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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邵县不断压实主体责任，强
化工作举措，聚焦“五位”抓突破，全力打好安
全生产翻身仗，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

聚焦“站位”抓认识，破解安全意识不强
难题。新邵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强化“安全生
产等不得”“巡察整改松不得”“监管执法软不
得”的意识，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
先后7次在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上调
度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先后12次到一线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聚焦“定位”抓整改，破解隐患整治不力
难题。该县上下自觉主动开展安全生产领域
问题自查自纠，对巡察反馈的立行立改问题，
建立“县级领导挂帅领办、安委会成员单位共
同承办”的机制，推动即知即改。针对市委巡
察组反馈的边巡边改问题，该县纪委监委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对相关县直部门和15个
乡镇全覆盖进行督查，全力推进整改。同时，
该县纪委监委采取抽查台账、现场走访等方
式，督促职能部门压紧压实安全隐患排查主
体责任，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并抓严抓实
监管执法，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截至10
月底，该县共整改37个风险隐患问题、39个
立行立改问题和9个边巡边改问题；共排查
隐患9205处，已整改销号8571处。

聚焦“归位”抓机制，破解体制机制不顺
难题。为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该县“全链
条”理顺责任落实机制，“多维度”建立监督督
导机制，“全流程”完善巡察联络机制，进一步
明确了县安委会职责，切实完善了县“两办”
督查室和县安委会牵头、部门共同参与的督
导机制，织密织牢督查网。

同时，提升了问题交办、跟踪指导、及时
反馈等工作的效率，切实把巡察工作责任压
实到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各级各部门均
设立巡察整改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巡察整
改工作，并规范了巡察整改销号流程，真正实
现上下联动、以上促下、同题共答。

此外，新邵县还在聚焦“缺位”抓宣传和聚
焦“到位”抓保障上狠下功夫。该县通过开展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活动，推进安
全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一步营造全
社会关心支持安全生产工作的浓厚氛围。

◆聚焦“五位” 护航安全生产

如今的新邵县酿溪镇大田社区，街
巷干净整洁。社区环境变好了，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增强了。这是新邵县持续强
化人居环境整治带来的变化。

今年来，新邵县以巩固国家卫生城
市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将人居
环境整治作为提高群众生活品质的一项
民心工程、实事工程来抓，聚力打造生态
文明宜居的新环境，城乡面貌有了很大
改观。

为切实改善城乡环境面貌，该县在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下功夫、补短板，
出台了《深化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十
大重点行动”方案》，大力开展环境卫生、
交通秩序等十大重点整治行动。近年来，
该县从治理环境卫生入手，对主城区主
要干道、城市社区、城乡接合部等进行重
点治理。围绕城乡环境卫生，对标国家卫
生县标准进行全方位整治，掀起环境卫
生整治热潮。在县城区和建制镇集中开
展专项整治，加大流动摊贩专项治理，坚
决取缔占道经营，劝阻出店经营，拆除违
法建筑，规范户外广告。

改变群众观念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重要一环。新邵县各乡镇利用“星
期一夜校”召开社区院落会，就全面提升
人居环境的意义、各家各户如何搞好人
居环境卫生整治、院落怎样规划及建设
等，进行面对面宣讲；积极开展“星期五
大扫除”，组织全镇干部下到联点村（社

区）开展卫生大扫除。同时，通过卫生劝
导、志愿服务，结合“平安家庭、文明卫生
家庭、勤劳致富家庭、道德模范”四项评
比和“大整治、大巡防、大走访、大调处、
大宣传”五大行动，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带动群众一
起干”。

“环境好了，民生才能好！”自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该县全力办好城
区线缆清理、巷道硬化、停车场修建等民
生实事，全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更加
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近年来，该县新
建了栗山农贸市场、柏树农贸市场，改造
升级了金三角农贸市场，取缔了临时市
场和马路市场，优化了农贸市场综合环
境。同时，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着手，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拳
治理房前屋后“四乱”，加快补齐农村人
居环境短板：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
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农房整治……一项
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治理行动马不停
蹄地推进。

如今，在新邵广袤的乡村，乡村道路
平整通顺，农家小院干净整洁，河流水清
岸绿……处处呈现着和美乡村的新图
景。“家门外，河流清澈、道路干净。进了
庭院，鲜花盛开，蔬菜满园，自来水畅。尤
其是新建的厕所，干净又安全，用起来格
外舒心。”龙溪铺镇大湾村村民谭道明满
意地说。

◆抓人居环境 群众幸福升级

产业项目“一落子”，区域发展“满盘活”。如何能
让项目在夯实主导产业基础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
引领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和更多的活力？新邵的答案是：
服务！用最优的环境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为绽放产业发展“满园春”，保障企业“引得进、留
得住、发展好”，新邵县在畅通“快审批、快投产、快落
地”服务流程上，可谓下足了“细功夫”。

扎根基层，重落实。压实企业服务中心、产业发展
局、驻企联络员服务企业的责任。今年来，他们帮助
18家企业申报“风补贷款”；主动为创好鞋业、湖南俏
美服饰、东谷实业、新邵德信4家企业开展招工服务；
为荣健贸易、中惠信息、立坤建设等企业提供营业执
照代办服务。

深入实践，抓调研。新邵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
队多次到大新镇、坪上镇等地调研产业发展情况；县工
商联下沉一线、深入企业，成立调研组，开展“培育本土
企业，助力经济发展”等专题调研。每月26日，是新邵县
的“企业家接待日”。这天，新邵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专程走访企业，了解情况，解决难题。

擘画蓝图，育人才。该县健全完善人才政策，聚焦
优势产业需求按需引才；加大产业人才支持力度，开
展系列院士专家“新邵行”活动，采取技术合作、顾问
指导等模式柔性引才；建立新邵籍在外人才信息库，
畅通联系渠道回引人才；精准施策育才，突出机械智
能制造、循环经济“一主一特”产业，推进校企、院企合
作，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变服务方式 下足“细功夫”

湖南鸿腾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新邵经济开发区新邵经济开发区。。

水碧天蓝，风景如画。

新邵资江码头。

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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