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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突出融合这个关键。抓住以县城为

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省级试点和省
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契机，纵深推动城
乡规划科学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
服务均等化、转移人口市民化、产业发
展协同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因
地制宜建设更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突出生态这个保障。紧扣邵阳西部
生态圈中心城市定位，统筹推进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申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污
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走质量效益
型、创新驱动型、绿色集约型发展道路。

突出治理这个重点。全面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持续深化社会治理重
点工作巩固提升行动，防范化解政治
和意识形态、金融、社会、生态等方面
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良性互动，致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武
冈、法治武冈。

突出队伍这个根本。强化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坚持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全
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特别是落
实“三个区分开来”，充分调动广大党员
干部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推动以勤为美、以廉为荣在武
冈蔚然成风。

11月19日，绥宁县

李熙桥镇腾辉竹木加

工厂，工人们正进行锯

竹、破竹、分篾、编织等

工序。目前，该县共有

竹产业企业 109 家，竹

产业综合效益突破53.8

亿元，带动 5 万人就业

增收。

唐芳艳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周维标） “今年你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情况如何？村集体资金是否按照相关制
度规范使用？”“你村征地补偿款未及时
拨付农户，请尽快拨付到位。”“你村资产
登记不够及时，请尽快整改。”……进入
11月份以来，像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武
冈市迎春亭街道所辖村（社区）展开。

农村集体“三资”点多面广，容易滋
生“微腐败”。从11月1日起，迎春亭街道
纪工委联合财政所等部门，深入村（社区）
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进行督查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督促责任单
位举一反三抓实整改。检查组重点围绕

“三资”领域政策落实、村集体资源资产管
理、经济合同管理、债务问题等方面进行
检查，并就如何细化“三资”管理、建立长
效机制与村（社区）干部进行座谈交流。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资料不规
范、资产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我们要求
立行立改，确保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切
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迎春亭街道纪
工委负责人介绍。

截至11月11日下午，检查组共发
现问题7个，全部现场整改到位。

武冈市迎春亭街道

紧盯农村“三资” 亮剑“微腐败”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讯员
吕桂华） 在夜间无灯光或光线弱等
视线不良的行车环境下，驾驶人可能
难以及时发现行人，稍有不慎，极易引
发交通事故。11月4日，邵阳县五峰铺
镇水田村路段，彭某生驾驶轻型栏板
货车从五峰铺镇往罗城乡方向行驶
时，因夜间行驶视线不良、未注意观察
路边情况，没能及时发现穿着深色衣
服、在路边散步的刘某生，与其发生轻
微碰撞致其倒地。事故造成刘某生轻
微受伤。

交警提醒，市民在夜间行走时，要
注意行车环境——

靠边行走，切忌突然横穿马路。行
人夜间外出时尽量走人行道，没有人行
道要靠边行走。在国、省道上步行时，建
议靠公路左侧逆向行走，更便于观察来

车动向情况，必要时躲到路肩以外。
提前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夜间

出行，尽量选择光照条件良好的路段通
行，不要进入高速、快速路等车速快、车
流多的地方。过马路前，先停下来观察
左右两边的来车情况，根据灯光判断距
离，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快速通过，切
记不可在车辆临近时横穿道路。

被看见才安全。凌晨、夜间或雨雾
天气下，因视线不良，能见度低，请牢记

“被看见才安全”！出门时应穿颜色鲜
亮、醒目或带有反光条的衣服，比身着
暗色衣服更安全，以便引起过往司机注
意，降低风险。特别是老年人，最好穿戴
用反光材料制作的衣服，黄色、荧光色
衣服在夜晚最为醒目，或者打开手电
筒、手机闪光灯，要想办法让机动车驾
驶人看见自己，以确保安全。

夜间行走，被看见才安全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蒋凯 陈卫胜） 11 月 20 日至 22 日，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政治轮训暨全面依
法治市工作业务培训班开班。各县市区
司法局领导班子成员、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班子成员等近百人，分别参加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基层司
法所建设主题学习。

近年来，市司法局党组把政治轮训
作为提升队伍政治能力的有力抓手，紧
贴司法行政工作实际，聚焦基层党建、
基层司法所建设、全面依法治市等司法
行政主责主业开展学习指导，从更高层

面努力提升队伍综合实战素能，着力提
升政治轮训的实效性。

培训期间，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肖杰华结合党的二十
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世
情、国情、省情等形势政策教育；市委党
校副校长姚海波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湖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宣讲；省司法
厅、市直机关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创建“四强”支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业
务等进行培训辅导。

凝聚“政”能量 素能再提升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铭） 11月18日晚，市民陈女士愁容
满面，原来，她的行李箱丢了。

当晚，陈女士携带行李箱乘坐出
租车，从市区雪峰南路乘车到大祥坪
体育馆。下车时，她彻底遗忘了放在出
租车后备箱的行李。待她反应过来，出
租车已经离开。由于没记车牌，无法联
系上司机和所属出租车公司，她只能
干着急。

转机很快到来。11月19日早上，永
通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石伟在出
车前洗车时，发现了后备箱内的行李
箱。他立即向公司报告情况。

恰巧，陈女士想起可以向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求助。11月19日8
时40分许，她拨打了求助电话。

8时50分，永通出租车公司负责人
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处得
知是陈女士丢失了行李箱，当即通知石
伟。石伟随即和陈女士取得联系，并主
动将行李箱送回。看到失而复得的行李
箱，陈女士对石伟连连道谢。

据悉，石伟从事出租车行业已经十
多年，类似情况经常发生。已两次获评
永通出租车公司“优秀驾驶员”的他表
示：“将心比心，谁丢了东西都很着急，
这点小事不值得一提。”

被遗落的行李箱“回家”了

“我们村的县道发生悬空现象，需要
紧急抢修！”11月13日清晨7时许，绥宁
县瓦屋塘镇水庙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杨宗福向镇党委、政府紧急求援。

贯穿水庙仔村的绥宁 080 县道连
接瓦屋塘镇和水口乡，由于地处高寒
山区和土质特殊等原因，平时比较容
易发生道路悬空现象，给过往车辆和
行人带来安全隐患。

“冬天快到了，农村收亲嫁女的喜

事增多，11月16日和11月21日又逢瓦
屋塘镇大集，道路必须争分夺秒修
好！”瓦屋塘镇党委书记杨磊立即安排
干部奔赴水庙仔村事发现场进行处
置，同时联络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
心立即组织抢修。

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闻讯，就
近调集专业施工团队半小时内赶到水
庙仔村。镇、村干部与专业施工团队经过
现场勘查，迅速拟定紧急抢修方案：组织

60余名党员干部分别在悬空道路两头
疏导交通、提醒行人，另外组织20余名
党员干部配合专业施工团队开展抢修。

经过一个半小时紧张有序地施
工，悬空路段得到妥善修复，安全隐患
及时排除。这时，时针才指向上午9时。

恰在此时，一支送亲队伍从水口
乡方向敲锣打鼓而来。听说道路刚刚
抢通，新郎、新娘感激地将一大把一大
把的喜糖塞到道路抢修人员手中……

“希望广大村民总结此次抢修经
验，冬日多观察道路是否发生异常，发
现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党委、政府……”
瓦屋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沈忠友说。

2 小时抢通悬空道路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向俊杰 莫再安

清 廉 邵 阳 建 设

年薪15万元的职业农民刘建军：

深耕一片地深耕一片地 反哺一方人反哺一方人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郭慧鹏 袁光宇袁光宇 通讯员通讯员 杨澜清杨澜清 吴思成吴思成

回邵创业之后，刘建军仍然
坚持沉下身子向其他菜农“取
经”。一有空闲，他就开车去邵东、
隆回甚至永州等地，借着免费帮
人运菜的机会，让菜农教自己技
术。别人对此疑惑不解，刘建军回
答：“每换一个地方，气候、土质、
温差都不一样，一定要因地制宜
改变种植方式方法。”

刘建军不光自己学种菜，也
毫无保留地教别人种菜。因自家
田里闹虫害，贺井村1组村民邓连
喜上门请教。刘建军拿上工具就
去他田里诊断，手把手教会他怎
样杀虫防虫，并承诺：“今后只要
你想学，我随叫随到！”

“从育苗、定植到施肥、防虫，
我们严格把好每一道关，采用生
物治虫技术，从根本上解决农药
残留问题，保证蔬菜绿色无公
害。”刘建军表示。

今年年初，市湘珺铭志学校
相关负责人慕名到贺井村蔬菜基
地考察，并对基地的环境和蔬菜
产品进行检测。该校对检测结果
十分满意，刘建军顺利签下合同。

“老刘是一个非常务实、勤
快、肯干的人。市湘珺铭志学校的
董事长也十分欣赏他，一直跟我
说一定要把他长期留在这里。所
以说，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邓
珍强评价道。

“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2020年，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
题，刘建军一家从云南回到邵阳。
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当时正在做
建材生意的邓珍强。2021年初，邓
珍强当选贺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后，言辞恳切地劝说刘建军
着手开发该村的闲置荒地。

“来我们村里发展吧！我们村
需要你这样的种田能人。营商环境
这块你不需要担心，不管是开荒修
路还是架水架电，只要你需要的支
持，我们都可以给你。”邓珍强表
态。刘建军被他的诚意打动，最终
决定到贺井村发展。

在邓珍强的支持下，刘建军和
合伙人一起承包了村里8公顷荒
地。“一开始土质很差，要用翻斗车
把石头一车车运出来。”刘建军介
绍，为了改良土壤，每年春天，他从
粮食站收购稻谷壳，以1：1的比例
把谷壳和有机肥一起搅拌，再放到

发酵池里发酵五六个月，中途再加
发酵剂，用挖掘机至少搅拌两次，
最后再把这些肥料平铺到菜地上，
一年下来要用200吨以上的肥料。

“这些稻谷壳就像海绵体一
样，它的有机质含量比较高，能将
肥料的肥力牢牢储存在上面。浇
肥时，我们还要往地里喷洒一些
有益菌。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生
物菌群，用来增强作物的抗病性
和抗逆性。”说起种田心得，刘建
军俨然一个资深农学专家。

经过长达4年的土壤改良，贺
井村的8公顷荒地从黄土蜕变为黑
土，几十个大棚拔地而起，棚内各
类时令蔬菜鲜嫩欲滴。“种田不能
心急，它需要时间、汗水和智慧的
沉淀。”刘建军说。

“蔬菜基地建成后，每年可以
给村集体带来 40 万元的租金收
入。”邓珍强介绍。

“村里需要种田能人”

刘建军老家在双清区高崇山镇马杨
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但在正式
投身农业前，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摸索碰壁。

年轻时，刘建军在云南摆过地摊，做
一些小本生意。2002年，因经营不善，他
选择回到老家，一边照顾年迈的父亲，一
边打理自家地里的农活，日子虽然安稳，
却没多大盼头。

2009年，刘建军再下云南，做了两年
回收废弃轮胎的生意，最终仍以失败告
终。2011年，他奔赴丽江，承包了约1公顷
地种菜，却因缺乏经验连续两年亏损。

“别人一斤白菜卖2块，我卖1块，还
卖不掉，产量不高，品质也不好。”刘建军
回忆道，“那时候我才深刻意识到，当农
民没有技术也不行。”

连续失败并没有挫伤刘建军的斗志。
偶然的一天，他在菜市场卖菜时，认识了一
个正在聘请运输司机的老板。想到从事这
份工作能接触到许多经验丰富的菜农，他
自告奋勇接下了活。“我去当司机的目的，
就是想跟人家学点技术回来。”刘建军说，
此后一年多，他开着车去云南各地帮人运
菜，一下车便往菜农的田里钻，逮到机会就
向人请教有关种菜的施肥、打药等各类问
题，还用手机拍下菜农使用的化肥、农药牌
子。遇到听不懂的问题，他会用纸笔一字一
句地记下来，带回家慢慢琢磨。

刘建军的种植技术进步迅速，自家
田里的蔬菜也终于在第三年开始盈利。

“在云南，从露天到大棚，我种菜的规模
一步步扩大，一度发展到2公顷多农田。”

“当农民没技术不行”

“我是1975年出生的，属兔。兔子爱吃萝卜、白菜，结果冥冥中我
就和蔬菜打了一辈子交道。”11月19日，在北塔区陈家桥镇贺井村，
望着蔬菜生产基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刘建军打趣道。经霜历雪的
脸上绽开笑容。

今年是刘建军返乡创业的第四年。4年来，他坚持发展生态农业，
依托家庭农场这一新型主体，持续做大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产业，成
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今年年初，刘建军与市湘珺铭志学校签
订了长期供销合同，年薪15万元，正式走上职业农民道路。 刘建军仔细察看菜地土质刘建军仔细察看菜地土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