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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干旱死角”，灌区满目葱茏。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孙良才） 7月23日，“2024·荣光行动”
湖南省退役军人暨军属（大湘西片区）专
场招聘系列活动在邵阳举行。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蒋伟出席并
宣布活动开幕，副市长贺源出席并致辞。

该招聘会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市人民政府、邵阳军分区联合主办，汇
聚了邵阳本地及广州、苏州、长沙、株
洲等地的 200 余家企业，线上线下共提
供超过 10000 个就业岗位，覆盖物业管
理、物流运输、安保服务、建筑工程、智
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正发愁退役后不好找工作，这场招
聘会就像一场及时雨。”退役军人刘悦
说，之前通过网络找工作，效率不高，沟
通起来也不方便。这场招聘会让他们与
招聘方面对面交流，双方能留下更直观
的印象。

当天，招聘会共吸引 500 余名退役
军人、军属现场求职，278 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激发退役军人人才活力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李宗让 石菁） 7月24日，全市商务和
开放型经济工作半年分析总结暨激发需
求行动专题会召开。副市长胡小刚出席。

上半年，全市招商引资稳中提质，
市场消费稳步回升，安全生产稳住底
线。会上，市商务局对下一阶段全市商
务和开放型经济工作作安排部署，各
县市区就上半年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工
作情况依次发言，市统计局、市税务
局、邵阳海关作业务指导。

胡小刚指出，要明确目标不动摇，
围绕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创新工作方
法，拿出真招实招，全力以赴扩消费、强
招商、稳外贸。要明确要求不放松，增强
工作主动性计划性，强化商务经济运行
监测调度，加大企业走访力度，深入了
解企业需求。要明确责任不落空，各级
各部门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联动配
合，聚焦主业、突出重点、做出亮点，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
加扎实的作风推动全市商务和开放型
经济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力以赴
扩消费强招商稳外贸

岁月不息，奋斗不止。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
治水方针指引下，新一届
市大圳灌区管理局党委开
拓进取，积极作为，大圳灌
区于湘西南这片古老的土
地上焕发新生机。

2020 年底，投资 3.03
亿元的大圳灌区“十四
五”续建配套暨现代化改
造项目正式开工，工程竣
工后有望恢复灌溉面积
35706 公顷，预计新增粮
食产量18万吨，年节约用
水量预估达 1500 万立方
米，相当于新建了 1 个中

型水库。大圳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二
期）工作也提上了日程，
预计投资 6.54 亿元，灌区
扩灌后设计灌溉面积约
7.87万公顷。

此外，市大圳灌区管
理局全面推进灌区和工程
管理信息化、智慧化管理，
构建工程运行标准化管理
体系。“十四五”期间，信息
化建设投资1616万元，主
要开展立体感知体系、自
动控制体系、智慧应用体
系、信息服务平台、支撑保
障体系建设。项目建成后，
专管和群管交接口以上水
量计量自动采集率达到

88.36%，业务系统应用率
达到 80%，信息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2023 年，大圳
灌区成功创建省级标准化
管理达标灌区以及全国

“节水型灌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

帆悬。放眼未来，市大圳灌
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黄拥军激情满怀：赓续红
色血脉，传承大圳精神。全
局上下将笃定实干、团结
奋斗，加快推进现代化灌
区建设，着力创建全省文
明单位、全国标准化管理
达标灌区，全力书写更加
美好的大圳答卷，让“绿色
粮仓”更加殷实。

有种精神叫开拓：书写“丰”景如画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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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邵干旱走廊，是湘
中盆地群里两个最大盆地
（衡阳盆地和邵阳盆地）的
连接带，从衡阳市东部45
公里处的四方山沿衡阳县
西北方向到达邵东市的狭
长型盆地通道，盆地山脉
较高、雨水较少，夏秋季节

“十年九旱”。而新宁、武
冈、邵阳县、隆回、洞口为
衡邵干旱走廊重灾区，又
被称作“干旱死角”。

1953 年 至 1963 年 ，
“干旱死角”接连出现8年
较大旱情。

1956 年，邵阳地区水
利局顺应民意，组织力量
在“干旱死角”内外勘察规
划。1958年，正式提出在此
地修建“大圳灌区水利工
程”初步设想。1965年7月，
湖南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院进行了全方位勘测工
作。随后，设计院总结“干
旱死角”历史干旱教训，认
为只有修建高水位、大容
量的骨干水库，引山区水
灌丘陵地，实行“南水北
调”与“引、蓄、提”相结合方
式，串联库、塘、河、坝，形成

“长藤结瓜式”灌溉网络，
才能完全解决干旱问题。

1965年10月，大圳灌
区正式动工。当时，群起响
应，新宁、武冈两地上万人
一齐参与建设，群众累计
投工投劳4840万个。那时
没有机械化施工设备，主
体工程5座水库1800余公
里渠道都是采取大兵团作
战，全靠手挖肩挑。每天天
刚蒙蒙亮，嘹亮的号角声
就响彻山谷。男人们攀上
山坡，凿石、搬水泥，将一

块块沉重的花岗岩合力抬
到修建点。女人们也吃力
搬运上百公斤的石块，不
时还唱着歌曲为大伙加油
鼓劲。众人齐心协力、挥汗
如雨，钢钎撞击声与铿锵
的劳动号子声交织，先后
在工地上回荡了14年。

“当时，我们每天吃着
萝卜、大白菜，在渠道工地
上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
晚上就住在附近老百姓家
中或睡牛棚。虽然很苦很
累，但想起干旱的情景，大
家就无怨无悔、干劲十
足。”19岁就参与大圳灌区
修建工作、现年77岁的市
大圳灌区管理局退休干部
欧明良回忆道。

大圳灌区施工期间，涌
现了一大批“铁人式”典型：
年过半百的堡口公社营长
李玉调，带领7位农民工用
抬杠运输大石块，上千公
斤的石头抬起就走，一连
压断了5根碗口粗的杠子，
后来又换上更粗的杠才完
工，被当地人誉为“铁肩膀
中的铁肩膀”；隆回县长铺
公社荷花大队79岁的老汉
龙际典，主动要求上工地，
创造了一天挖运 2.2 立方
米土的纪录，成为工地的

“活愚公”；女子爆破队、大
圳灌区知青、女子民兵营全
情投入灌区建设，挥洒汗
水，铸就荣光……

1979年10月，大圳灌
区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并投
入运行，渠道总长1877.48
公里，成为邵阳市已建成
规模最大的农田水利工
程、湖南省已建成的第四
大灌区。

有种精神叫奋斗：

崇山峻岭中凿渠 1877 公里

“大圳，是我的故乡，我
在这长大，也在这工作。”
1981年出生的雷霞说。

雷霞一家是大圳水库
移民，搬迁后，就住在水库
边上。这里的水滋润她长
大，呼唤她返回故乡。

1999 年 7 月，雷霞从
学校毕业后，放弃更优越
的工作机会，转身投入大
圳灌区生产一线。“小时
候，父亲经常在灌区生产
一线工作到很晚，他那种
忘我奋斗的精神深深影响
了我。”

如今，25年过去，雷霞
仍然在为灌区发光发热。

大圳灌区的崇山峻岭
间分布着20个水管所。每
个水管所有 2 至 3 名工作
人员，由大圳灌区水利工
程管理站统筹调度。他们
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养护渠
道，发现渠道内有杂物堵

塞时及时清理，并定额放
水，每天定时向水管站汇
报前一天放水量，与相邻
水管所交接放水数据，确
保不浪费每一滴水。

48 岁的李海华是大
圳灌区磨石岭水管所所
长。他与一名同事坚守在
荒无人烟的磨石岭，一干
就是16年。他每天要巡渠
2次，每次要花上2小时沿
水渠边缘来回 8 公里。冬
天山里下大雪，只能在深
雪里缓慢前进。今年 6 月
20 日，李海华的爷爷住
院，医院向家属下达病危
通知书，李海华急忙联系
同事替他值守。“几个小时
后，我才急忙赶往医院，爷
爷却让我快回去工作。”李
海华说。

像李海华这样坚守在
灌区一线的人还有很多。熊
晖阳、刘水淼、陈湘兵、肖仕

楚、沈敦和……一位又一位
水管所战士，为了灌区人
民，奋战在护水一线。

当“干旱死角”有了水
的滋润，土壤便变得肥沃，
家家户户争相开垦良地，
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
武冈市司马冲镇司马冲社
区种粮大户刘国爱，2020
年返乡种地，这几年不断
扩大耕种面积。今年，他租
赁了53.33公顷田地，用于
种植水稻、玉米和大豆。

“大圳灌区没修建之
前，水田都是‘望天田’。现
在水利条件变好了，灌溉
用水充足。我要合理利用
这些来之不易的水种田，
建设家乡。”刘国爱介绍，
当田地缺水时，他会第一
时间向村里报告，再向大
圳灌区新虹水管站申请，
批准通过，24小时内便会
来水灌溉农田。

有种精神叫坚守：让灌区农田有水“喝”

一种精神铸就一个传奇

““干旱死角干旱死角””变成变成““绿色粮仓绿色粮仓””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袁进田 王朝帅王朝帅 通讯员通讯员 雷雷 霞霞 肖肖 燕燕 欧明刚欧明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熹珩） 7月
24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志慧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市城区主
次干道、社区和农贸市场等处，暗访督导
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杨志慧先后到西湖桥社区、迴栏
街社区和祭旗坡社区，实地察看周边
环境卫生、消防安全并详细了解社区
管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等情况，
针对暗访中发现的老城区设施老旧等
问题，进行现场交办。她要求，社区基
层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到言出必
行、有诺必践；要落实网格化管理，强
化入户宣传，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增强
群众工作效能；要推动文明城市建设
工作常态化，提升群众知晓度、参与度
和满意度。

在魏源路佳惠超市门口人行道视
频监控点位、宝庆东路视频监控点位和
滑石新村视频监控点位，杨志慧边走边
看，实地了解周边车辆停放、环境卫生
和消防安全等情况。对存在的车辆堵塞
消防通道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
相关单位整改到位。

在市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和双园路
农贸市场，杨志慧向摊主详细了解经营
情况和诉求。她指出，农贸市场是城市
文明的窗口。要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
改、着力克难题，要强化社区管理力度，
以“想为愿为”的责任意识，依法依规管
理农贸市场秩序，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建
设成果。

持续巩固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杨志慧暗访督导文明

城市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