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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周旭芳 刘洁） 近日，在
武冈市稠树塘镇苏龙村以工代赈项
目施工现场，30 多名工人正手拿工
具，分工合作做好山塘最后的修整加
固工作。该项目建设共修缮 4 口山
塘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完成后可以保
证周边的农田灌溉。

稠树塘镇处于衡邵干旱走廊，
有 3700 多口山塘用于农业灌溉。
结合山高缺水、水小塘多的实际，该
镇选择了技术难度低、施工时间短、
群众务工需求量大的排灌渠道建
设、人畜饮水工程、山塘整修等项
目，推行以工代赈。“挣钱不用去远
方，家乡就是好地方”。近年来，武
冈市在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大力推广
以工代赈，按照“公益性基础设施建
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训+
公益性岗位设置”四位一体模式，让
群众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
赚、有盼头”。

“这个以工代赈搞得好！”45岁的
唐永成和妻子经过4个多月的劳动，
即将领到4万元的工资。在这之前，
他是苏龙村远近闻名的“散工王”。

“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不能出
去打工，所以收入也不稳定，有时候
半年没有收入。现在日子好起来了，
我和我老婆在家附近干活，还可以在
家照顾老人和小孩。”

以工代赈优先吸纳项目区重点
群众、易地搬迁群众、特殊岗位群众
及其他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建设。
武冈市在项目前期组织干部入户走
访，广泛开展政策宣传，摸排劳动力
情况，对有条件、有意愿参与项目的
群众进行登记造册。根据群众就业
岗位需求和农村绿化、安全保卫、道
路养护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刚性项
目建设需求，统筹安排相关工作岗
位。为了进一步提升当地群众的就
业能力，武冈市还统筹各类培训资金
和资源，充分利用项目施工场地、机
械设备等，通过“培训+上岗”等方式，

分层分类对务工群众开展劳动技能
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实现“扶智+扶
技+扶志”相结合，有效激发务工群众
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湾头桥镇泉塘村45岁的周女士
早年长期在外务工，和家人聚少离
多。了解到以工代赈政策后，她毅然
回乡发展，并主动选择工资较高的水
泥工。参加劳动技能培训不到一个
星期，她就能独立上手了。在烈日
下，她熟练地搬水泥、拌水泥，和其他
工人默契配合，做好水渠的修缮工
作。“我不怕苦不怕累，不会的我可以
学着做。”周女士说。

据悉，从 2022 年截至目前，武
冈市共实施以工代赈专项项目 5
个，在重点工程项目中推广以工代
赈项目模式 5 个，在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项目16
个。武冈市共向上争取以工代赈专
项资金 2100 余万元，吸纳 5000 余人
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1.1万元
以上。

武冈市

以工代赈让5000余人家门口就业

5月18日，2024潇湘100第七届
湖南·崀山越野赛在新宁崀山举行，
来自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千
名各民族越野爱好者参与。近年
来，新宁县积极探索“旅游+民族团
结”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有机结合，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夯实旅游发展基础，打造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新高地。新宁县出台
一系列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
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形成以 5A 级景
区崀山为龙头、特色小镇和乡村旅游
景点为补充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强
力推进项目建设，实施智慧景区提质
工程。精心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题公园、主题馆、文化广场
等特色地标 12 处，持续为各族群众
提供新的互动场域。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景区景点员工培
训，融入导游解说。在景区售票窗
口、检票窗口设置“红石榴”示范岗，
让景区成为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教育高地。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系牢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新纽带。该县打好书
院文化、楚勇文化等“六张牌”，传承
创新“岩鹰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力培育崀山瑶寨非遗展演等沉浸式
旅游新产品，广泛宣传《爱在崀山》

《八峒恋歌》等文旅节目，充分展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魅力与活力。挖
掘文物遗址承载的民族“三交”（交
往、交流、交融）故事，全力推动宛旦
平故居等红色文化带动旅游发展。
推出一系列各民族共庆共享的节日
活动、传统民俗活动，不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热起来、潮起
来。举办“湖南省5·19中国旅游日”
崀山文化旅游推广季等重大活动，让
景区成为展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实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大舞台。

加强国际文化传播，搭建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新桥梁。该县连续举
办多届“潇湘 100 崀山国际越野赛”
等大型国际活动，以崀山特色景观为
载体，向世界展示有着奇山秀水自然
风光、浓郁特色民族风情、全面开放
包容的新宁形象。举办“亲情中华·
寻根之旅”系列侨界人士文化交流活

动等，促进海外侨胞在崀山旅游中不
断感悟中华文化，深化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认同。2023 年 12 月，新宁崀
山入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地”。2023年，崀山入选国家级旅游
线路之“长江世界遗产之旅”线路，成
为展示中国魅力的重要窗口。

激发旅游带动效应，开辟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新赛道。该县壮大特
色产业，不断释放“崀山旅游”“崀山
脐橙”乘数效应。打造“崀山脐橙旅
游文化节”品牌，推动“旅游+脐橙+
民族团结”深度融合，脐橙已成为各
族群众的致富果、团结果。该县发挥
麻林瑶族乡、黄金瑶族乡民俗风情独
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厚重的资
源优势，还原当地民俗，开发具有民
族特色的瑶族首饰、服装等产品，展
示高山地区的反季果蔬等产业。推
动民族乡乡村旅游产业“种养加销
游”五环联动、“吃住行游购娱”全产
业链发展，全力打造崀山旅游“一体
两翼”之南翼，绘制瑶乡振兴新画
卷。大力发展旅游新业态，推动全产
业链创新发展，让各族群众共享旅游
发展红利。

新宁县

“旅游+民族团结”构建“三交”新格局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唐慧 梁雨 谭贤伟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陈科
帆 杨松明）“城步‘尊商、安商、
亲商’的浓厚氛围和高效便捷的政
务服务质效，让我深切感受到城步
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有‘温度’。在
2024年全县招商引资暨湘商回归
工作大会上，我们公司成功签约。”
近日，城步苗族自治县蓬瀛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金火谈起城
步招商引资工作时赞叹地说。

近年来，该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湘商回归
创业创新，通过完善政策机制、积
极培育帮扶、强化典型带动等工作
举措，全力为返乡创业就业人员搭
稳“凤凰巢”。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大力实施
人才机制。该局制定《城步苗族自
治县“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
划》，对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符合条
件的，及时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
排等政策。相继出台“配偶就业安
置”“人才子女入学”“高校毕业生
落户”“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等
实施办法，在引才聚才、养才育才、
用才留才等方面持续用力，形成了

“1+6”的人才政策体系。
积极实施培育帮扶，着力破解

发展瓶颈。该局实施“湘商回归与
返乡创业”培育帮扶，开展乡村产业
项目帮扶行动，在项目申报、审批等
方面给予倾斜。开展支持返乡创业
主体贷款贴息帮扶；组织返乡创业
主体参加各类展示展销和产销对接
活动。同时，该局积极开展种植养
殖业、电商服务等集中技能培训，着
力解决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不强，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强化典型示范带动，全力发展
特色产业。该局通过新闻媒体、微
信公众号、抖音等媒体平台，大力
宣传创业明星。金紫乡三江村肖
时炯，返乡创建甬南果品研究有限
公司，在土桥农场、金紫、丹口、兰
蓉等乡镇流转土地130多公顷，建
设红美人柑橘和秋月梨示范基地
等，带动就业人数近800余人。汀
坪乡何盛章，返乡成立城步峒红生
态茶业有限公司，与当地签订了
20 年约2 万棵古峒茶树的保护开
发协议，每年将为当地百姓带来近
1000 万元的鲜茶叶销售收入，带
动当地返乡人员 300 余人实现增
收致富。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城步
全县上下掀起了“引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的返乡创业热潮。

城 步

营商环境有温度 返乡创业有信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唐锋） 5 月 20 日上午，
邵阳县长乐乡渡头村河长涂建银
和该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
在巡河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入河口
处违规放置地笼。在收到汇报后，
该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收缴并销毁地笼。

地笼网口密，有进无出，对河
水生态和渔业资源具有一定的杀
伤力，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渔具。当
前正值鱼类资源繁殖成长季节，也
是非法捕捞销售食用野生鱼类的
高发期。为保护水生物种资源，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该县长乐乡
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联合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长乐乡派出所，组织
乡村两级河长、党员志愿者近60余
人，对辖区内赧水河伏溪段水域开
展常态化巡查和“清网”行动，严厉
打击在水域内设置渔网、地笼、电
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全面收
缴、销毁违规安放的地笼和渔网。

同时，为切实提升流域沿线群
众保护水生物种资源意识，乡村河
长、党员志愿者们积极向水域周边
村民宣传禁捕退捕相关政策，分发
禁渔宣传通告。在重点河道、堤坝
周边等设置固定宣传点位，设立标
识标牌，利用横幅、显示屏、“村村
响”、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
提高群众对禁渔工作的认识。

邵阳县长乐乡

“利剑”清网 筑牢水生态屏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邓朝
霞 通讯员 李蓓蓓 李长乐）
5月24日，走进邵东市牛马司镇上
桥村，路旁池塘里的荷花刚刚露出
水面，微风轻拂，摇曳生姿。不远
处的早稻田里，秧苗在卖力地伸展
枝叶，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上桥村是牛马司镇的农业大
村，种植了近200公顷的水稻和近
百公顷的蔬菜。现在早稻已秧苗
茂盛，中稻正在备秧插秧，劳作场
景随处可见。夏朵军是上桥村的
种粮大户之一，今年计划种植 60
公顷水稻，主要种植双季稻和油菜
加中稻，配备各种农机近百台。目
前，早稻在 4 月份已栽种完毕，中
稻正陆续育秧插秧，眼下夏朵军正
组织工人们转运中稻秧盘。当聊
及种植补贴时，夏朵军说：“2023
年的春季，雨水就没停过，油菜地

里下一天雨就要减少近3000元的
收成。幸好政府发放免费种子和
种植补贴，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上桥村农事劳作忙碌的景
象，是邵东市各乡镇农耕生产的
真实写照。据了解，2024 年邵东
市计划完成粮食播种面积近 7 万
公顷、粮食总产46.01万吨。为实
现目标任务，该市立足抓早、抓
细、抓实，大力推广机插机抛秧，
把任务分解到村、组、户，落实到
田块。同时，该市坚决落实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稻谷生产补贴、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等资
金，确保农民收益有保障，种粮有
积极性。并加快培育形成农业新
质生产力，坚定走好规模化、机械
化、科技化之路，突出科技兴农，
强化数字赋能，加强育种创新，持
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邵东市

农 耕 生 产 正 当 时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能
广 张海兵 石武叶） 5 月 18
日，新邵县潭府乡樟树村蓝莓基地
正式开园。基地里，一棵棵蓝莓树
上挂着饱满的果实，蓝色的外衣上
裹着一层薄薄的白色果粉，色泽诱
人、芳香四溢。游客们三五成群来
到基地品尝、采摘、拍照，尽情享受
周末闲暇时光。

今年，樟树村28.8公顷蓝莓基
地迎来丰收，采摘期可持续到7月
中旬。“我们村的蓝莓基地预计总
产量可达到10万斤，产值达到800

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种植更多的
精品水果，打造四季果园，促进农
旅融合发展。”樟树村党支部书记
黄建说。

近年来，潭府乡已先后建成猕
猴桃、水蜜桃、黄桃、蓝莓、石榴等
58 个规模种养基地，拥有 4 家省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推
动乡村振兴，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致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该
乡2019年成功创建省级农业产业
强镇，2022 年获批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

新邵县潭府乡

蓝 莓 基 地 迎 来 采 摘 季
5月27日，新邵县

大新镇组织挖掘机对
言禾公路塌方地段进
行疏通。26 日至 27
日，该县普降大雨，大
新、龙溪铺、潭溪等多
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
道路塌方、农作物和民
居受损，全县上下迅速
反应，紧急应对，全力
保障辖区群众平安。

何雯 肖晔 郭雅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