步举办民族团结项目管理培训

茶 室 闲 谈茶 室 闲 谈

（上接1版）

民生问题解决了，搬迁更有价值

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多是由于自
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生产力水平
低下从而诱发“原生贫困”。

所以，建立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
体系，尤其是要帮弱、养老、助学等，
才能真正凸显出搬迁的价值。

思源小区9栋3单元101的刘道
生，搬迁前所住的地方山大沟深，交
通不便。如今他的新居紧邻县工业集
中区，毗邻九年一贯制的思源学校，
距离县人民医院也不足3公里。

他很快适应了新生活，还担任起
了楼栋长一职，帮助其他村民更快地
适应小区的生活。

来自小沙江镇的晏松荣有一副
热心肠。每天忙完家里的事后，她就
会到养老服务中心做志愿者，帮助老
人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我们物质上
脱了贫，精神上也脱了贫。”她满脸笑
容让人如沐春风。

为了让搬迁户的孩子就近入学，
隆回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投资
3000万元在思源学校扩建一栋五层
教学楼，增加1000个学位；投资4000
万元在兴业小区附近新建城东幼儿
园，提供600余个学位，搬迁户子女在
享受每期学前入园补贴500元的基础
上，每个月继续减免150元保育费，全
年可减少学前教育开支近3000元。

这些经历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孩
子们不仅告别了大山生活，也告别了
跋山涉水上学的历史，开始享受更加
公平、优质的教育。

解决了入学的问题，看病就医则
是另一个解决了的大问题。

兴业小区2栋一单元陈自权说：
“以前去村卫生室看病要走不少山
路，来县城更是路途遥远。现在不但
小区旁边就有卫生室，到县人民医院
打车也就几分钟的事。”身体有重疾

的他，曾经还因不能及时就医而险些
丧命。而在搬迁后，以前的难事都烟
消云散了。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就业服务
站、妇女儿童之家、养老服务中心、图
书馆、篮球场、充电桩、停车场、休闲
文化长廊等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让居民的生活方便、舒适。

“搬进小区以来，我们已经开展
广场舞、篮球赛、中秋茶话会等活动
60余次，每天晚上都有露天电影看。”
刘道生告诉记者。

搬迁群众行路难、上学难、看病
难等突出困难得到一揽子解决，广大
搬迁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就了业挣了钱，住得更踏实

“在老家虽然挣不到钱，但有地种！
搬过去没有收入，喝口水都得花钱。”六
都寨的邹太芳在搬迁前顾虑重重。

从山上搬进小区的头一天晚上她
整夜未眠，对未来生活既期待又担心。

搬迁后，村民们一方面远离了原
有维持生计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另一
方面，还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消
费方式。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经
济支出成了新问题。

如何提高搬迁群众的收入，成了
把群众“留下来”的重点。

“后续扶持肯定是长期工作，完
成搬迁后更重要的是后续扶持怎么
跟得上，让他们能够就业、挣钱，才能
真正安居。”隆回县发改局湘西地区
开发股股长周剑说。在他看来，既要
引导搬迁户改变生活观念和方式，适
应城镇生活，更要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当记者在小区的帮扶车间见到
邹太芳时，她正得心应手地缝制着一
件大衣。“我在这个车间已工作 2 年
了，由于是熟手，每月的收入可达
5000 元！”邹太芳说，一边在工厂上
班，一边照顾家里，生活非常幸福。

在小区一栋家属楼的一楼，和邹
太芳一样忙碌的女工们，有的在缝
制、有的在裁布、有的在钉扣子，分工
很是明晰。在她们看来，工厂给了她
们“饭碗”，让他们在小区住得更“踏
实”了，也给了她们更有信心的未来。

楼上“安居”，楼下“乐业”，就业
不出社区、增收就在家门口。目前，该
县共建成易地搬迁帮扶车间9个，共
吸纳搬迁群众就近就业391人。

当然，帮助搬迁群众就业、增收
也不止“社区工厂”这么一个选项。该
县深化与广州、深圳等地的劳务协
作，以组织赴粤返岗务工、“春暖农民
工”专列服务活动等方式进行“点对
点”对接、“门对门”输送。截至目前，
全县搬迁群众中已就业人数 4220
人，其中县内 1365 人、县外省内 699
人、省外2156人。

同时，抓住搬迁户能力和素质培
训两个重点，针对不同务工需求和培
训意愿，精心准备培训“单子”，今年
已培训搬迁群众129人。

“我们若出去打工，不仅免车费，
还有礼品。”以前常年在外打工的杨
水娥介绍。这两年，她在帮扶车间工
作和在小区做保洁，每年收入达5万
元，日子越过越富裕。

来自小沙江镇的李传洪组织了
建筑劳务队，带领十多名搬迁群众到
工地扎钢筋，人均每月有五六千元的
收入。

来自六都寨镇大东山村的陈爱
军在县民政局的帮助下，开了一家福
利彩票站；在县人社局的帮助下，又
当上了劳务经纪人；在亲戚朋友的帮
助下，又投资30余万元开了干洗店。

来自七江镇的黄元吉经过培训
后从银行无息贷款买了一台挖土机，
每年有几万元收入，还当上了搬迁安
置点管委会副主任。

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让搬迁群
众的腰包鼓起来，信心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