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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环境整治，道路干净了，空气
清新了，我们每天生活在干净舒适的环
境中，不光心情好，人也更有精神了。”1
月2日，提起常态化开展的村庄清洁行
动，新宁县靖位乡湘榧村的村民纷纷竖
起大拇指。这是新宁县委宣传部驻湘榧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用心用情守护湘榧
净土，逐步勾勒出湘榧振兴新图景的生
动缩影。

自 2023 年 5 月进驻湘榧村开展乡
村振兴工作以来，工作队紧密依托生态
优美、民风淳朴的良好村情基础，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倾情
扎根湘榧，用实干推动乡村振兴。

为了尽快熟悉掌握全村的发展情
况，队员们通过查看联系手册、全村人
员花名册、务工信息表和产业帮扶等资
料，对村民信息和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
了然于胸。同时，由队员和村干部共同
分成 3 个小组，对全村的监测户、脱贫
户和一般户进行全覆盖入户走访，获取

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促进湘榧振
兴提供科学依据支撑。

与此同时，新宁县委宣传部组织党
员干部职工和爱心公益志愿者来到湘
榧村开展结对关爱行动。入户过程中，
结对帮扶干部主动上门“认亲”，同帮扶
群众拉家常、话冷暖、交心声，以最直
接、最真诚、最有效的方式与群众“面对
面、手拉手、心贴心”，用真心换真情，以
真情暖民心。

做好“山文章”，吃上“生态饭”，是
驻村工作队为湘榧村量体打造的发展
路径。该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森
林资源优势，做好产业发展及宜居宜游
美丽乡村建设，发掘特色产业红豆杉，
做好野生香榧古树群保护，强化政策支
撑，带动沿边村落发展蜜蜂、乡村旅游
等产业，引来不少游客观光，让群众因
山而富，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

与此同时，该村强力护航生
态环境，扎实推进城乡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坚决打击毒鱼、电鱼、乱砍
滥伐等违法行为，修建了拦水坝，打造
了健康步道，让乡村更生态宜居。在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全村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村庄清
洁行动，从公路沿线、农户庭院等场所
着手，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志愿者对路
旁树木、草堆、河道垃圾等进行集中清
理，确保无遗漏、无死角。该村还积极
健全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发挥
网格员“移动探头”功能，及时发现解
决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并把
人居环境卫生治理写入村规民约，提
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实现
乡村面貌焕新颜。

截至目前，该村集中清理整治环境
卫生135处，清理垃圾1.2吨，化解矛盾
纠纷8件，为群众办实事21件，切实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阔 步 振 兴 路 湘 榧 展 新 颜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鄢跃斌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胡金国
李海铭） 上月7日，新邵县巨口
铺镇石槽村两人因土地界限问题
发生争吵。邻长杨丁亥闻声赶到，
第一时间将二人拉开。随后，杨丁
亥找准矛盾要害，讲道理、讲人
情、讲政策、讲法律，最终使两人
各退一步，握手言和。

2023年，新邵县根据各村（社
区）特点、人口数量、居住情况等，
按照便于管理、推动发展的原则，
把村（社区）分为若干片，以村（居）
民小组或院落网格为组，在组内将
邻近居住的5至15户划分为邻。该
县坚持“优中选优”原则，经个人自
荐、群众推选、组织审核，2.1万余
名有威望、有能力、富有奉献精神
的农村党员、乡贤、村（居）民代表
被推选为片长、组长、邻长。

“有问题找三长。”在基层治
理和平安建设等各项事务中，新
邵县注重发挥片组邻“三长”的积
极作用。片组邻“三长”采用“固定
接待+日常走访”相结合的方式，
就近就便联系服务群众，倾听群
众诉求，畅通“线上+线下”联系渠
道。在村（社区）搭建“片组邻”网
格微信群，由片长担任群主，组长
和邻长担任信息员，及时宣传党
的政策、掌握社情民意、反映问题

诉求、处置解释反馈。按照“分级
负责、逐级上报、限期处理”的原
则打造服务“闭环”，实现“私事止
于邻、小事止于组、大事止于片”。

为激发“三长”工作积极性，该
县出台了相应的激励措施，对表现
优秀的人员优先纳入村级后备力
量、优先纳入党员发展计划，在“两
代表一委员”推荐和村“两委”干部
推选时优先考虑。此外，在“新邵党
建”及各乡镇微信平台推出“咱们
三长有作为、最美邻长在身边”先
进事迹宣传专栏，及时评选表彰先
进典型，有效激发履职热情。

推动片组邻“三长制”工作，
与基层治理、乡村平安建设相融
互促。截至2023年11月，该县片
组邻“三长”累计开展“民情恳谈
走访”“敲门入户行动”等5200余
场次，服务群众32万余人次，收集
各方面意见建议4980余条，推动
解决矛盾问题2740余个。其中，由

“三长”负责调解的矛盾纠纷2528
件，基本实现“矛盾纠纷不出村
组，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的目标。2023年1月至11月，新邵
县域社会矛盾纠纷总量同比下降
10.4%，群众参与乡村共建的支持
率、共治的参与率和共享的满意
率大幅提升。

新邵县

“ 三 长 ”发 力 促 和 谐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赵宇峰 张慧） 上月
26日，第四届邵东市工业设计大
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邵东市举行。

此次大赛由湖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指导，邵东市人民政府、邵
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以“集
群发展，设计赋能”为主题，为企
业征集优秀设计作品，实现落地
转化。

大赛自 2023 年 8 月启动以
来，收到来自25个省、市、区的涵
盖各行各业的500余件作品，吸引
30家设计机构、40所院校投稿。经
过多轮比拼，打火机、箱包、五金三

大产业组的18件作品进入决赛。
最终，Z828铁壳直冲机获打火机
产业组一等奖，多组合型功能钳获
五金产业组一等奖，箱包智能化生
产线获箱包产业组一等奖。

工业设计是创新链的起点、价
值链的源头。近年来，邵东市大力
推动工业设计发展，连续举办四届
工业设计大赛。该市以赛为媒，集
聚工业设计资源，推进工业设计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工业设
计对质量提升的牵引作用，助力邵
东产业集群提质升级。2023年，邵
东市成功创建国家创新型县（市），
入选首批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

邵东市

设计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胡梅 通讯员 邓礼禄）“截至
目前，我们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8次，出动监督人员68人次，对工
地项目进行检查32次，共教育各
类运输车辆18起，下发整改通知
6份。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确
保建筑领域交通问题顽瘴痼疾得
到有效治理。”这是上月 20 日大
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召开的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媒
体通气会上通报的信息。

2023年，大祥区住建局以打
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美好的市容
环境”为目标，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加强精细化管理，多次联合邵阳市
住建局、大祥区交警大队等部门对
在建工地从事建筑材料运输及渣

土运输作业中使用无牌无证、非法
改（拼）装、报废车辆、人货混装以
及超限超载车辆等行为开展联合
执法。同时，要求施工工地监督人
员将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纳入
日常监管工作范畴，向建筑工地发
放《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宣传资
料220份，组织各在建工地进行建
筑工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严禁
超载超限培训2次，培训工地管理
人员84人次。通过开展宣传培训
和专项整治行动，该区建筑工地交
通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管理能力
全面提升，施工单位租赁、使用无
牌无证、非法改（拼）装、报废车辆
从事建筑材料运输出入建筑工地
等现象明显减少，“降事故、保安
全、保畅通”的总体目标基本实现。

大祥区
强化施工工地顽瘴痼疾整治

邵阳日报讯（记者 贺旭艳）
近日，武冈市人民政府与浙江展
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武冈市狮
子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进行了投资框架协议签约。这是
邵阳市浙江商会引老乡来邵阳创
新业、谋发展的又一成果展现。

邵阳市浙江商会的前身是邵
阳市总商会浙籍分会，成立于
1998 年。历经 25 年发展，该商会
会员遍布邵阳各县市区，从事的
行业广泛，为邵阳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近年来，该商会利用自身优

势，响应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的
决策，积极牵线搭桥，帮助浙商在
邵的项目落地。目前，由该商会主
导建设招商的武冈湘商产业园已
投入使用；武冈浙商汽配阀门创
造产业园已开工建设，16家浙商
企业经商会牵线已落户园区。

此次签约的武冈市狮子湖片
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项目，总投资
约5.6亿元，投资合作实施内容主
要分为狮子湖片区城市更新与文
旅产业城乡融合发展两个部分。该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武冈城
市建设、产业发展，带活周边经济。

在邵浙商为武冈发展添活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肖鹤洲 罗蓉） 上月21日，
隆回县大东山志愿者协会在西洋江镇
苏河村举办“爱驻夕阳，关爱老人”敬老
志愿者服务活动，为 30 余位老人送去
关怀。

活动现场，隆回县消防救援大队工
作人员对老人进行了冬季安全用电用

火用气常识宣讲，为他们发放了消防宣
传手册；苏河村幼儿园的小朋友载歌载
舞，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老人送上精彩
的文艺节目；该县金银花志愿者协会给
老人科普了中医养生知识，重点做了冬
季养生、耳穴知识宣讲，以及耳保健操、

“八段锦”实操互动。此外，当地爱心企
业免费为老人检测听力、视力，并免费

配送老花镜。
大东山志愿者协会链接了众多爱

心企业，为每位老人送上“爱心敬老礼
包”，礼包中有米面油盐、保暖内衣、布
鞋棉袜、帽子围巾等生活物资。

据悉，针对生活困难的独居（留守）老
年人、特困供养人员、重度残疾人、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
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隆回县民政局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完善应急预案、
采购御寒物资、提升救助效能的基础上，
引导大东山志愿者协会等800余支公益
组织（团队）担当防寒“轻骑兵”，参与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帮扶工作。

隆回县

公益组织担当防寒“轻骑兵”

小朋友在展示生肖年画《祥龙献瑞》。

新春佳节临近，在“现代民间年
画之乡”隆回县滩头镇，年画艺人们
忙着印制木版年画，确保节日市场
供应。

滩头木版年画于 2006 年入选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滩头年画的制作，从造纸开始到制
成年画成品，需经历 7 次印刷、7 次
手绘等数十道工序。

曾勇 摄

纸上年味
祥龙献瑞

图为上月31日，滩头镇福美祥年画作坊艺人忙着印制木版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