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张 洋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 2024年6月19日 星期三

要闻

“你看这块地里的荒草，如果不及
时处理，碰到连续出太阳的天气，就会
很容易点燃，对周边的山林造成隐患。”
6月11日，邵阳县长阳铺镇杉木岭村党
支部书记罗昌南冒着小雨穿梭在林间
小路，完成他的巡林工作。作为村级林
长，罗昌南每周都要去他所管辖的区域
巡林，森林防火、树木倒伏、病虫害防治
……什么季节该重点关注哪个方面，他
都了然于心。同时，作为村干部，罗昌南
广泛发动村民对岭上桔类果园进行扩
种，大力发展苗木种植产业，促进村集
体经济增收。

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统筹保护发展、做足特色
亮点，探索创新“林长+”工作新路径，着
力打造林长制邵阳样板，激活造绿动能，
守护“森森”不息。

狠抓“林长+植树造林”。我市各级
林长积极履行职责，统筹指导植树造林
工作，积极营造全民“扩绿、兴绿、护绿”
浓厚氛围，科学推动国土绿化进程，深度
助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2023 年，全
市完成营造林44426.67公顷、退化林修
复16533.33公顷、人工种草和草地保护
修复4013.33公顷。精心组织开展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全市参与449.7万人次，累
计植树1560.6万株，尽责率91.2%。创新
市直部门和部省属驻邵单位义务植树机
制，实行包栽包管、一包三年并进行成果
考核，确保栽植一片、成林一片；开展“互

联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组织上报
“互联网+”基地35个。深入开展“四旁”
绿化和部门联村建绿，积极推进乡村公
园“十百千工程”建设，着力提升乡村绿
化美化品质。

狠抓“林长+生态保护”。我市创新
出台“森林防灭火联合作战法”，全面筑
牢森林防火墙；全力做好马尾松毛虫防
治和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守牢林业生
物安全防线。洞口县投入 1000 万元为
24 支乡（镇）级森林消防应急队伍配备
了消防车、高扬程水泵等装备，按标准
为每名队员配置了单兵装备，374 支村
级义务扑火队伍人员稳定、装备齐全，
定期开展集训演练，确保“一个火警、一
支队伍、一刻到达、一小时扑灭”，实现
了连续 15 年无森林火灾。我市充分发
挥林业站的“前哨”作用，在全省率先推
行“森林管家”项目，依托省林科院专家
团队及先进的监测防治设备，建设高标
准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体系，实现了

“一代虫情、一套方案，一片区域、一个
管家”，域内连续 8 年没有发生有害生
物成灾。

狠抓“林长+生态修复”。“这里已经
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了，以前真没想
到石头山上居然也能种上树。”6 月 13
日，隆回县荷香桥镇岩门前村村民介绍，
几十年前，岩门前村仅有一棵树，方圆十
里都是石头，自 1975 年开展石山造林
后，昔日濯濯童山，如今已绿树成荫。隆

回县是一个多石头的地方，土地石漠化
一度成为当地面临的一道生态难题。石
漠化又被称为“土地的癌症”，治理难度
大。为了攻克石山造林的一系列难题，该
县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长期实践和研究，
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同时通过“选地适
树、引入客土”的办法，在全县石灰岩山
地的不同地段，营造了近50个树种的对
比试验林，成功选出了适宜石山造林的
20 多个树种。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石
漠化综合治理、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森
林公园建设等举措，该县植被结构、生物
多样性等自然生态得到进一步恢复、改
善和保护。

狠抓“林长+生态惠民”。守林“护”
绿也要用林“活”绿。全市以油茶为引
擎，南竹、林下经济、生态旅游与森林
康养、花卉苗木为驱动的五大特色生
态富民产业提质升级，蓬勃发展。绥宁
县全力做强南竹产业，初步建成“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竹林经营模式、

“园区精深加工+乡镇初加工”产业链
体系，累计修建竹林道 3000 余公里，建
成了全省最完善的竹木运输交通网
络，年综合效益达 53.2 亿元。洞口县依
托优质的山、水、空气等生产要素，投
资 1.17 亿元建成 8 个森林康养基地项
目，有效提升了境内国家森林公园、省
级森林公园以及国有林场的综合服务
能力，满足了人民群众走进森林、享受
森林的美好需求。

林长制护林 林长治富民
——我市着力打造林长制邵阳样板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实习生 唐锦添 通讯员 卢红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罗德言 实习生 刘希）
6 月 13 日，为进一步加强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力度，提升人民
群众防范意识和能力，维护金
融消费者权益，农发行邵阳县
支行以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为
契机，围绕“守住钱袋子 护好
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

农发行邵阳县支行召开全
行员工会议、举办“周一夜校”加

强防范非法集资培训，通过张贴
海报、转发视频、播放宣传标语
等形式，扩大活动知晓度。为进
一步拓宽宣传阵地，该支行在振
羽广场联合当地金融机构开展
了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通过悬挂横幅、展板展示、发放
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
式，向群众剖析非法集资的主要
特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向
他们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相关知
识，共发放宣传手册300余份。

农发行邵阳县支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筑牢“安全网”守住“钱袋子”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陈伟） 6 月 12 日，湖
南农担邵阳市分公司与邮储银
行邵阳市分行正式启动“乡村振
兴—产业贷”项目，这一创新型
的金融合作模式将通过引入金
融“活水”，为全市农业产业的持
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乡村振兴—产业贷”是湖
南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
分行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所
推出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具有业
务流程短、反担保措施简便、办
理效率高等特点。

湖南农担邵阳市分公司
和邮储银行邵阳市分行将依
托“乡村振兴—产业贷”产品，
优化融资支持结构，加大对粮
食生产、生猪养殖、淡水养殖
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为我
市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定制化、
精准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不
同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通过该产品，我市广大农业经
营主体和农户可以获得低成
本、高效率的资金支持，帮助
扩 大 生 产 规 模 、提 升 技 术 水
平、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增收
致富。目前，该项目已在我市
全面铺开。

共引金融“活水”滴灌乡村振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陈凯 陈亮 吴俊龙）
6 月 18 日，全市深化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暨燃气管道“带
病运行”专项整治部署推进会
召开，以专题培训提升岗位本
领，通过再部署再推进促使燃
气安全和管道“带病运行”专项
整治取得实效，有效防范和遏
制事故发生。

据悉，截至 5 月底，全市共
有 879551 户燃气居民用户，已
完成入户安检 680686 户；共有
8955 户燃气工商用户，已完成
入户安检 8777 户；排查出安全
隐患 1217 处，已完成整改 1217
处；燃气安全执法处罚 23 起，
罚 款 30.36 万 元 ，打 击“ 黑 窝
点”4 处，暂扣“黑气瓶”78 个，
公安机关破获案件 4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3 人。一季度我市
城镇燃气安全监管评价全省排
名第四。

会上，市燃气专班办公室主
任、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了
当前燃气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
风险问题，并从完善长效管理机
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瓶
装液化石油气销售网点监管、升
级管道安全管理手段、加强燃气
工程建设监管等方面进行部署
安排。在随后的培训环节，行业
专家系统梳理解读了燃气安全
法律法规，剖析了典型事故案例
和常见问题隐患，并结合邵阳实
际，就落实燃气安全管理要求、
提升燃气安全监管人员的能力
水平提出指导意见。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
性强，在帮助我们提高燃气安
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水
平的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履
职尽责，推动燃气安全治理模
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市强力推进深化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培训强本领 整治促安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岳榕 肖碧琦 实习生
唐锦添） 6 月 17 日，记者从市
水文局了解到，邵阳多条河流
水位上涨，部分江河超警戒水
位。自 6 月 16 日 20 时起，市水
文局已启动水文测报Ⅳ级应急
响应。

截至17日16时，全市24小
时累计面平均降雨量为44.2毫
米，最大为洞口县65.3毫米，其
次为城步苗族自治县 58 毫米。
累计降雨站数 378 站，共 10 县
205站降雨超过50毫米，33站降
雨超过100毫米，点最大降雨为
绥宁县长铺镇新屋场站238.0毫
米 ，其 次 为 绥 宁 县 秋 木 田 站
232.7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我市洞口、

绥宁、新宁、邵东、新邵等地区部
分中小河流出现 0.52 米至 3.39
米水位上涨，其中赧水支流蓼水
绥宁县红岩（二）站、平溪支流古
楼河洞口县古楼站出现超警戒
水位洪水过程。

根据当前雨水情信息及数
值降雨预测分析，预计 17 日至
19日邵阳多处河段可能出现接
近警戒水位洪水，持续降雨叠加
可能造成局部流域超警洪水过
程。市水文局提醒，本次降雨过
程为今年以来最强雨洪过程，需
重点防范区域强降雨可能诱发
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
水、局部流域超警洪水和城乡积
涝，尤其是前期强降雨区需注意
防范滞后性地质灾害和后期降
雨的叠加影响。

我市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部分江河超警戒水位

2024年，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消保委”）持续深化“明方
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干部队伍
作风建设专项整治活动，以“激发消费
活力 优化消费环境”作为“清廉消保”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办好邵阳
百姓心头事，打造清廉消保新风尚”为
目标，积极探索政府、部门、行业、企业、
消费者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共治模
式，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营造清廉消
费环境。

构建放心消费环境

市消保委坚持消费环境“大建设”和
消费纠纷“大维权”一起抓，在放心消费
提质上下功夫，打造群众有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的放心消费环境。

今年1月17日至2月17日，市消保
委面向社会开展“你定我评”行业消费调
查活动，由广大消费者投票决定“评议
谁”，并通过线上线下收集有效问卷
8865份。调查结果最终形成报告在我市
2024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会上
公布，实现消费维权从事后调解向事前

防范、事中控制转变。此外，市消保委进
一步明确工作纪律、划定工作红线，将廉
政建设、为群众办实事等融入消费维权
工作全领域、各环节。截至目前，市消保
委转办、督办及办结平台投诉案件和现
场投诉案件 25 件，解答消费者咨询 41
起，未有一件超期工单，办结率达100%。

妥善处理消费维权

2024 年，市消保委坚持“以消费者
为中心”，秉持“依法公正、便民为民、清
廉温暖”原则，不断提升消费维权效能。

市消保委一方面在消费维权宣传上
做“加法”，持续开展消费宣传“五进”活
动：3月22日组织工作人员到新宁县三
江村开展消费维权进农村活动，向老百
姓赠送《消费维权读本》600 多册，并现
场解答咨询；根据时间节点，适时向社会
发布“购买年货消费提示”“特供酒消费
提示”“端午粽子消费提示”等；牵头组织
我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
公布“十大消费热点”“十大消费侵权维
权典型案例”，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
识。另一方面在消费维权流程上做“减

法”，利用智慧 315 平台，打造“接诉即
办、集中受理、分片办理、部门联动”的投
诉举报快速处置机制，通过受理、分流、
转办、督办、反馈全流程消费维权处置闭
环管理，减少消费者消费处理时间成本
和精力成本，实现消费纠纷调解不拖延、
不超期。

源头治理消费投诉

市消保委在全面落实行政监管责任
的同时，积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构
建消费维权“清亲”生态。

根据“你定我评”行业消费调查结
果，市消保委对重点领域企业以及消费
者投诉较为集中的水、电、气行业下发整
改通知，责令其根据消费者反映集中的
问题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整改落实。今年
下半年，市消保委将对整改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开展“消费评议”，对整改不力、
整改不到位的进行约谈，以促进行业自
律。同时，市消保委还将组织开展法律和
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业务
水平和廉洁自律意识，以适应新形势下
消费维权工作需求。

树清廉消保形象 营清廉消费环境
邵阳日报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李立新 苏 静 实习生 唐雍晴

6 月 14 日，在市

农科院科创园生物中

心中药材种植基地，

科研人员克服雨水较

多的困难，认真做好

田间管理，玉竹、百

合、博落回等中药材

长势都良好，各种科

研项目也都稳步推

进。图为当日科研人

员在察看玉竹套种玉

米栽培示范区域的作

物生长情况。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通讯员 曾健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