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3年年1212月月66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com 审稿审稿：：宁煜宁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易桂媛易桂媛 组版组版：：张张 凌凌 总检总检：：魏谦魏谦

5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杨 能 广）
11 月 27 日，新邵县大新镇
磁溪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带
球在该县库区移民事务中
心领到了商业门面产权证。
他高兴地说：“有了这些门
面，今后村集体收入就有了
重要保障。”

新邵县目前有大中型
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
口 50024 人，移民人口居全
市第一。近年来，该县积极
创新帮扶模式，为推动移民
群众产业发展不断注入新
的活力。

去年，新邵县库区移民
事务中心在磁溪社区等全
县6个重点移民村（社区）资
金计划中，每村切块60万元
共计 360 万元，用于购置市

场前景好的商业门面。今
年，该做法继续在 8 个重点
移民村铺开，目前已选好门
面并达成初步意向，即将签
订购买协议。此外，共投入
220 万元，对移民人数 50 人
以上且具备相关条件的 10
个村试点发展光伏发电产
业，目前已有 4 个村的项目
基本完工。

经过充分论证调研，新
邵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在全
县选址试点“移民美丽家园
—乡村旅游”项目，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工程。目前，第
一批试点村项目已通过验
收。其中，重点扶持的大新镇
大东社区玫瑰主题公园，总
投入 197 万元，玫瑰花产业
及特色小镇建设已初具雏
形，旅游效益逐渐体现。

新 邵 县

创新产业扶持模式

帮 助 移 民 致 富

“这条路，我盼了四五年，现在修好
了，货车必须买，明年我还要再扩大种植
规模。”近日，在洞口县高沙镇南泥村，种
粮大户刘孙健走在刚修好的产业路上，信
心满满地说。

刘孙健是南泥村小院组的，他承包了
十余公顷水田种植双季稻。由于其中大多
水田都是近几年开垦的，所以当初村里在
修建通村、通组路时并没有将通往这片田
地的路规划进去。可对于刘孙健来说，这
条路，却曾让他苦不堪言。

2021年，早稻成熟时刚好赶上雨季，
好不容易天晴了，收割机一进场，路面就
成了“沼泽地”，大货车进不去，只能用小
推车拉，即便如此，也是寸步难行。数万公
斤谷子堆在田坎上，拉出来还没一半，就
又下雨了。

刘孙健看着眼前一袋袋的谷子心急
如焚，好在左邻右舍赶来帮忙，肩扛背驮，
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奋战一天一夜，将稻
谷全部抢收回家，却还是有二三千公斤谷
子发了芽。

直到今年6月，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南泥村召开基层社会治理“六零”（零
违建、零污染、零发案、零非访、零违纪、零
事故）创建院落会，地点就放在小院组。

“通往刘孙健那个种植基地的路如果修
通了，那就是为我们办了大实事、大好事。”

“左邻右舍为我抢收稻谷，这份情终
生难忘，但如果再碰上这样的天气，我就
不知怎么办了。”

院落会上，小院组的村民你一言我一
语，说的都是这条路。

“我也知道大家希望这条路早日修
好，可村里拿不出这个钱，没法啊！”面对
村民的期盼，该村党总支书记刘谋铁摇摇
头无奈答道。

“为什么大院组的那条水圳就有钱
修，轮到我们小院组就没钱了？”

“为什么？大家知道大院组去年‘六
零’创建在村里的排名么？大家又知道咱
们小院组的排名么？”刘谋铁一连串的发
问，让部分村民顿时陷入沉思，现场一片
寂静。

眼看时机成熟，刘谋铁向大家解释，
去年，南泥村在全县“六零”创建中成绩排
名靠前，获得项目奖补资金44万元。大院
组各项工作排名靠前，为村里“六零”创建
取得好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项目资金下
来了，自然要优先考虑该组。而小院组在去
年“六零”创建中屡屡出现问题，如果把项
目资金安排过来，其他组自然不会服气。

“作为村干部，小院组去年在‘六零’
创建中排名靠后，这个事我有责任。今年
已经明确我为小院组的片长，我一定把这
个责任扛起来！”小院组所在片片长刘国
安的一席话，打破短暂的沉默。

“这个事我是组长，也有责任。”小院
组组长蒋兴良站了起来。

“作为邻长，刘孙健这条产业路没修
好，我也有责任……”

“好，那我们就奋起直追，把‘三长制’

作用发挥好，把‘六零’创建成绩搞上去，
把项目资金争取到，最后把路修好。”刘谋
铁借势给片长、组长、邻长压了担子，也给
村民鼓了劲。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邻长负责上传下
达，组长负责督促落实，片长全程协调联
动，全体组员齐心协力。村民骑车出行不
戴头盔，有人主动劝导；有人想要违章建
房，三思过后还是放弃；邻里之间发生矛
盾，都会主动冷静下来各让一步；村里的
公共卫生区域，越来越多人主动打扫……

连续4个月，小院组“六零”创建在村
里排名节节攀升，最终进入第一梯队。在
村民代表大会上，刘谋铁提出将项目资金
分配给小院组时，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
同。最终，路通了，刘孙健笑了，小院组的
村民喜笑颜开。

据悉，今年以来，洞口县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将片、组、邻“三长制”作用发挥与
该县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做法“六零”创建
有机结合起来。全县364个村（社区）共设
片长1898人、组长5776人，并将入党积极
分子、优秀党员和乡贤能人等选拔为邻
长，18468位邻长平均每人联系服务10户
村民。该县通过业务培训提升“三长”履职
能力，通过积分管理激发“三长”工作热
情，并创新开发“三长”联系服务群众系
统，通过群众线上“点单”提诉求、“三长”
主动“接单”解难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集
聚了群众智慧、汇聚了群众力量，凝聚起
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伟力。

洞口县
“三长制”凝聚和美乡村“邻聚力”

邵阳日报通讯员 王明平 刘金汉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宇 通讯员
阳望春 姚凌） 12月1日，走进城步
苗族自治县茅坪镇的村庄，一条条溪
流、一口口池塘，清冽可鉴；一座座民
居倒映在清澈的碧水中，人水和谐绘
就了幸福河湖的新画卷。

美丽画卷的背后，是茅坪镇全面
强化河长制工作的成果。今年来，该
镇积极响应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号召，全面推动河湖保护治理从
大江大河向小微水体延伸，持续厚植
优良水生态本底，以河长护河“起
笔”、系统治理“着墨”、创新赋能“落
纸”，致力绘就一幅城水相融、人水相
亲的美丽幸福河湖新画卷。

该镇以“一级党政、二级河长”组
织体系为保障，由党政“一把手”担任
总河长，深入河道一线察看责任流域
情况，逐个锁定破坏水生态“老大难”
问题，积极协调解决20余个突出水环
境问题。全镇156名镇、村级干部主动
靠前、包河包段，精准开展河道巡查巡
检，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置，实现了

“条条河道有人巡，段段河道有人护”。截至目前，各级河长
累计巡河1万余次，发现上报解决问题500余个，巡河率及
问题整改率均达100%。

该镇紧紧围绕河长制“六大任务”，常态化开展河道
清淤疏浚、“清四乱”等专项行动，完成 15 公里河渠清淤，
整治河湖“四乱”问题3处，完成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建成
1 个污水处理厂，并实施棕树园水库和蜡屋溪水库除险
加固项目。

该镇充分发挥村级十户联防作用，积极组织护河志愿
队，全面协助村级河长做好责任河段的日常巡查和问题反
馈，进一步延伸河湖管理的“触角”，促使河湖管护更加精准
有效。同时，以岩背河为试点，整合河道前端感知设备和数
据资源，动态监管河道漂浮垃圾、排口污水直排等问题，利
用智能监控、无人机等协同治理水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
水务监管体系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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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邓朝霞
黄纵军 杨靓） 11 月 28
日，邵东市发展和改革局机
关党支部成员到杨桥镇杨桥
村参加11月主题党日活动，
并与村“两委”干部、部分党
员代表和驻村帮扶队员进行
了座谈，为村集体经济发展
找准乡村主导产业，扶持乡
村特色产业。

邵东市发展和改革局
计划以该村油菜基地为中
心，协助筹建农家乐、垂钓
基地，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并 申 报 以 工 代 赈 项 目 建
设，逐步完善杨桥村水利
基础设施。此外，该局对接
邵东市箱包产业协会，协
助落实在该村建立就业帮
扶车间事宜，架起政企村

沟通桥梁，解决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难题。

此 前 ，为 助 力 乡 村 振
兴，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户

“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
邵东市发展和改革局积极
落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工作，走访两市塘街道峦
兴村安置区搬迁群众 157
户，通过多方协调，提供免
租金菜地 2.33 公顷并赠送
部分种苗，帮助村民降低生
活成本；筹集 6 万元安装垃
圾中转站抽风设备、更换路
灯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筹集乡村振兴资金 5 万元，
落实村部前坪硬化工程。此
外，协助该村筹集资金10万
元，改造城乡自来水供水系
统，保障村民饮水安全。

邵东市发展和改革局

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举措实

今年 41 岁的阳凯波是隆回县的一
名乡村主播。五年前，他怀揣梦想返乡创
业，带领家乡的村民一起养土猪、种水
稻、做农产品加工。利用电商平台，他不
仅打开了网络销售的广阔市场，也成为
了一名为家乡代言的“网红”。目前，他拥
有全网粉丝60余万，直播内容主要是围
绕“三农”宣传家乡美食和美景。

阳凯波从返乡创业到成为一名“三
农”主播，源于一个巧合。2016年，他回到
家乡——魏源故里隆回县司门前镇，依
托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优质的农特产
品，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并创立了农
业公司和品牌。经过三年打拼，公司健康
发展，小有规模。但是随着2019年底疫情
暴发，企业发展受到影响，销售成了难
题。一个偶然的机会，阳凯波在抖音发布
了一条在农村吃饭的视频，碗里的菜就
是家乡的特产——腊肉、猪血丸子和豆
腐乳。未料，点击量竟然高达 1000 余万
次，留言也超过3万条。通过给评论区的
粉丝们留言及线下引流，短短一个星期，
他们就销售了750余公斤腊肉和3000余
个猪血丸子，销售额超过12万元。

“这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们很快掌握
了网上销售的方法。”阳凯波介绍，“除了
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我们还会不定
期对家乡企业和人文历史进行公益直播
及宣传。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我们每
年销售本地农产品的销售额能达到900
余万元。”

为满足生活在城市里的粉丝对农村
田园生活的向往，阳凯波把直播间搬进
了菜地里、田野中。夏天卖蔬菜的时候，
阳凯波在菜园里直播，和工人们一起劳
动，和粉丝们边互动、边销售，气氛自然
融洽。到了冬天卖土特产，他们把直播间
搬到了加工基地，直观地向粉丝们展示
产品的生产工艺，讲解产品相关的历史

文化。最高峰时，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引
流销售，一天能卖出 1000 余单，营业额
超过10万元。

为了扩大销售、增加渠道，阳凯波也
培养内部员工作为乡村主播。在他的带
领和指导下，边工作、边直播成了公司的
一大特色。他们共打造了十多个“三农”
账号，其中特产部主管廖丽娟的抖音账
号“宝德楼表妹农产品”粉丝也超过 16
万，每年能销售总值 200 余万元的家乡
特色农产品。

2022年，他们打造了一个2000余平
方米的直播助农带货基地，每年对 200
余名乡村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及短视频拍
摄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及实践操作，培养
出了一批优秀的“三农”主播，为家乡特
色农产品销售及历史、人文、旅游的宣传
推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阳凯波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带动当地农户合作
养殖土猪、种植蔬菜，产品由公司统一销

售。从原料到生产、销售，每一步都严格
把关，这种做法既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
险，又促进了农户稳定增收。

“每年我们能带动 200 余户村民就
业和创收，带动当地农民增加工资性收
入等600多万元。”阳凯波介绍，除了销
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他们还对家乡农
产品企业进行帮扶直播带货。2020年到
2023年，公司对当地农业企业及农户进
行了 120 余次公益直播带货，销售额超
过300万元。他也被授予“湖南乡村振兴
营销推荐官”等荣誉称号。

作为第七届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大
会暨 2023 全国农村直播电商优秀案例
成果发布活动的案例入选者，阳凯波表
示，接下来，他们将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直播经济”为依托，以“原生态、高品
质”为发展理念，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
造高端农产品体验店，涵盖当地特色生
态农产品销售及农村传统文化、美食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

阳凯波阳凯波：：当好家乡美食美景当好家乡美食美景““推荐官推荐官””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刘朝晖 宁双奎 钱江山

阳凯波在直播间工作阳凯波在直播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