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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12 月 17 日，刘美花在给婆婆喂油茶。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汀坪村 54 岁村民刘美花，三年如一日，

像亲生女儿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患病长年卧床的八旬婆婆陈某香，附近群众纷纷称赞她是“千里挑一的

好儿媳”。                           严钦龙 陈科帆 摄影报道

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烟苗装盘工作。

陈艳波在育苗工厂查看烤烟育苗准备工作。

“烤烟生产，育苗是关键，大家一定要按照技

术规范进行操作！”12 月 14 日，邵阳县金称市镇

石马村烤烟育苗大棚内一片繁忙景象——消毒、

装填基质、摆放托盘、点籽覆苗……工人们分工

协作，有序开展烟苗装盘工作。石马村党支部书

记陈艳波放心不下，早早来到大棚内检查各种原

料是否齐全、育苗流程是否规范。

“‘苗壮一半产’，过去我们育苗工厂都是采

用漂浮育苗的方式。去年开始，为了更好提升烟

苗品质，在烟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改造了一个

大棚，用于托盘旱床育苗，也就是常说的湿润育

苗。”陈艳波只有两年的烤烟种植经验，对其中的

理论技术把控却成熟老道，“湿润育苗出苗整齐，

发出来的烟苗根须发达，更有利于烟农进行大田

移栽，达到早生快发的效果。”

“谁说农村没有年轻人？在陈书记的带动下，

今年我们村返乡创业种植烤烟的年轻人已经增

加到十几个了，他们有干劲、有思路、有办法、有

活力，成为了强农兴农的‘生力军’。”去年的湿润

育苗大获成功，烤烟总体收入不菲，老烟农们对

这位 80 后村书记很是信服，越来越多在外务工

的年轻人也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了农村这块沃土

上。

2017 年，石马村村“两委”换届，年轻的陈艳

波被寄予厚望，成功当选为村书记。此前的多年

时间里，虽然一直在家乡发展，但从事的都是沙

石生意，没有任何村干部履职经历，怎样才能带

动家乡发展，提高村集体收入，陈艳波犯了难。

“当村书记后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决

村里的土地流转和产业规划难题，1600 多亩土

地，每年的流转金都要好几十万元，如果效益不

高，老百姓的田租给不到位，大家肯定会对我们

村干部有意见。”陈艳波坦言，好在当时的驻村工

作队提供了很大帮助，和村干部一起走进村民家

中，倾听群众心声，在继续发展原有油茶产业的

基础上大规模种植双季稻和烤烟，同时试种西

瓜、葛根、百合等作物。2024 年，石马村的村集体

收入达到了 100 多万元，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日子越过越“牛”。

石马村驶入乡村振兴的快车道并非一帆风

顺，村里种了 60 多公顷的水稻和烤烟，每年的病

虫害防治成了种植户们的一块“心病”。石马村所

在的金称市镇没有一家能够提供统防统治服务

的合作社，只能依赖县里的相关机构，由于需要

服务的区域广、距离远，如果预约不及时就会错

过病虫害的最佳防治时间。2022 年，种粮大户陈

功军的水稻就因此损失严重。

“‘等靠要’不是办法。”看到石马村种植户们

面临的困境，陈艳波决定做些什么。2023 年，陈艳

波牵头成立了邵阳县聚隆种养专业合作社，购入

3 架植保无人机，吸纳村民加入，又邀请农技专

家上门指导，不仅为本村提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服务范围还辐射了整个金称市镇。

除此之外，石马村还成立了三家农机合作社，大

大提高了耕作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农忙时再也

不用为联系不到农机而发愁，既提高了作物产

量，又节约了成本，村集体和合作社实现了双赢。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陈艳波看来，村

里的工作就是这样，只有沉下去做才学得会，学会

了才有发言权，只要村干部带头示范，就没有解决

不了的难题。“当初顶着压力干了村书记，就是想

帮助村民把日子越过越好，现在产业稳定了，大家

都有了信心，想一起干事创业，一起增收致富，相

信石马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陈艳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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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①）

这是市人大常委会利用专项监督，全力推

进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建设、保障人民健康的

一个缩影。

2024 年是市人大常委会连续开展乡镇卫

生院服务能力建设专项监督的第三年，充分发

挥人大监督作用，回应人民群众病有良医期盼，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通过持续刚性监督问效，交办重点难点问

题 36 个，督办相关建议 43 件。全市 166 所乡镇

卫生院服务能力均达到国家基本标准，较 2021

年新达标 148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开床位

966 张，2023 年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 66.08%，

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医。

专题调研破题，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群众最关心的教育问

题始终是市人大教科文卫工作的头等大事、系

统工程。

市人大常委会组建联合调研组，对 1000 人

以上的中学及相关医院、心理服务机构进行全

面细致调研，设计 6 种调查问卷，开展实地测评

和网上测评，参与测评学生达 25 万人。构建“市

级把方向、县级稳推进、校级抓落实”的三级工

作网络，打通“政府—学校—家庭—医院”资源

共享、信息交流、闭环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市人大常委会全程跟进推动，形成高质量

的调研报告呈报市委，获得了市委书记严华的

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推动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的十条措施》，进一步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制度机制。

目前，455 所规模在千人以上学校均已建

成心理辅导室，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674 位，

打造省级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8 所。2023 年，

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中位居全省

第一、全国第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测评居全省

第一。

服务经济大局，力促文旅产业发展

2024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第三届邵阳旅游

发展大会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行，大会期间，全

市共有 13 个重点文旅项目签约，总投资 19.4 亿

元。全国共有 40 多家媒体对大会各项活动进行

广泛宣传报道，文旅宣传成效显著。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市人大常委会着力特

色发展、建圈强链，文旅融合，促进办优第三届

邵阳旅游发展大会，不断提高邵阳市旅游业市

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会前，市人大组建考察团，赴首届湖南旅发

大会承办地张家界市以及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等

地学习考察，充分借鉴其在举办旅发大会、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实地察

看城步 4 个重点景区提质改造项目现场，现场

督办城步健全组织机制、联席会议机制、保障机

制、投入机制，推动城步成功举办了一届精彩纷

呈、创新融合、节俭高效、安全有序的盛会。

2024 年全市文旅市场来势喜人，持续释放

旅发效应。城步今年共接待游客 125.2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2.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37 亿

元，同比增长 52%。全市接待游客 4395.7592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4.35%，实现旅游消费 457.4798

亿元，同比增长 14.31%。

人大监督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以“人大

声音”回应民众关切，推动我市教科文卫事业迈向

高质量发展，绘就一幅幅民生福祉的新画卷。

（上接 1版②）

雪峰山高铁观光索道从沪昆高铁溆浦南

站所在地往上延伸，经怀化市溆浦县北斗溪

镇、葛竹坪镇，最终到达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

北 斗 峰 索 道 上 站 ，全 长 7600 米 ，垂 直 高 差

1158.5 米，索道运量 1200 人/小时，单程运行时

间约 23 分钟。“今年虎形山游客量为 387 万人

次，预计观光索道开通后将增至 425 万人次。”

隆回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魏彪介绍，雪

峰山旅游联盟经周文等 29 位委员提案并成立

后，项目建设全面加速，索道预计明年 5 至 6 月

开通，新新（新化—新宁）高速预计明年底通

车，这两个项目将让雪峰山高山台地建成世界

旅游目的地梦想成真。

在邵阳，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

协履职就会跟进到哪里。

2021 年，湖南入列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今年 7 月，运用“湘港澳”合作交流优

势加快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建设

邵阳市政协议政性常委会召开，形成向市委、市

政府建议案，推动邵阳市中医优势病种目录新

增 222 个，提高中医类医院等级系数 0.01，第二

届湖南（廉桥）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总贸易成交额

达 131.69亿元。

世界各地发展的邵商有百万之众，全球已

成立 47 个异地邵阳商会，是湘商群体中的一支

重要力量。今年，邵阳市政协将“激发商会潜

能 助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作为年度重点调

研课题，奔赴 17 个异地商会调研，真诚沟通、直

面问题，形成了一份 2 万余字的调研报告，并于

今年 9 月召开第二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

通过的建议案成为邵阳市委、市政府重要的决

策参考，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系列“组合拳”。

履职无大小，贴心解难题

“群众的‘急难愁盼’没有大小之分，政协委

员的履职更不应有大小之分。”周文介绍，今年

邵阳政协在全省率先试点“一案一微一信息”，

要求委员报送微建议、提交提案和高质量的社

情民意，对政协委员履职活动进行量化，实现提

案线上审查办理、微建议线上交办、社情民意办

理督查全流程运转，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大为提

升。截至目前，邵阳市政协收到委员提交的社情

民意信息 810 条，同比增长 4 倍以上；微建议信

息 407 条，办复率达 91%；提案 341 件，同比增长

3.5%。履职“成绩单”亮眼。

“新邵资江一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枢

纽，没有无障碍通道，居民拖拉重物、推婴儿车

散步、残障人士通行都很不方便。”9 月 24 日，新

邵县政协委员罗花梅在“政协云”App 上提出

“微建议”，在资江一桥两端桥头增设无障碍通

道。9月 27日，新邵县住建局受理并开工建设。

“光芙蓉小学道路硬化项目，为近 7000 名

学生、家长提供便利。”新宁县政协主席徐立华

介绍，今年 4 月，新宁县政协收到 6 条与城市建

设管理有关的微建议，根据微建议关联性，新宁

县政协采用“打包”的方式，将多个微建议集中

交办、现场调研并积极督办，实现“一次性解决

一类问题”。

“今年，邵阳市政协已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

题 198 个，同比增长 12%。”邵阳市政协信息中

心主任刘媛介绍，邵阳市政协利用“政协云”连

接微建议与 12345 市长信箱，实现数据全面互

通互联互享，让委员履职更便利、职能部门反应

更快捷，“实事”有“实施”，“民意”更“满意”。

暖心助企业，诚心保发展

“实干才是邵阳市政协委员的底色。”周文

介绍，委员们不仅献言献策，还躬身入局，坚持

“暖心助企”，为企业解决堵点、痛点、难点。

湖南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自 2020 年来邵

阳后经历了更名、股东变更、购置旧厂房等，相

关产权证拖了 2 年的都未能及时更改。2023 年 6

月，邵阳市政协联合邵阳县国土资源局、邵阳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展座谈会，讨论解决换证、办

证难题。半年后，相关产权证成功办理。

“我们以座谈会为抓手，让部门与企业面对

面沟通，已为 40 余家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用电、

经费拨付、用地审批、拖欠货款、基础建设等方

面实际困难。”邵阳市政协经济科技和外事委员

会主任唐耀平介绍。

近年来，邵阳市政协还依托科技创新委员

工作室，科技赋能企业，助推高质量发展。

邵阳市政协委员邓宇书发挥自身优势，为

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支撑。他带领团队助力维克

液压、富兰地、凯通电子等企业，在多领域突破

行业技术壁垒，研制推出伺服液压智能控制器、

8 工位 24 轴刀具磨削智能数控系统、热敏打印

片厚膜电阻脉冲调阻系统等 3 个国际首创产

品，成为科技创新平台助力本地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成功范例。

湖南省醇龙箱包公司与俄罗斯 RELY 奢侈

品牌公司签订 1 亿美金购销合同；助力湘窖酒

业与国外侨社团组织及商会签订 9 份战略合作

协议；新宁主办“潇湘 100 国际越野赛”“环球旅

游小姐国际大赛”等涉外活动……邵阳市政协

充分发挥“侨”力量，以“侨”架桥，推动邵品“走

出去”。

向 民 生 聚 焦 为 大 局 服 务
——市人大常委会 2024 年履职亮点工作系列报道之一

履 职 零 距 离 群 众 更 满 意
——邵阳政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职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