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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李晶鑫） 11月14日，在洞口县雪峰街
道清水村的橘园源柑橘种植专业合作
社内，十多名村民正在选果装箱。今年，
该合作社种植的 133 公顷雪峰蜜橘喜
获丰收，橘农实现增收致富。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洞
口县充分发掘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势，因
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雪峰蜜橘等特色
种植产业，成功激发农村产业发展动
力，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洞口县目前有7.6万农户种植雪峰
蜜橘，种植面积约1.44万公顷，年产约
18万吨。该县培育了辣妹子、国饼世家、
鼎达农业、湖南农家好伙计等 17 家龙
头企业，302家雪峰蜜橘营销大户依托
27家快递物流公司将优质蜜橘送到千

家万户。全县约18.6万人从事雪峰蜜橘
产业的种植、加工和线上线下销售，形
成一二三产融合产值约21.4亿元的雪
峰蜜橘全产业链。

该县从建立雪峰蜜橘质量标准入
手，不仅保障市场主体和消费者购买到
有品质保证的蜜橘，同时倒逼果农按照
标准种出好蜜橘、约束龙头果企等从业
者按照标准选出好产品，确保卖出去的
每一箱雪峰蜜橘都能做到品质一致、全
程溯源，提高雪峰蜜橘整体溢价能力，
继而推动雪峰蜜橘质量、品牌、溢价的
良性循环，使得产业效益全方位提升。
洞口县乡村振兴局局长袁云华介绍，过
去，每公斤雪峰蜜橘散装果只能卖4元
多。现在，通过统一品质授权管理和智
能化分拣，每公斤雪峰蜜橘市场价最高

接近20元。
雪峰蜜橘产业让橘农增收、企业增

效的同时，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当前，洞口县因地制宜，依托柑橘产
业，以“一米菜园、一米果园、一米花园”
（“三米园”）标准创建和美庭院，把激发
群众动力、壮大农业产业、改善人居环
境当作抓手，带领当地群众共同缔造产
业兴旺、生态和谐的宜居新农村，尤其
是通过雪峰蜜橘果园美化庭院点亮“庭
院经济”等手段，通过产业集聚和联动、
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等方式，促进实
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目前，该县已建
成鼎达农业、凤溪农业等知名休闲农业
庄园和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雪峰蜜橘
等种植业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进
一步促进乡村美、群众富。

洞口县
蜜橘压枝果飘香 乡村振兴产业旺

“孩子终于有出息了，我为他
感到骄傲和幸福。”11月16日，说
起昔日学生廖明（化名）考上研究
生一事，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教师
范兰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

廖明是范兰当年在大水田中
心小学任教时的一个学生。廖明家
在大山深处，家境困难，父母双双
外出务工，学习期间都住校。2003
年的一天凌晨，廖明突然呕吐、发
高烧，范兰得知后连忙赶到寝室，
背起他直奔离学校有几公里的卫
生院。当孩子打上针安静地躺在病
床上，范兰联系上孩子的爷爷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是穿着一双拖鞋
在漆黑的山路上飞奔。

山里孩子淳朴懂事，廖明比
其他孩子更懂得感恩。看到范老
师待他如亲人，他心里默默把范
老师当成了依靠，学习变得更加
努力，成绩越来越好。后来范兰因
工作需要离开大水田中心小学，
廖明依然与范老师保持着联系，
时常向她汇报学习情况。

回想起初为人师的那段岁
月，范兰说，那时幸福与辛苦并
存、收获与感动同在。2003 年 6
月，范兰满怀教育激情只身来到
素有“隆回小西藏”之称的大水田
乡。坚守在大山深处的日子里，范
兰尽职尽责、用一份“姐姐的大
爱”关心学生，时不时做些好吃的
给学生们改善生活。在教育教学
上，她结合乡村教学特点，为学生
设计好锻炼、成长所需接地气的

教育方法。
在大水田中心小学的工作经

历，让范兰锤炼出一种奉献不言
苦、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好教
师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学生在成
长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作为教师，就应该当学生成长
道路上的明灯，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获得自信、健康成长。”范兰
说，她在教育中坚持做到“三待”
学生，即：“正确看待学生”，眼中
无后进生，确信每个学生都是可
以教育好的；“平等对待学生”，把
学生当作朋友，当作服务的对象；

“努力善待学生”，善于施教，让每
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使
之成为合格的人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范兰所
带班级拥有良好的班风、学风，班
级成员相亲相爱，携手共进，不仅
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还多次获得

“优秀班集体”称号。“老师，您可
千万别犯难，学习上我们不怕繁
难，更不会犯懒。在您的精心培育
下，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开出一
片芳兰。”看着孩子们用自己名字
谐音写成的“心语”，范兰欣慰地
笑了。

滴滴汗水，浇灌千亩桃李；谆
谆教诲，启迪万人智慧。20 年的
从教岁月，范兰奉献出了自己的
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培养出了
一批批好学生。星光不负赶路人。
范兰多次荣获县人民政府嘉奖，
2022年被评为县语文骨干教师。

启智润心 躬身育才
——记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教师范兰

邵阳日报通讯员 阳 琼 周 兰

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邓朝霞
通讯员 尹天铭 赵品健） 11 月 17
日，邵东市医疗保障局对该市纳入“双
通道”药品管理服务机制的定点医药机
构开展常态化监管检查。

“双通道”是指通过定点医疗机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谈判药
品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理需
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的机制。

今年7月，邵东市医保局专项检查了
辖区7家“双通道”定点医药机构，发现11
类问题，共追回医保违规基金8万余元。9
月，该局针对这些问题出台文件，同时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监管稽核。

该局要求各相关定点医药机构建

立无偿供药经办管理制度，主动向参保
人宣传无偿供药政策，公示待遇享受条
件和流程，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参保人
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各相关定点医药
机构定期报送有关台账备查，有效杜绝
了重复享受待遇的现象，并督促他们不
断强化定点医药机构自我管理的主体
责任，建立内部定期培训制度和考核奖
励制度，加强对医师、药师的培训和管
理，规范“双通道”药品的管理和使用。

建立“双通道”药品和“责任医师”
报备制度。该局要求定点医药机构实时
报备所经营的“双通道”药品品种及相
关信息，进行动态监测。数据异常时，该
局及时预警和核查。发现“双通道”药品

保障不足时，及时督促定点医药机构采
购，尽量满足患者用药需求。该局对责
任医师进行岗前业务指导与警示教育
的同时，还要求定点医药机构定期将责
任医师处方签名样式及专用签章报该
局留样，以便于经办人员在工作中对医
师签章进行甄别，有效打击相关违法违
规行为。

规范档案、台账和处方管理。该局
要求定点医药机构为每位购买“双通
道”药品的患者建立“一人一档”购药档
案，做到病情可回顾、用药可追溯。同
时，建立回访登记台账，定期核实患者
的情况，有效遏制冒名顶替购药、死亡
冒领待遇等违法违规现象。对超量开
药、超量配药、提供空白处方、伪造处
方、委托开具处方等违法违规行为，明
确责任和处罚标准。充分发挥部门协同
治理作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及
时移送查处，确保医保基金安全，不断
推进“清廉医保”建设走深走实。

邵东市率先规范“双通道”药品管理服务

医保基金监管不留“空档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飞） 11 月 13 日，北
塔区专题部署入河排污口“一口一
策”整治（第一批）工作，全面拉开
该区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的序幕。

按照省、市工作部署，今年以
来，北塔区持续开展防范化解重
大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利剑”行
动，开展资江干流入河排污口的
排查整治工作，规范入河排污口
管理，管控入河污染物排放，全力
推动辖区水环境质量提升改善。

通过前期溯源，北塔区排查
发现了一批存在环境问题的排污
口。

北塔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遵循“依法取缔一
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
批”的原则，对入河排污口进行

“一口一策”分类整治，并把整治
与全区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目标任务及“重点流域水环境”相
结合，做到排污口规范与源头治
理相结合、立行立改与长效监管
相结合，实现“一年打基础、两年
见成效、三年大变样”的目标。

按照整治方案要求，对能立
即解决的问题，该区将迅速采取
措施予以解决；对涉及管网建设、
雨污分流等需要时间解决的问
题，分别明确阶段目标，由易入
难，分步推进。该区计划在今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第一批问题
50%的排污口整治任务；在今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 30%的销号任
务；至 2025 年底，全面完成排污
口整治销号，并建立起较完善的
排污口长效管理机制。

北塔区

“一口一策”整治入河排污口

“用‘湘易办’手机 App 进
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真方便。
村级便民服务站帮办代办员帮
我输入身份证号码和姓名，通
过人脸识别就办好了。”11 月
13日，新邵县陈家坊镇马埠田
村 70 岁的石亮付高兴地打电
话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儿女。

自“湘易办”上线以来，陈
家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通过集中
宣传、入户推广等方式，切实提

升“湘易办”App的覆盖面，通过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
服务质量和水平，用心用情打通
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今年陈家坊镇便
民服务中心共推广注册“湘易
办”新用户 2 万余人，通过“湘
易办”办理出生一件事、养老资
格认证、社保缴纳等事项1.2万
余次。

（石颂军 华南阳）

推广“湘易办” 事事“省心办”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孙咏梅 王迪阳） 眼下，新邵县龙溪
铺镇麻冲村常春藤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黄栀子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成
熟的黄栀子不仅扮靓了小山村，也带动
了村民增收致富。

11月8日，走进该合作社的黄栀子

种植基地，只见椭圆形的果实悬挂枝
头，像一个个倒立着的小小黄灯笼，村
民们穿梭在栀子树丛中，忙着采摘果
实。合作社管理人李睦光介绍，除黄栀
子，该合作社还种植了玉竹、百合、罗汉
果等十几种药材。这些药材不仅为合作
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周

边村民就业。每年仅黄栀子的采摘期，
就可以吸纳周边十余名村民前来务工。

近年来，龙溪铺镇立足产业发展重
点，积极探索创新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围
绕特色水果、中药材、糯谷、南竹等特色产
业，明确了“整合资源、集中投入、发展到
村、效益到户、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工作
方针，吸引和鼓励乡贤回乡创业。该镇依托
农业龙头企业，采取订单种植、保护价格收
购、统一技术服务的方式，努力破解群众种
养技术水平不高、销售不畅、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不强的瓶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新邵县龙溪铺镇

舞 活“ 龙 头 ”产 业 兴

11月17日，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产业开发区茅坪湘商产业园，财税工作人员向邵阳点点甜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宣传有关惠企政策。今年以来，该县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落实减税降费、财政贴息、畅通物流等系列措施，积极为
小微企业发展纾困解难，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邵阳日报通讯员 严钦龙 戴朝华 摄影报道

11月18日，邵东市两市塘
街道青兰村举办了“2023邵东
市青兰村‘四季村晚’之‘冬季
村晚’暨村企联欢晚会”活动。

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有村
企配乐诗朗诵《大美青兰我的
家》，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题
的花鼓戏《警钟长鸣》，有大气
恢弘的古典舞《醉叹盛世》，也
有展现军民鱼水情深的混声合
唱《十送红军》……三千多名观

众欢聚一堂，共享视听盛宴，掌
声、欢呼声不断。

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村
民与邻里、与企业之间的感
情，营造了健康向上、文明和
谐的新时代农村基层文化氛
围，更展现了邵东市在乡村振
兴和文化旅游发展方面的成
果，凝心聚力奏响乡村振兴

“奋进曲”。
（邓朝霞 尹文武）

村企大联欢 齐心助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