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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6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游长春种
植的早稻距离收割只剩20余天，老人望
着连片稻田满心欢喜。这是继葡萄、草
莓之后，游长春大规模种植的第三种作
物，今年62岁的他依然奋斗在农业耕种
第一线。

游长春是大祥区板桥乡龙头村村
民，曾当选为湖南省第十届、第十一届人
大代表，先后被评为市劳动模范、省劳动
模范与全国劳动模范。2001年，他被共
青团湖南省委、省科技厅评为“湖南省十
大杰出青年星火带头人”。

“我不会退休，要干到身子骨动不了
为止。”游长春说。

四处学习种葡萄

1992年，正值青年的游长春发现了
葡萄的高经济效益，开始小规模种植该
作物。当时他还是一名木工工人，手艺
活好，收入不低。

游长春回忆说：“那时农村有很多
闲置土地，每亩地100元租金，很便宜，
我想着浪费可惜了，就准备承包些地种
葡萄。”

1996年，他看到前几年的葡萄长势
喜人，就进一步扩大了种植规模。可好
景不长，这一年邵阳地区发大水，游长春
的葡萄无一幸免被淹没，颗粒无收。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种葡萄不能全
靠天时，要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才行。”
游长春说。

同年10月份，游长春前往浙江省金
华市学习葡萄种植技术，又时常在书本、
报纸上了解最新的葡萄领域讯息。从
此，他栽种的三倍体巨峰系列葡萄年年
丰收，亩产达到 1500 余公斤，为他带来

可观收益的同时，加强了他对农业耕种
的信心。

万水千山引草莓

一次，葡萄收购商告诉游长春，沿海
地区的草莓收购价高，他便时常关注起
这种作物。1999年10月，游长春从报纸
上了解到浙江省宁波市某地有一个反季
节草莓种植基地，于是他迅速动身前往
学习种植技术。

初到种植基地，游长春就被眼前成
片的大棚与饱满圆润的红色果实惊呆
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草莓引进邵阳
地区。可由于语言障碍，游长春没法与
本地人流畅沟通，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
他结识了一位草莓种植户。

“当时他跟我说，技术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学会的，要在实践中领悟与探索才
能有收获，于是我在那待上了一个月。”
游长春感慨地说。那一个月里，他白天
免费做工，晚上则向“师父”请教草莓种
植技术，再到老乡房子里打地铺睡觉。

由于水土不服及生活方式差异，游
长春艰难地度过了一个月，这时家里人
希望他早点回邵阳。临别前，“师父”赠
予了游长春 800 余株草莓种苗与几本
草莓种植手册，还感谢他为自己打理种
植园。

游长春说：“回去时，那草莓苗带着
土，两大袋有80余公斤重，在火车上怕
人压着，我硬站了19小时寸步不离，后
面又背着它们多次辗转大巴车才回到
邵阳。”

年过花甲育水稻

2014年，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引人关

注，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游长春又毅
然从水果种植转向了水稻种植。目前，
这位“老模范”承包了66.67公顷土地种
植水稻，投入了 600 余万元购置机械设
备，如稻谷烘干机、抛秧机、收割机及各
种农机20余台。

“我现在每天要走一两万步路去稻
田查看情况，农闲时还会前往江西、湖
北孝感等地学习水稻种植技术。”游长
春说。

现如今，他正努力攻克“提高产量、
降低成本与提高种植机械化率”三大难
题。游长春举例说：“‘有序智能直播机
播种’方法可以为一亩地节省 300 元生
产成本，并得到3万至4万有效穗数，以
此产生高经济效益。”

据统计，游长春承包的早稻田亩产
达到了 400 公斤，早稻与晚稻加起来亩
产 800 公斤。游长春还觉得不够，他仍
然在四处求学如何进一步突破产量与成
本难题。

水稻丰收了，生活也越来越好，游长
春却有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烦恼。他总向
朋友倾诉：“我子女都不愿意回来种田，
更别说去找其他人传承衣钵，现在很少
能遇到甘愿回乡种田的年轻人了。我希
望日后能有更多年轻人扎根乡村发展农
业，这样才能合理利用村里的闲置土地，
并有效缓解粮食安全问题。”

花甲劳模爱耕种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通讯员 孙少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廖鑫） 6月24日22时许，武冈
市稠树塘镇245省道K35+600处发生
山体滑坡，导致公路受阻。武冈市公
路建设养护中心立即出动力量，赶赴
现场处置，对危险地段进行处置，对塌
方处连夜进行清挖，并设置警示标志
标牌，提醒过往车辆。通过养护人员
2小时的努力，塌方路段清理完毕，道

路恢复畅通。
进入 6 月以来 ，我市迎来多轮

强 降 雨 过 程 。 全 市 交 通 运 输 系 统
坚持闻“汛”而动、立即响应，多措
并 举 做 好 交 通 运 输 防 汛 抢 险 救 灾
工作，有力确保了汛期交通运输的
安全畅通。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坚持早谋划早
部署，聚焦降水重点区域，加大督导检

查频次，强化应急队伍力量，落实应急
物资前置，保持高度警觉和临战状态，
做好防大汛、救大灾各项准备。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共组织了应急救援队伍
58支1600余人，配齐冲锋舟、挖掘机、
装载机、砂石、编织袋、救生衣等应急
抢险设施设备。

针对水毁公路，各地交通运输部
门第一时间处置，组织修复。入汛以
来，我市农村公路塌方 2276 处、7.9 万
余立方米，国省干线塌方89处、1.7万
余立方米，水毁损失预计 3727.84 万
元。截至目前，以上塌方情况均得到
有效处置。

全市交通运输系统

闻“汛”而动 护路保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王迪） 6月19日
10 时许，一阵阵尖锐的警报铃
声响彻邵阳县九公桥镇园塘村
——邵永铁路一标段中铁四局
施工现场，由于连续强降雨，导
致附近园塘水库水位快速上升，
施工现场即将被淹。

根据公司《防洪防汛应急预
案》，该公司负责人下达指令，抢
险小组迅速赶赴受灾现场，转移
员工和相关设施设备。救援人
员逐房敲开房门，不落下一名员
工。最终，抢险小组带领所有员
工及相关设备，第一时间转移到
安全区域。

这是一次实战演练。当天，
由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公司、
永州建设指挥部组织开展的邵
永铁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举行，
旨在以“演”筑防、以“练”备战，
进一步提高邵永高铁建设全过
程应急反应速度和抢险救援能
力，确保安全度汛。

邵永铁路项目是我国“八
纵八横”高铁网呼和浩特至南
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湖南省“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全长
约 96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350 公
里。因我市地势复杂，河流密
布，今年以来雨水和极端天气
较多，防范汛期风险显得尤为
重要。

来自中铁四局邵永铁路项
目经理部、国家矿山救援湖南排
水队、邵阳县铁路建设项目指挥
部、中铁五局、中铁二十五局等
单位170余人参加演练，分别开
展了受灾转移、基坑积水排水、
边坡滑塌处置、水上救援、满溢
抢险、道路抢修抢通、灾后消杀
7个科目的演练。

演练中，各单位联动配合，
各小组分工协作，全体参与人员
反应迅速，各类“险情”得到有效
控制。

中铁四局邵永铁路项目经
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
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
步强化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责
任意识，严抓工程安全和质量，
努力把邵永铁路建成优质工程、
放心工程。

邵永铁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举行

为邵永铁路夯实安全基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刘 斌 实习生
刘希） 6 月 19 日是第 12 个全
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市救
助管理站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进
站了解救助管理工作，通过活动
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流浪乞讨
和临时遇困人员的良好氛围。

市救助管理站围绕“携手相
助，让救助更有温度”的主题，在
双拥路市福彩中心门口设立宣
讲点，通过发放宣传单、纪念品、

展板展示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展
示照料服务、救助寻亲、街面巡
查、源头治理、落户安置等方面
工作的亮点及成效。

与此同时，市救助管理站
还邀请社会群众、爱心志愿者
等走进站内，实地参观救助区
域、软硬件设施等，向来访者详
细介绍救助管理机构功能布
局、救助工作内容及服务流程，
积极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社
会监督。

携手相助 让救助更有温度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
员 王海波 杨桂花）“感谢你们的详细
解答，让我对工伤预防知识有了深入了解，
我现在知道该如何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益
了。”6月21日，前来咨询工伤保险政策的
李女士说道。

当天，邵阳市 2024 年安全生产月“安
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西苑公园广场举
行，市工伤失业保险服务中心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积极参与、广泛宣传，让工伤
失业保险政策深入人心。

活动现场，市工伤失业保险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摆
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现
场市民讲解工伤保险法律法规、安全生
产、工伤预防等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广大
企业职工工伤预防意识。据统计，本次
活动市工伤失业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共接待群众咨询 60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安
全生产意识和参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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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市财政局以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为契机，向广大市民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
帮助提升群众自我保护能力，推动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
不断走深走实。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蔡玲芝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
讯员 黄 江 南 实习生 唐 雍 晴）

“现在雨越下越大，请大家马上巡查各
自负责的路段，开展值守工作，收到请
回复……”6月24日14时左右，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微信工作群内，一句句“收
到”瞬间占满了屏幕。

根据天气预报，我市再次迎来持
续性强降水天气。为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持续加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以
赴做好防汛工作。

“民族路积水严重，已打开雨水井排

水。”“邵阳大道开始积水，目前大雨。”到
达易涝点后，各点位负责人立即投入巡
查工作，并根据雨势情况采取紧急措施。

24日14时30分，在青龙桥头，该公
司道路维护分公司经理罗飞正忙着查看
各排水口的排水情况。由于此次雨势大、
雨量多，加上地势影响，青龙王府附近积
水严重，给市民和车辆通行造成了不利
影响。在罗飞的统筹调度下，市政防汛
人员迅速设置好围挡，清除雨水井上的
树叶杂物，随即打开该路段的4个雨水
井加速排水，同时密切关注往来的车辆
和行人，做好安全提示工作。

为应对本轮强降水天气，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聚焦管辖路段的低洼和易
积水路段，组织防汛人员采取揭雨水
井、机械抽排等方式，加快积水消退，
同时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守，通过“人
防+技防”，确保路面积水问题能够得
到及时有效处置，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截至目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共
出动防汛人员 91 人次、车辆 17 台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扎实做好防汛应
急各项工作，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市
市政工程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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