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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全媒体
记者 刘燕娟） 10月17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在邵阳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锚定习近平
总书记为湖南描绘的“三高四新”美
好蓝图，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四次全
会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导向，
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争先进位。

在隆回县，沈晓明来到湖南军杰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和在建的隆回道
地药材产业园，察看具有当地特色的
辣椒、龙牙百合、金银花、玉竹等产
品，了解企业发展、园区建设等情况，
鼓励大力发展农产品、中药材精深加
工，进一步提高附加值，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作用，带动农户通过参与种
植、就近就业实现持续增收。

在新邵县，沈晓明走进湖南鸿腾
铝业有限公司、湖南凯通电子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听取再生铝循环利用、
热敏打印片研发创新和市场拓展等
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进一步放大循环经济节能
降耗的优势，推动产业链固链延链补
链；要加强产品研发创新，挖掘新的
应用场景，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
能力和市场占有率。

位于北塔区的湖南湘窖酒业有
限公司是我省首个以酒文化为主题
的国家 4A 级景区。沈晓明来到企业
车间、陶坛酒库，了解工艺改进、产能
提升等情况，勉励企业结合工业文化
底蕴，深挖工业旅游资源，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来到江北蔬
菜水果批发市场，沈晓明了解物流运
营、提质改造等情况，并走进司机之
家与货车司机交流，鼓励园区在畅通
物流循环、促进农产品供需平衡上发
挥好作用，并为货车司机提供更为贴
心的服务。

沈晓明还来到双清区，不打招呼
暗访红旗河黑臭水体问题，叮嘱市区
两级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尽快查明原因，强化源头治理，举一反
三坚决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座谈会上，在听取邵阳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邵阳
文化有底蕴、区位有优势、资源有特
色、发展有潜力、干事有氛围，在全省
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在落实高质
量发展根本导向上下更大功夫，牢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在全省
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坚持一域和全局
统筹、扬长与补短结合、当前和长远衔

接、外力和内力协同，更好解决发展不
足和发展不优的问题。要在筑牢产业
根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下更大
功夫，找准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发挥产
业园区主阵地作用，着力提升产业发
展的科技含量。要在激发民营经济发
展新动能新活力上下更大功夫，抓存
量支持经营主体做强做大，抓增量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抓生态营造有利于
民营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要在推动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下更大功夫，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县域经
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在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下
更大功夫，突出稳就业、促增收，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守护好绿水
青山。要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下更
大功夫，严控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和改
进信访工作，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
社会治理创新。要在纵深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扑下身子谋实招、干实事、求实
效，为全省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
作出更大贡献。

省领导隋忠诚、谢卫江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邵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坚 持 高 质 量 发 展 根 本 导 向
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争先进位

基层治理，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关系党的执政根基，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
重要方面。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对标对
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加强基层治理、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等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及省委
的决策部署，纠治并举、靶向治疗，抓
住基层治理突出问题，真刀真枪开展
专项整治，确保取得扎实效果。

深化思想认识 确保取得实效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市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两个主义”整治的相关论述，
严格按照省委、省委主题教育办要
求，结合实际,进一步增强了做好专
项整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以强烈责任担当、务实扎实作风，
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7月13日，我市收悉省委主题教
育办下发的《转发〈关于在主题教育
中对基层治理不良现象开展检视整
改和专项整治的通知〉的通知》，对基

层治理会风不良现象整改提出明确
要求。8月16日，市委书记严华组织
召开会议专题调度在主题教育中对
基层治理不良现象开展检视整改和
专项整治工作。严华要求，开展基层
治理不良现象检视整改和专项整治
工作，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好的重大
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化思
想认识、聚焦重点任务、加强组织保
障，尽心尽责、齐心协力、严督实导，
共同把专项整治抓好抓实。

欲事立，须是立心。我市通过专
题调研、交流研讨等方式，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
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制定印发

《对基层治理会风不良现象开展检视
整改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关于开
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后驾车问
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关于开展
深化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送红包礼
金问题“回头看”活动的工作方案》

《2023年全市优化改进基层党建考核
工作的实施方案》《对选人用人工作
开展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等方案，
确定了整治重点和整治措施，并明确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限，以高
度政治责任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下转2版①)

精准靶向问题 动真碰硬整治
——我市大力整治基层治理不良现象

邵阳城市报记者 罗中利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马剑敏
袁光宇 通讯员 颜复叶） “欢迎
大家到我们村来看鱼、捉鱼、吃鱼，品
尝香喷喷的有机米……”10月15日，
一家名叫“稻花鱼庄”的农家乐在武
冈市邓元泰镇赤塘村开业，标志着今
年35岁的农村致富带头人程伟华形
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刘少军院
士的指导！”程伟华坚定地说。2020
年，刘少军院士对长期在外打拼的程
伟华说：“你是湖南农大养殖专业科
班出身，何必放弃自己的专业，端着
金饭碗讨米？回来吧，跟我一起养
鱼。”受刘少军院士人格魅力的感染，
程伟华顺从地回到老家赤塘村选择
发展“稻田养鱼”产业。

“你的稻田不要去养常规的草鱼、
鲢鱼等，只养湘军鲤与合六鲫，因为这
两种鱼会钻泥巴，会吃虫子，肉质还特
别紧凑鲜美。”刘少军院士叮嘱程伟华。

刘少军，祖籍武冈，1962年出生在
长沙，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湖南省生物研究
所所长、省部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是我国著名的鱼
类远缘杂交专家，长期蹲守武冈大地研
究培育优良鱼类。在他的支持下，当
年程伟华一举流转水田30公顷，全
部推行“稻鱼共生”模式。

大面积推广稻田养鱼需要大批
鱼苗。为了给程伟华节省投资，同时
培养农村鱼苗繁殖“土专家”，刘少军
院士手把手指引程伟华自己大量繁
殖湘军鲤与合六鲫鱼苗。有着深厚专
业功底的程伟华在刘少军这位伯乐
的引领下，迅速掌握了鱼苗繁殖技
术。第一年，程伟华发展的30公顷稻
田养鱼，产值101余万元。

“程伟华稻田养鱼发了财”的消
息，很快传遍赤塘村。2021 年，程伟
华带动村民增加稻田养鱼面积。他把
刘少军院士传授给他的鱼苗繁殖技
术和稻田养鱼技术毫不保留地传给
村民，甚至将自己繁殖的鱼苗免费赠
送给需要的父老乡亲。当年，陈伟华
以全票通过当选为武冈市人大代表。

“你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食材，
而且稻田养鱼产业本身已经形成独
特的乡村风景，建议你今年开个农家
乐。”今年春天，刘少军院士建议程伟
华。于是，一座专门供游客享受稻花
鱼和有机米的农家乐诞生在赤塘村
的青山绿水间。

“刘少军院士帮我全家发了大
财。我愿意一辈子给刘少军院士试验
新鱼种。”程伟华说。

“院士帮我发大财”

10 月 16 日，双清区省级农科园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泉一大清
早来到渡头桥镇东城村，看到该村

“稻鳅共养”试验田里泥鳅欢快地出
没，欣慰地说：“幸亏当初行动快，否
则就让百姓失望了！”

来自田野的求助

渡头桥镇东城村由原井泉村和
原严塘村合并而成，曾是一个省级贫
困村，2017年整体脱贫。全村17个村
民小组，户籍人口3150人，但实际常
住人口只有987人，村里68%的人口
大多奔赴外地务工经商，留在村里的

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孩子和少数有
志于扎根农村的年轻人。

唐运良，中共党员，曾在东南亚
发展事业，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应
广大村民之邀，返乡担任村党总支书
记、主任。“我有一颗热心，一腔热血，
但是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到底要怎么
做，我确实还需要摸索。不过有一点
我是认准的，乡村振兴必须要吸引人
员回归。”唐运良说。

眼看邻镇高崇山镇和本镇两塘
村等地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得如火如
荼，自己村里却还没有打开局面，东
城村的 70 多名党员集体坐不住了。

今年 6 月，全村党员共同流转水田，
放入泥鳅种苗，探索“稻鳅共养”模
式，希望在收获金色稻谷的同时，获
得套养泥鳅的成功。

“我们这里属于丘陵地带，梯田
多，许多田里都冒山泉水，自古以来
出泥鳅，曾有‘渡头桥上两件宝——
桃花泥鳅加烧酒’的说法，所以我们
大家一致想到发展‘稻鳅共养’产
业。”东城村党总支委员唐爱良介绍。

“我们村共有水田1423亩，又靠
近邵阳城区，如果‘稻鳅共养’试验获
得成功，那么这一产业的发展前景是
非常广阔的。”村里一名退休返乡的
教师分析。

(下转2版②)

鳅 田 农 事
——来自双清区东城村“稻鳅共养”的调查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石周鑫 见习记者 李洪夜 通讯员 赵文静

10月17日，2023年“幸福时代新能源杯”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组比赛

在我市体育中心开赛。图为当日比赛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王雯 向琳） 10月10日，隆回县高
平镇绿色食品示范基地稻田里，收割
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到处弥漫着收获
的味道。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市供
销系统立足三农、服务三农，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打赢秋粮丰收

“保卫战”。
供销“田保姆”，守住“致富田”。市

供销系统致力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
全面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用心
当好农民的“田保姆”。截至今年9月，
市供销系统在邵东等四县市开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试点，为农民种田提供“耕、
种、管、收”四环节全程托管服务，服务
面积逾3600公顷，营业收入达5448.78
万元。农民有了供销“田保姆”，农民外
出打工，供销为农打工，既守住了耕地
红线，又为消费者生产出了“放心粮”。

供销“粮管家”，管好“粮袋子”。
在粮食储藏环节，处理不及时或储藏
加工不当，粮食将会损耗严重。市供
销系统针对粮食产后储存难题精准
发力，加快补齐粮食产地烘干设施装

备短板，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仓储、
小冷链”建设。截至今年9月，共建成
粮食仓库、冷链仓库17座，配置烘干
设备60套，日烘干能力达100吨。粮
食用上“吹风机”，住进“保粮仓”，既
降低了损耗，又保障了质量，供销力
量助农收获“舒心粮”。

供销“金掌柜”，端牢“金饭碗”。
为农民找销路，给粮食找买家，市供
销系统持续发力，探索“供”与“销”新
路子，打造了“简爱生活”“洞口供销e
商城”等本地特色电商平台，建设农
村电商服务点1152个，实现线上线下
一体化发展，年销售额逾3500万元。
用活各界资源，力促“强基强能”建
设，联合优质社会资本，重建基层供
销社，现已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 32
个。其中，隆回县高平镇供销社联合
隆回县山峰农业有限公司，共建优质
大米品牌芈山宝，获第15届中国国际
粮油交易会金奖，达到中国绿色食品
A级标准；高平镇万亩示范田入选湖
南省绿色食品示范基地，大米年产值
达2000吨，年销售总额逾3000万元。

市供销系统全力以赴保秋粮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