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4年年1111月月44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syrbxyxw@syrbxyxw@163163.com.com 审稿审稿：：宁煜宁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张洋张洋 组版组版：：张张 凌凌 总检总检：：尹一冰尹一冰

3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鑫 通讯员
李丁 唐英 刘思远） 10 月 31 日，
邵阳县乡村建设工匠培训第七期的
92 名学员顺利结业，截至目前，该培
训班已完成培训 802 人次，标志着该
县送教下乡、乡村建设工匠培育工作
实现21个乡镇全面覆盖。

来自塘渡口镇联合村的陈扬近是
第七期学员之一，多年来他一直从事
泥工作业，手艺是跟着以前的老师傅
学的，这几年也是得心应手，但在墙体
修建上还是有所欠缺，通过培训后，陈
扬近的技术更加完备。陈扬近说：“我
做泥工匠七八年了，总认为没必要学，
觉得很简单，但这次培训让我很受
用。”

今年以来，邵阳县在 21 个乡镇
（场）分片分区采用“送教下乡”的模
式，扎实开展乡村建设工匠培训，802
名乡村建设工匠从“土师傅”变成新时
代“巧工匠”。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

操+现场考试”的多元培训方式，让乡
村建设工匠学员从房屋建设结构到建
筑质量安全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系统
性的知识传授，为邵阳县乡村振兴工
作培养造就了一支懂专业、讲安全、有
美感的乡村建设工匠队伍。

天心区对口帮扶邵阳县工作组成
员刘思远说：“现在乡村振兴最需要就
是这些技术能手，农村最缺少的也是
这类人才，邵阳县今年共举办了7 期
乡村工匠培训班，培养了一群扎根乡
村、服务农民的乡村工匠，让他们在乡
村振兴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据了解，在实现乡村建设工匠全
面培育之后，该县还计划开展乡村“带
头工匠”培训，建立“工匠信用评价体
系”、开展“乡村工匠人才比武”和把优
秀的工匠推荐到“夫夷人才”精英信息
库。建立健全培育体系和激励机制，促
进工匠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同步提
升，助推工匠人才发展。

邵阳县

“土师傅”变身“巧工匠”

“累了，这里是您的休息站；渴了，
这里是您的饮水站……”10 月 31 日，
邵东市在金利华大酒店举行“爱我邵
东·暖心驿站”投用仪式。这是邵东打
造的全市首个集便民服务、文旅服务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酒店类服务站点。
该驿站24小时开放，站内休息桌

椅、饮水机、医疗箱、充电站、便民雨
伞等设施一应俱全，可为快递员、外
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应急等

暖心服务。此外，驿站还设有志愿服
务岗，提供邵东市全域旅游画册。休
息区展示有邵东手绘地图和智慧导
览，扫码即可查询邵东民俗文化、美
景美食。
（记者 蒋易薇 通讯员 李春香）

邵东：暖心驿站服务“新”群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易鑫 通讯员 周旭芳 刘俨宣）
10月31日，在武冈市马坪乡田塘村，
红光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
建设中。据项目负责人金西峰介绍，红
光水闸始建于 1973 年，运行 50 多年
来，多处设施老化、损坏。此次建设包
括重建水轮泵站排架及9孔平板提升
式钢闸门、1孔泄洪闸，更换水轮泵进
水闸门及启闭机，新建工作桥、防汛公
路等。“项目建成后，可改善闸址河两
岸村庄水生态环境，提升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增加农田灌溉面积1.1万亩。”
金西峰说。

武冈市地处衡邵干旱走廊，属亚
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域内水资源
不均衡等特征明显。近年来，该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突出问题导向，把兴水
利、除水害作为守住兜牢民生底线、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大事，以有力举措
筑牢防护网，切实守牢水安全底线。

为保障城乡居民“有水喝”“喝好

水”，武冈市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发
展，在全省率先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
PPP 项目，撬动社会资本8.7亿元，建
成日产万吨以上规模化水厂4 座。全
市整合涉农资金2.4亿元，建成人安饮
水项目1200余处；落实专项债券投资
1.44亿元，实施乡镇11处千吨万人供
水工程提质改造及管网延伸。通过构
建起市域统管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模
式，全市饮水安全实现全覆盖，规模化
水厂供水覆盖农村人口 97.5%，解决
了41个季节性缺水村的喝水难题。

聚焦农村水源保障、灌溉能力提
升和山洪灾害防御等问题，该市抢抓
机遇，科学谋划，成功将红光水闸、红
旗泵水闸等 14 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及威溪水库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项
目、14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申报
为增发特别国债项目。2024年争取国
债项目资金6.043亿元，相关工程今年
5月全面开工建设。同时，采用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实现对122座小型水库物

业化巡查养护。
目前，武冈境内资水河上的14处

中型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56%，威溪水库灌区续建配套及
节水改造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62%，
14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60%。“工程完成后，将发
挥蓄水灌溉作用，新增灌溉面积19万
余亩，防洪保护约30余万人。”该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此外，为保障全域“水质好”，武冈
精心编制了《赧水河生态综合整治规
划》和新一轮“一河一策一档”。近年来
累计投入11.5亿元铺设城区及建制镇
雨污管网 174.21 公里，投入资金 2 亿
余元建成污水处理厂11个。以建设小
流域治理项目为示范，每年完成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12平方公里以上，做到

“有水则清，无水则绿”，国、省监控断
面水质常年达Ⅱ类以上标准，赧水邓
元泰渡头河段、龙溪河黄泥河段获省

“美丽河湖”称号。

武冈市 抢 势 兴 水 利 惠 民 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鄢跃斌 刘海 曾海燕）
10月31日，一支由“省、市、县、乡、村”
五级诊疗机构组成的“便民医疗圈”医
护人员，在新宁县安山乡启动面对面
诊疗服务工作。

近年来，新宁县持续推动医疗集团
建设，充分利用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
省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南华大学附
属二医院、邵阳市中心医院、新宁县人
民医院等省、市、县优质资源，让医疗服

务延伸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带动基层
卫生医疗事业全面发展，有效解决老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和基层优质医疗资
源不足等实际问题，为推进“五级便民
医疗圈”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今年 3 月份以来，新宁县人民医
院紧密联合省、市三甲医院及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乡村行政管理人员，
先后来到该县安山、黄金、麻林等乡镇
村落开展免费义诊22场，接待义诊咨
询群众3000多人次，受益群众1000多
人，免费发放药品2万余元。

新宁县

“ 五 级 便 民 医 疗 圈 ”
打 通 最 后“ 医 ”公 里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斌辉）
10 月 28 日，位于新邵县坪上镇的长
寿清水景区，只见空山新雨，远山薄
雾，静谧如画。一汪清泉在村中响彻，
附近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品一品“不
老泉”的清冽甘甜，探寻长寿的养生
密码。

近年来，新邵主打“湖南之心 康
寿新邵”旅游品牌，加快推进中医药康
养旅游线路建设。目前已打造中医药
康养旅游一日游精品线路两条：岳坪
峰景区—潭溪镇玄本村—长寿清水景
区；白云岩—长寿清水—大同福地。其
中，岳坪峰景区—潭溪镇玄本村—长
寿清水景区线路被纳入湖南省首批中
医药康养旅游精品线路。

岳坪峰森林公园以浓厚的药王文
化为基础，积极打造森林养生基地、空
气负离子养生馆、药膳食堂、中医药种
植基地等；玄本村依托优良的生态环
境，主推养生度假游，村内“空气离子、

植物精气、空气中微生物含量”三项指
标均优于“天然氧吧”的标准；清水村
推出长寿原生态的慢生活康养体验项
目，新建“山水民居”康养特色民宿，制
作长寿泉水、长寿糍粑、长寿豆腐花、
长寿酒等养生美食，定期举办打糍粑、
舞龙舞狮、徒步溯溪登山、骑马等传统
活动。清水村康养民宿山水名居项目
入围邵阳旅发大会现场签约项目，现
在已经试运营。2023 年，新邵县被评
为“中国健康旅游名县”。

为打造旅游“新业态”，擦亮旅游
营商环境名片，该县还开发了一系列
以康寿为特色的旅游商品，如新邵特
色野生茶系列、古法酿制的下源水酒、
玄本竹子富硒酒以及黄桃、猕猴桃、葡
萄等养生水果，同时依托中药材产业
优势，大面积种植的玉竹、百合、玄参、
山银花、黄精、杜仲、厚朴等优质中药
材，深加工成中药材制成品，为新邵康
养旅游增添了更浓厚的底色。

新邵打造两条中医药康养旅游精品线路

“旅游+健康”开辟新业态

北塔区茶元头

街道沐三村桃花谷

景区，距离市区 12

公里。该景区上千

亩无人居住原生态

成片山林 起 伏 有

致，水域面积达数

百亩的无土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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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裙带散落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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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不少游客前来游

玩观赏。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刘恩权

摄影报道

11月3日，在洞口县高沙镇石榴水稻种植合作社的谷物烘干房，烘干机正

在烘干稻谷。近年来，该县的水稻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采用机器化烘干稻谷，

解决晾晒稻谷缺场地、靠天气的后顾之忧，节省了烘干时间和人力成本，有效

提高稻谷品质，让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滕治中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宋梦眉） 11月2日，液化石
油气配送站工作人员为新宁县金石镇
古田村用户郑女士送气到家。工作人
员帮她细心安装好，做了安全检查，并
向她宣讲安全知识。

新宁县城管局燃气管理办公室主
任李海东介绍，该县成立了以县长为
组长，各部门、乡镇为成员单位的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
班，明确了各部门和乡镇的职责，并且
将燃气安全纳入单位安全生产考核，
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早在今年 7 月，该县就已消除用
户到站和配送点自提气的现象，并提
升瓶装液化气的智能化建设。该县 2
家瓶装气企业全部建立了“气瓶溯源
系统”和“气瓶配送系统”，推行自有产
权气瓶。目前，已转换了 19 万余个自

有产权气瓶，配备 34 台燃气配送“小
黄车”，打通了燃气配送“最后一公
里”。同时，该县全面落实入户安检，切
实做到“送气上门一次、入户安检一
次、宣传教育一次”。截至10月底，该
县已完成6万余户用户的入户安检工
作，发现隐患6357处并完成整改。

该县对 17 个老旧小区的天然气
管道进行了老化评估，对照评估结果
制定了改造方案，今年已完成22公里
的老旧管道及 3000 户户内设施的改
造。针对管道燃气工商业用户的多样
性、涉及范围广、规范管理难等问题，
该县进一步加强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提高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李海东担
任县城区所有工商业用户的安全员，
对日常使用过程中突发的安全隐患直
接指导处置，快捷调动应急人员进行
快速处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该县积极推进城镇燃气安全专项
整治“回头看”工作，今年共计发现隐患
63处并完成整改。同时，对全县500多
家宾馆、酒店、餐饮饭店、企事业单位食
堂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培训。
今年，该县燃气专班积极督查跟踪，已
采用“四不两直”的方式组织突击检查4
次，对发现的隐患，采用专班和县安委
办的名义下发整改指令书130多次，有
效地消除安全隐患。针对大型酒店和商
贸综合体，该县实行一月一安检的制
度，建立工商业用户管理台账和隐患排
查处置台账，真正做到管理底数清晰、
隐患处置快捷、用气场景安全、管理岗
位专人的全链条安全管理。

同时，该县重拳打击非法经营、储
存、转供、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的案
件。今年，他们发现违法行为2起，行政
立案2起，做到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新宁城管 守护万家安“燃”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