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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①)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统筹协
调，对停车场建设滞后等重点问题紧盯不放、深入研
究、提出对策，推动市区停车难问题有效缓解，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市人大相关委室要继续认真
做好跟踪问效工作，推动建议办理真正成为破解难
题、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不断提升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质效。

会议强调，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事关国家未来、事

关民族振兴、事关家庭幸福。市人民政府和各成员单
位要充分认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确保全市未成年人快乐健康成长。要强化
担当作为，加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法治宣传，结合“利
剑护蕾”等重点工作，严厉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要
强化组织保障，整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强化协作机
制建设，提高工作质效。

(上接1版②) 要强化责任和担当，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积极建言资政，助推邵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委十二
届四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立足邵阳
实际，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政协
工作新篇章。要增强推动邵阳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
使命感、紧迫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人民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主动作为、奋发有为、担当善
为，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要牢固树立正确
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努力
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用实际行动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现代化新
邵阳作出更多政协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尊敬的福星祥和府全体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福星祥和府小区，已符合交房条件，将于2023年

10月6日正式交房，我公司安排20天时间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请各位业

主于2023年10月26日前来办理好相关手续，逾期则视为自动收房。

交房地点：邵东市福星祥和府1栋一楼物业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739-2799666

邵东福星祥和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5日

交房公告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
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

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定向、正本清源
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
气象、迈向新征程。

（全文详见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纪实

今年6月，在中国湖南省
长沙市唐人万寿园内，“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墓前，马
达加斯加农业部原秘书长拉
库托松·菲利贝尔不远万里带
来了一份承载着马达加斯加
共和国人民真诚谢意的礼物
——产自非洲的杂交水稻大
米。他站在墓前，久久凝视着
墓碑说：“尊敬的袁隆平老师，
我们来迟了。”

这一幕经媒体报道后感
动了世界。记者近日电话回访
了拉库托松。“如果没有袁隆
平先生，马达加斯加就没有杂
交水稻。”他说，中国的杂交水
稻帮助马达加斯加人民逐步
摆脱饥饿，也让世界相信饥饿
终将被消除。

一粒中国的稻种，需要经
过品种选育、外来物种侵害风
险分析、审定等环节后，才能
从北半球的中国杂交水稻试
验田来到南半球的岛国马达
加斯加落地生根。目前，已有
20 多个非洲国家引进种植中
国的杂交水稻。

2006年，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非洲
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
示范中心。2007 年，由湖南省
农科院牵头、袁氏种业公司参
与的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
范中心项目启动。

袁氏种业公司非洲地区
负责人张立军介绍说，马达加
斯加作为该公司的第一个杂
交水稻示范中心所在地是在
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中国专
家们分析了二十余个非洲国
家的基本情况后最终选定的。

除设立和运营该示范中
心外，中方还派出专家前往马
达加斯加。2008 年，胡月舫以
杂交水稻技术专家的身份来
到该国，着手研究适宜当地自
然条件的杂交水稻品种。

“水稻是马达加斯加重要
的农作物。由于技术、基础设施
落后等因素，该国的稻米产量

始终无法完全满足本国民众的
口粮需求。”胡月舫说，为了找
到适应性最好的杂交水稻品
种，他和技术团队几乎跑遍了
这个岛上所有的水稻种植区。

在胡月舫和其他中国技术
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到2022年
12月，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
斯加累计推广面积7.5万公顷，
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约7.5吨。

“更高的产量和更好的口
感让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非
常受欢迎。”马达加斯加一家
私营农业企业负责人安德烈
说，“2010年起，我们与袁氏种
业合作，向当地粮农推广中国
的杂交水稻品种，并在收获季
回收粮农所种的稻谷加工成
大米，销往马达加斯加各地。”

中国还持续向有需要的
非洲国家和地区提供农业技
术支持，帮助其加强杂交水稻
相关农业能力建设，助力非洲
国家减贫。

2018年，中国农业专家组
将东非国家布隆迪布班扎省
吉汉加县宁加4村确定为该省
的首个水稻减贫示范村。目
前，该村已成功种植8季，累计
种植380.64公顷，总产量4104
吨，户均增收达9840美元，全
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43 岁的村民恩根达库马
纳·夏尔说，过去，他种植的本
地水稻产量低，收入有限。通
过杂交水稻的种植，他不仅盖
起了新房，还扩大了种植面
积，每年收入也明显增加。今
年，夏尔又开办了一个大米加
工坊，将稻谷加工成大米，提
高了经济回报，并为周围的农
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根据中布两国政府协议，中国
自 2009 年 8 月起实施援布高
级农业专家技术合作项目。截
至目前，中国已派出6批60人
次专家奔赴布隆迪执行农业
技术援助任务。

为帮助更多非洲国家解

决粮食短缺问题，在袁隆平的
指导下，2019 年 5 月，中国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非洲分中心在马达加斯加
正式揭牌。“中心的愿景是立
足马达加斯加，面向非洲，通
过中非杂交水稻技术合作和
农业培训，助力非洲早日实现
消除饥饿、确保粮食安全的目
标。”张立军说。

张立军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目前，全球杂交水稻年种
植面积800万公顷，按每公顷
平均增产两吨稻谷计算，年增
产粮食 1600 万吨，可以多养
活4000万至5000万人口。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
任唐晓阳说，经过数十年的探
索与发展，在非的中国涉农企
业数量逐渐增多，集聚效应加
强，中非农业产业链不断完善
升级。“中非农业合作方向已由
单向援助转为多双边共赢，合
作方式也逐渐从以建设项目为
主转为技术传授与多种经营结
合，从以官方援助为主转为政
府支持与民间投资并重。”

9月15日，为纪念袁隆平
院士，“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
原创民族音乐会最后一场演
出在湖南省怀化市举行。万里
之外的马拉维农业部农业技
术主任阿尔弗雷德·姆温福波
通过手机在线观看了演出。

“袁隆平先生非常值得敬佩。”
他说，希望与中国水稻专家加
强合作，引进更多优良品种，
推广先进栽培技术，提高马拉
维水稻产量。

“种植杂交水稻已成为包
括马达加斯加在内的非洲国
家摆脱贫困、走向粮食自给自
足的重要途径。”拉库托松指
出，借力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非洲国家通过引种中国杂
交水稻、引进中国种植技术
等，不断提高自身农业生产能
力，成就更多的“非洲粮仓”，
让非洲人民“端稳饭碗”。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中国杂交水稻的非洲味道
新华社记者

彩灯嘉年华、沉浸式演出、
科技灯光秀……中秋国庆假期
期间，湖南各地通过优化产品
供给和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激
发假日里的文旅市场活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
张家界市永定区的七十二奇
楼景区，一幢百余米高的吊脚
楼在灯光映射下显得绚丽耀
人。景区内游人如织，各地游
客不仅能在美食街大饱口福，
还能在工坊近距离欣赏和体
验非遗、在彩灯嘉年华里“打
卡”拍照、在实景演艺街区沉
浸“入戏”。

“如今，感受不一样的夜
生活已成游人出行消费的一
种潮流。为了进一步推进夜间
经济和文旅融合发展，我们推
出多个夜间文旅项目，以此激
活消费‘新引擎’。”七十二奇
楼景区负责人姜君介绍，为了
迎接“黄金周”，景区对文旅体
验项目进行了提质升级，新增
了多项演出活动。

在姜君看来，过去一提起
张家界，大家想到的都是如画
的山水自然风光。“以文化赋
能，我们打造了土家族‘国潮
风’主题的‘奇楼’。现在，游客
在张家界也能获得独特的人
文休闲游体验。”姜君介绍，中
秋国庆假期期间，平均每日进

园人数近 2 万人次，景区连续
多日营收创历史新高。

与张家界一样，假期里，
湖南多地景区景点都不断创
新文旅产品，用精心策划的游
玩体验项目热情迎客。

体验民间非遗手工制作、
品尝地道湖湘美食、观赏老戏
台上的民俗表演……在长沙坡
子街，拥有400余年历史的老店
火宫殿将非遗、美食、科技灯光
秀等融为一体，为游客们打造
了一场沉浸式“奇庙游”。

火宫殿运营部负责人龙
维介绍，为了营造浓厚的节日
氛围，火宫殿创新了传统庙会
演出形式，游客们不仅可以一
站式体验长沙小吃和传统湘
菜的魅力，还能参与拍大片、
制作美食、手工体验，吸引了
众多游人前来消费“打卡”。

在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
会的承办地郴州市，近来，多个
景区完成了生态景观、游客接
待中心、大型停车场的改造，通
过升级游玩项目、增设观赏景
点，提升游客的旅行体验。

走进位于郴州市苏仙区
的高椅岭景区，游人们行走在
狭窄的山脊上，惊叹于赤壁丹
霞的奇险与碧波湖水的壮美。
人们或许很难想到，不久前，
高椅岭区域还曾是发电厂尾

渣排放处理的灰坝。
如今，一湾死水已成“画

卷”。得益于高椅岭景区的走
红，周边的土菜馆、民宿也迎
来了火爆的生意。“最近连接
电话都忙不过来，不停有人咨
询还有没有空房，但我们40多
间房早就订满啦！”民宿老板
邵佩霞说。

文旅消费火热的同时，
各 地 也 在 积 极 探 索 如 何 在

“人从众”模式下，通过更有
“人情味儿”的举措提升游客
的体验感。

假期期间，张家界武陵源
景区停车场的车位一大早就
已饱和。然而，现场秩序井然，
不见拥堵或是“抢车位大战”。
车都停哪儿去了？

自驾游游客纷纷给出答
案：停在了区政府大院、区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区财政
局、附近的人行道上……

原来，为了方便自驾游游
客停车，假期里，武陵源城区范
围内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停车场全部免费对外开放。而
且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车
辆还可以有序停放在城区主次
干道一侧或是人行道、自行车
道上。

除此之外，分时预约、延
长营业时间、义务咨询、线路
引导、快捷交通、为游客准备
姜茶驱寒……在湖南各大景
区景点，一系列“宠客”“暖客”
的举措，为游客营造舒心、安
全、放心的旅游环境，也借此
进一步带动了景区人气。
（新华社长沙10月6日电）

优供给、重体验、暖服务
——湖南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新华社记者 张 格

新华社北京10月 6日电
（记者姜琳）养老金、工伤补助
等社保待遇享受资格认证，事
关百姓的“钱袋子”，也关乎社
保基金的安全。记者近日从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我国
社保经办机构近年来通过信
息比对、社会化服务和远程自
助认证等方式，通过“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加快
推进社保资格认证便利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翟
燕立介绍，人社部门积极与公
安、民政、交通、出入境管理等

部门开展业务协作，逐步实现
信息共享，初步实现了无形认
证。即不需要本人进行任何操
作，即可完成认证。2022年，全
国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退休
人员是通过数据比对方式完
成认证。

远程自助认证也是一大
重点。为解决部分老年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认证的问题，人
社部门在手机应用中开发“他
人代操作”功能，家人或者工
作人员可以帮助老人认证。

“2022 年推出的家人‘亲情服
务’手机功能，使用人数达到

2335 万人；另一个‘工作人员
帮助老人认证’模块，使用量
超过 935 万人次。”翟燕立说，
目前全国利用数据比对和自
助手段完成认证的比例已超
过70%。

此外，人社部门还通过主
动服务精准核实认证信息。

“对信息比对不能确认待遇领
取资格的人员，我们结合全民
参保计划和退休人员社会化
服务，包括健康体检、文娱活
动、走访慰问等方式，开展认
证信息核实，并为行动不便者
提供上门服务。”翟燕立表示。

人社部门加快推进社保资格认证便利化

5月12日，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马义奇镇，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专家胡月舫
（左二）在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心的试验田里和当地农民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