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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
农家闲适，到“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
温”的温馨惬意，走进城步苗族自治
县儒林镇罗家水村，一幅美丽乡村田
园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开，通过美丽乡
村建设，该村正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态
宜居之地。该村先后获评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省级示范村、省五星级乡村旅
游区。

近年来，罗家水村在省民政厅驻
村帮扶工作队的帮扶下，把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任务，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面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创新乡
村治理新模式，以绣花功夫绘就和美
乡村幸福底色。

“以前我们这里的道路坑坑洼
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路泥，村民们
只能取渣土压路，可很快，道路又变
得泥泞不堪。”该村村民曾娜娜回忆
起那段“乡愁”不禁感叹。“近年来，我
们村不仅拓宽硬化了道路，有的还铺
上了沥青路。”交通条件大大改善，让
她喜上眉梢。“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
们集中财力办好民生实事，把好钢用
在刀刃上，积极筹措项目资金对村内
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整治，实现了硬
化、美化、亮化全覆盖，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省民政厅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孙青柏说。

美丽乡村建设，改善村容村貌是
关键。近年来，该村全面实施村庄亮
化、美化工程。先后整合美丽乡村项目
资金 320 万元，新建文化休闲广场 3
处，硬化道路15.6公里，安装路灯420
盏，改造苗族特色居民屋 50 户，墙面
彩绘32余处，建成“一步一景、处处皆
景”的美丽乡村。

针对村民缺乏环境卫生观念、环
保意识薄弱等不足，该村设置了积分
超市，制定出台《村民积分管理制度》
和《积分评议制度》，设置 27 个加分
项目、13 个减分项目，充分调动村民
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截至目前，
该村的积分超市共兑换出物品价值
11万元。

“养殖家禽加100分，主动参与村
级道路清扫加 50 分，不孝敬父母减
200分……”该村用“红黑榜”形式，定
期更新积分管理公示栏，谁家得分、减
分，一目了然。“这是我用扫马路得来
的350分积分兑换的生活用品。”该村
村民李立龙拿着一瓶洗衣液高兴地说
道，2022年起，村里实行积分制管理，
助推乡村振兴，村民发展产业、做公益
等，都能得积分。

乡村不仅要宜居，还要宜业，让
群众增收有门路、收入有保障。罗家
水村，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
东北部。全村总面积 8 平方公里，村
民 80%为苗族，这里民风淳朴，民俗
风情浓郁。入冬后，罗家水村 5 棵平
均年龄在 1080 年以上的古银杏褪去
青绿，银杏树叶片片金黄，通透明
亮，每年吸引上万省内外游客来此
观光打卡。近年来，罗家水依托其独
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一中心四
基地”产业发展集群。投资 400 万元
新建千年银杏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山地越野车、花海小火车、网红秋
千、油桶拖车等娱乐项目，完善配套
民宿餐饮服务设施。2022 年始，该村
连续两年举办“千年银杏观光节”，
每年吸引游客上万人，实现营业收
入 50 万元以上，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加8万多元。

同时，该村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
业，通过“村党支部引领+村级合作组
织牵头+村民入股”模式，建成黄牛养
殖基地、特色蘑菇种植基地、特色水果
种植采摘基地、金丝皇菊中药材种植
基地，带动 32 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年产值达 80 多万元，人均增收 1.5 万
余元。

城步罗家水村

打造和美乡村 描绘美丽画卷
邵阳日报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阳望春 陈科帆

5 月17 日，洞口县花古街道长龙
村种粮大户谭丁长一家和雇请的村民
一起，忙着为20多公顷早稻做细致的
田间管理。

花古街道位于洞口县城以南，地
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有“洞口粮仓”的
美誉。该街道现有种粮大户 41 户，其
中种植双季稻的大户有 26 户。2023
年，该街道完成粮食种植面积4000余
公顷，荣获“市级粮食生产先进单位”
荣誉。今年春耕，该街道完成早稻种植
面积1003公顷，其他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337.3公顷。

这些成效，源于花古街道的积极
作为。该街道坚持政治引领，压实粮食
安全责任。除了坚持高位推动外，他们
还做好办点示范。党工委书记、办事处
主任、副书记、分管副主任、农综中心
主任分别领办数个示范点，今年来，创
建市级万亩示范片1 个，县级千亩示
范片1个，乡级百亩示范片9个。2023

年以来，该街道共协调解决农业设施
用地、土地流转纠纷等矛盾 18 起，解
决清淤、水利维修和机耕路建设资金
30多万元。

该街道坚持联防联控，守好耕地
保护红线。严格落实田长制，全面压实
各级田长责任，推进土地流转，有效遏
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街道现有
永久基本农田1512.1公顷。实行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队员包村制度，每个村
都有专门联系的执法队员，常态化开
展巡查，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同时，
深入开展耕地抛荒治理专项行动，全
面清空抛荒耕地存量。2023 年以来，
该街道未发生一起乱占耕地行为，并
恢复耕地24公顷。

该街道坚持科技赋能，促进粮食
生产提质增效。他们加大优良品种推
广力度，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
覆盖，落实低镉水稻试点66.7公顷，高
档优质稻面积达90%以上。2023年以

来，该街道修建了9个集中育秧大棚。
水稻集中育秧，推动现代农业高效发
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该
街道积极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作
业，实行机插机抛机收耕作模式，现代
化农机合作社数量位居全县前列，现
有各类农业机械 293 台，综合机械化
率达83%。

该街道坚持服务到户，实现全程
托管多方共赢。他们不断壮大适度规
模经营主体，新发展一批年轻的高学
历、高素质新型专业农民，培育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41
户，流转土地约960公顷，每亩每年平
均流转费用300元。加强社会化服务，
由社会经营主体提供育秧、插秧、施
肥、机收等全过程服务。同时，加大技
术培训，大力推行科学统一的种植模
式，广泛应用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
防控等技术措施，确保粮食增产丰收。

洞口花古街道

守牢耕地红线 丰实“洞口粮仓”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杨 鹰 谢松华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李方球
李洁琛） “我呼吁每一位干部，
特别是我们年轻干部，将廉洁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青春的
热血和担当，守护美好家园，共建
清廉新宁！”5月17日，在新宁县

“以廉洁之光 为青春领航”演讲
比赛初赛现场，靖位乡政府参赛
选手戴芳芳的演说掷地有声。

从屈原祠到宛旦平故居，从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到“最
美奋斗者”叶连平，从身边同事到
退休老同志……当天，来自该县
各乡镇、各县直机关单位的34名
参赛选手紧扣主题，立足岗位，用

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自
身成长、工作经历和身边故事。

新宁县将清廉建设和年轻
干部培养有机结合，通过发布

“‘青’廉之约”短视频，邀请县级
领导寄语年轻干部恪守廉洁初
心，开展廉洁家访、党风廉政教
育警示谈心谈话、家庭教育公益
讲座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年轻
干部努力做到信念坚、政治强、
本领高、作风硬，扣好廉洁从政
的“第一粒扣子”。

本次演讲比赛由新宁县纪委
监委、新宁县委组织部、团新宁县
委联合举办。

新宁县

以廉洁之光 为青春领航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金光裕 罗媛媛） 为有
效打击毒品原植物种植，从源头上
杜绝毒品原植物在辖区内种植和
流通。5月13日，新邵县酿溪镇组
织开展禁种铲毒宣传踏查行动。

按照“全覆盖，不留死角”的
原则，该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针
对田间地头、屋顶阳台及毒品种
植可能性大的隐蔽角落，逐一进
行踏查，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
角”。同时，向群众详细讲解了“种
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的
禁种知识及毒品的危害性，并逐
户签订《酿溪镇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承诺书》。

此次踏查活动，不仅扩大了
禁毒知识宣传覆盖面，提高了辖
区居民的禁毒法律意识，加深了
辖区居民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违法性的认识，确保实现辖区毒
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的目
标，也为下一步禁毒工作的开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后，该镇将以预防为主，持
续加大禁种铲毒踏查力度，不断
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和知晓度，
努力提高群众抵御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的自觉性，持续开展禁毒
检查工作，做到排查不留死角，禁
种不留后患，切实筑牢禁种铲毒
坚实防线。

新邵酿溪镇

禁种毒品不留后患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朱骞子 李钢） 5 月
16日，邵东市牛马司镇组织年轻
人才队伍开展“家庭环境美·好运
自然来”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活动。
他们在各村的村民院落和道路沿
线清扫垃圾，并入户宣传生活垃
圾分类、环境保护、防野生蘑菇中
毒等公益知识。

近年来，邵东市牛马司镇积
极组织党员和年轻人才队伍参
加各项基层治理工作，提升辖
区工作成效，构建基层治理新
格局。该镇建立村级后备干部
信息库，从退役军人、致富能
手、村企骨干、科技人才等年轻
人才队伍中储备村级后备力量
100 多人；补配村“两委”空缺岗
位，健全各村（社区）班子队伍；
开展农村党员冬春训和镇村干

部培训，结合党员致富带头人、
种养大户、返乡流动党员骨干
经验分享，提升党员干部理论
基础、思想认识、技术技能和业
务能力。

该镇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片组邻”三长制作用，
共选出片长、组长、邻长1808人，
联系群众 21937 户，及时解决群
众反映的具体问题；推动干部主
动上门服务，由群众“找上门”变
为干部“走下去”，不断提升基层
党组织服务能力。

该镇还大力开展“迎乡贤、建
家乡”招商引资活动；积极打造红
色旅游景点，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打造镇域精品农业，指导各村（社
区）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
2023年，该镇所有村集体经济收
益达20万元以上。

邵东市牛马司镇

党建引领赋能高质量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刘健 吕奇魁） 5 月
17日，在邵阳县中医医院门诊二
楼，邵阳县中医医院副院长曾劲
松正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专家团队们一起接诊，
闻讯赶来的市民一大早就排起
了长队。

2023年，邵阳县人民政府与
湖南中医药大学签订《中医药发
展战略协作框架协议》，与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签订合作
协议，三方共谋邵阳县中医医院
的发展，共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集团邵阳县中医医
院。

5 月 14 日，该院举行揭牌仪
式，致力打造紧密型医联体，在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医疗服务等方
面深度交流，实现省级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让邵阳县的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

专家的优质服务。
市民陈凯容最近身上的荨麻

疹、湿疹比较严重，加上膝盖退行
性变化，她本来想上一趟省城，听
亲戚说邵阳中医医院来了省城专
家，于是一早就来到医院排队挂
号。“今天有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专家来这会诊，我想
抓住这个机会，免得坐车去省城，
费时又费钱。想不到现在在自家
门口，也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看
诊。”陈凯容说。

曾劲松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医学博士、副主任医
师，善用中医辨治神经系统慢性
疾病。他说：“我将充分利用湖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切可
以共享的优质医疗资源，团结带
领帮扶队员，通过传、帮、带等方
式，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技术
提升等方面，助力提升邵阳县中
医院的服务水平和医疗实力。”

邵阳县

“医联体”让群众看病有“医靠”

5 月 23 日，晨色下
的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
镇金兴村光伏发电群有
序排列。近年来，该县积
极践行“生态优先 绿
色发展”理念，利用域内
海拔高、山地多等地理
特点，开发光伏发电、风
能发电，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
源体系，助力绿色低碳
发展。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