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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吕奇魁） 8 月 25 日，在邵阳县塘田市
镇花洲村的双季稻种植基地，一片片绿
油油的稻田在乡间铺陈开来，与青山、
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绿色田
园画卷。

几年前，由于花洲村外出务工人员
增多，闲置土地越来越多，土地撂荒现
象也跟着出现。近年来，花洲村将分散
的农田统一流转，与种粮大户合作，通
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双季稻，盘活闲
置土地资源，实现粮食安全、集体增收、
农户受益。

刚开始，一些村民不愿意将土田流
转。“租金低”“对土地流转政策不了解”

“担心流转后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这些都是村民心里的顾虑。荒地里慢慢
长出了杂草，花洲村党支部书记龙小桥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百姓自己做不
了，我们要起到作用。”村“两委”通过走

访，耐心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协商出
让大部分村民能接受的方式。最后经大
家商量，决定将闲置土地通过村里统一
流转，连片承包给种植大户。“现在村民
1 亩田每年交 400 块钱给种粮大户，其
他一切的事都归大户承包，最后等着收
粮食就可以了。”龙小桥说。

花洲村村民黄友华的丈夫在外打
工，孩子还在上学，她将大部分土地承
包给村里的种粮大户李小益，除去要给
种粮大户的钱，一年下来还能多挣2000
多元。“我们出400元每亩给种粮大户，
他收割都是用机器，插秧、打药都是李
小益负责，我们家劳动力都没在家，包
给小益挺好的，钱也赚到，地没闲着，一
年还能拿几千斤谷子。”

“龙书记，我们家的 8 亩地能不能
一起交给大户承包？”村民龙山云最开
始不愿意将自家的土地流转出去，通过
观察其他村民今年早稻的收成，他发现

这种方式很好，自己也轻松，还能获得
收益，然后主动联系村里。

为了让土地效益进一步扩大，花洲
村以“一季烤烟一季粮，打造耕地绿色
银行”为导向，探索“一地两用，一地双
收”烟稻轮作耕种模式。目前，花洲村共
有合作社 3 家，村集体经济入股的有 2
家。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运作模式，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
业，让周边 700 名村民实现务工增收。
2023 年，花洲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为
101.69 万元。今年上半年，花洲村烟稻
轮作销售收入 18 万元，土地流转收入
27.01万元。今年，该村集体经济可望突
破150余万元。

龙小桥介绍，目前，花洲村村集体
经济种植双季稻面积56.7公顷，有育秧
基地1个，能够供秧苗133.3公顷，还有
油茶林下经济3.3公顷，主要种植药材
以及大豆等农作物。

邵阳县花洲村

盘活闲置土地 壮大村集体经济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曾浩） 8月22日上午，
邵东市双凤乡桐江源村两家人因
一块宅基地的归属问题争执不
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凤乡迅
速启动“三源共治”即源头预防、
源头排查、源头化解的应急响应
机制，由乡应急办、乡司法所、乡
派出所及桐江源村村“两委”组织
调解队伍，直奔现场。

据了解，桐江源村的这块宅
基地，不仅承载着两家人的居住
梦想，更成为了他们的“心病”。随
着时间的流逝，双方积怨越来越
深，邻里之情逐渐淡漠，甚至到了
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调解员详细了解纠纷的来龙
去脉，从细节中捕捉矛盾的根源，
以情感为纽带，对双方的行为进
行客观分析，并引导其换位思考。
同时，调解民警结合法律法规，向
双方阐述宅基地权属问题的处理
原则，增强双方的法治意识。

经过数小时的不懈努力，两
家人开始重新审视彼此间的矛盾
与误解，意识到长期的争执不仅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让亲情
和邻里之情渐行渐远。在调解员
们的见证下，两家人终于放下心
中的芥蒂，不仅就宅基地问题达
成了共识，还表示将以此为契机，
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共同维护村
庄的和谐稳定。

双凤乡

“三源共治”解宅基地纠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员 李景艳） 8月26日，由
新邵县纪委监委、县残联等部门
组成的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项目验收小组成员，深入该县
新田铺镇毛力冲村残疾群众家
中，对照“一户一方案”改造清单，
逐户核对工程量和工程质量，现
场了解群众满意度，并进一步宣
传政策。验收工作将于 9 月中旬
全面完成。

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项目是 2024 年全省重点民生项
目，新邵县纪委监委驻县政府办
纪检监察组聚焦主责主业，对项
目实施全过程跟踪督办，以精准
监督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扫

除“障碍”，助力改造工作落细落
实。针对发现的问题，县纪检监察
组以清单式反馈的方式，督促职
能部门切实开展问题整改和全面
自查自纠，最大限度帮助残疾群
众消除或减少居家障碍。从考核
验收反馈情况看，残疾群众对改
造项目满意度达到100%。

2024年，新邵县困难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数为405户。
为实现“精准改造”，完成年度任
务，让更多残疾人能够自主、安全、
便利地生活，新邵县残联在2023
年年末就对该项工作早谋划，早启
动。截至8月18日，该县已完成困
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407户，
超额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新邵县

全程监督让残疾人生活有爱无“碍”

在教育的广阔天地里，有这样一位
教学副校长，他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奉献
了数十载。他说教育是艺术，是哲学，也
是诗篇；是思想的碰撞，是心灵的交流，
更是生命的对话。他用笔墨耕耘、用语言
播种、用心血滋润，为学校发展和学生成
长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就是隆回县岩口
镇大观初级中学教学副校长邱志伟。

自大学毕业后，邱志伟先后在岩口
镇石郑小学任教导主任，岩口镇大观初
级中学任团支书、办公室主任、教学副
校长，共有13年乡村学校任教经历，把
青春都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

在教学和管理工作中，邱志伟深知
教学质量是衡量办学效益的重要条件
之一。为了把握好这条生命线，他积极
组织教师学习新课标，更新教学理念，
转变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法。他坚持
课堂教学改革，实行科研兴课，鼓励教
师积极参与教科研工作，以科研促教
学。近几年，在他和全体老师的共同努
力下，大观初级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有
了显著的提升。

每当考试周和教学活动周来临，连
续几个晚上加班加点，对邱志伟来说是
家常便饭。同事笑言：“你真是个拼命三

郎，像个机器人般连轴转，还能高质量
地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邱志伟这种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学校教
师中产生出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邱
志伟也因此获得优秀教师、师德标兵、
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无论是
在教学还是在管理上，邱志伟都以身作
则，严于律己。在他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
栋梁之材，每一块“顽石”都能雕琢成一块
玲珑剔透的美玉。他长期担任毕业班的语
文教学，勤勉教学，成绩突出。他的教学成
果不仅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也获得
了同行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肯定。

他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专心致志
地关注着班级里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和
进步。他的大量的休息时间都是在和学
生补习、活动、家访中度过的。他说：“一
切为了学生，这是我为师的准则。”

笔 墨 耕 耘 弦 歌 不 辍
——记隆回县岩口镇大观初级中学教学副校长邱志伟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邵阳日报讯（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王钰艳） 8 月 16 日至
20日，由中南大学和湖南农业大
学师生共创的“湘雅创智”团队来
到新宁县。他们与新宁企业舜帝
茶庄就青钱柳产业创新发展进行
了广泛交流与讨论，达成了多方
面合作意向。他们通过产学研深
度融合，为新宁特色农业注入科
技活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青钱柳作为第四纪大冰期的
孑遗植物，仅在我国长江以南有
分布，属于珍贵的药食两用资源，
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湘雅创

智”团队详细介绍了他们关于青
钱柳的创新研究成果和转化应
用，如青钱柳对高血糖、高尿酸、
高血脂、脂肪肝等慢性代谢性疾
病的作用。

此次合作，将为新宁县乃至
湖南省青钱柳产业转型升级注入
新的发展动力，不仅可以促进科
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还将带动
当地村民增产增收。目前，该团队
正在持续发挥青钱柳在大健康领
域的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企
业、农民的合作，共同推动青钱柳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宁县

产学研助青钱柳产业振兴

邵阳日报讯（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陈伟） 8月23日，湖南银行邵阳分行、
邵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

“邵阳县供销社”）及湖南省农业信贷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邵阳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农担邵阳市分公司”）在
邵阳县成功举办合作对接会，三方正
式开启深度合作新篇章，依托供销合
作体系平台，构筑县域供销体系社员
金融集群服务，精准滴灌“三农”产业
链群，为邵阳县乃至全市的“三农”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湖南银行邵阳分行将联合湖南农
担邵阳市分公司，利用邵阳县供销社“三
农”综合服务系统、农资服务系统、商品
供销系统、冷链冷藏服务系统等湖南数
字供销服务平台大数据，结合双方各自
优势，量身定制特色金融产品，为供销服
务平台上注册的企业、商户、农户提供低
门槛、低成本、高效率的综合金融服务。
同时，湖南农担邵阳市分公司通过发挥
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为符合条件的
农业贷款项目提供增信支持，可有效降
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激发金融机构

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合作三方将把金
融融资服务延伸至乡镇基层服务网点，
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为供销优供平价
超市、邻里共享家等零售终端提供便捷、
优惠的综合金融服务。

此次业务对接互动，三方的合作将帮
助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解决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问题。“农业生产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我们合作社经常面临融资难题，
以后获得资金支持的效率越来越高，我们
也越来越有发展信心。”邵阳县资汇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黎洪亮笑着说。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产业链群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唐春花 李云） 8月26日，北
塔区状元洲街道柘木社区为6
名 2024 年考上大学的学子发
放了奖学金，共计 6000 元。这
是该社区连续8年为莘莘学子
发放奖学金，已累计发放奖学
金10万余元。

当日发放仪式前，大家观
看了社区宣传片，共同回顾社
区的发展史。6 名大学生分别

就学习、社会志愿实践等和大
家进行了分享。街道及社区干
部鼓励他们多为社区发展建言
献策，利用假期多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早日成为德才兼备的
优秀人才，用行动感恩父母、回
报家乡、回馈社会。

柘木社区从2017年开始，面
向辖区学生建立了奖学金制度，
鼓励社区居民重视子女教育，营
造崇文重教、育才兴学的氛围。

柘木社区

爱心助学 传递温暖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姚天启 唐鑫） 8 月
25日上午，邵东市水东江镇举
行第三届“奖教奖学”表彰大
会，对 135 名优秀教师和优秀
学生进行了表彰。

本次表彰大会共对该镇的
优秀教师、考取“双一流”大学
研究生、考取“双一流”大学学
生、2024年初升高考试成绩优
异学生、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

等发放奖教奖学金29.6万元。
近年来，水东江镇始终坚

持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
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大教育资金
投入力度，教育基础设施明显改
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尊师重
教氛围浓厚。截至目前，该镇共
筹集资金 122.89 万元，资助优
秀学子 193 名，奖励优秀教师
188名，累计发放奖金78万元。

水东江镇

奖教奖学 筑梦未来

8 月 24 日，新

宁县崀山镇崀山

村，来自广西来宾

市的收割机农机手

韦翔猛在帮助当地

农民洪启国收割中

稻。当前，正值该县

中稻成熟收割季

节，来自河南、浙

江、广西、广东等地

的跨省收割机 300

多台，在当地帮助

农民抢收中稻。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