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2024年 10月 31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余怡陋观察

“打开水龙头随时有水用，既卫生又方便，终于用上‘放

心水’了。”面对前来查看情况的湘潭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农业

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湘潭县谭家山镇佐塘社区罗大

爷高兴地说。

因谭家山煤矿破产关闭，导致佐塘社区等 7 个村（社区）

供水管网无法运行。在自来水供应不畅和季节性缺水时，谭

家 山 镇 政 府 采 用 水 车 送 水 形 式 进 组 进 户 解 决 临 时 缺 水 问

题。基本生活用水保障问题，成了当地群众的一块“心病”。

为推动解决“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问题”，湘潭市纪委

监委联合市水利局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供水问题进行梳

理分析，谭家山镇原矿区群众用水难问题受到关注。

群众的呼声就是“哨声”。湘潭市、县两级立即联动，组

织水务、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实施居民安全

饮水改造，对原谭家山煤矿 303 户居民进行自来水安装入户，

9 月底实现全面通水。

今年来，湘潭市纪委监委部署推动市水利局将提升农村供

水保障水平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来抓，出台问题集中整治方案，

重点围绕工程项目建设、饮水安全问题动态清零等 5 个方面，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湘潭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

监察组充分发挥“监督的再监督”作用，与市水利局成立联合督

查组，督促市、县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等工作，确

保专项整治成效。

在跟踪抓好群众反映问题“当下改”的同时，湘潭市纪委监

委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长久立”上来。针对农村饮水设施管护

薄弱等问题，督促市水利局进一步建立完善制度机制，定期开

展监测和排查。针对暗访督查、群众投诉等渠道发现的问题，

深入一线摸底核查，制定问题整改清单，实行交办制、台账制、

销号制、通报制管理，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问题清单”变成群

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清单”。

今年来，共发现并督促整改农村供水问题 18个，群众满意

率达 100%。全市已开工建设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程 72 处，总

投资 2.86亿余元，受益人口达 34.94万人。（楚 思 颜石敦）

湘潭市压实责任保障群众
用上“放心水”

“奉献如歌，踏浪前行。”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坚守在教

育一线，用知识的种子培育了一代代的学子。他就是洞口县

竹市镇中学教师龙志平，曾获镇优秀教师、镇师德先进个人，

县优秀班主任，县骨干教师。

“羸羸老牯牛，默默数春秋”这句话是龙志平老师的生动

写照。曾主动请缨承担学校“乱班差班”的教学工作，经过全

方位摸底，了解到孩子们是缺乏自信和正确的学习方法而成

绩不佳后，通过他坚定的信念和耐心，在教学上精心设计个性

化的辅导计划，因材施教，逐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

心。短时间所带的班级从全校倒数第一升至名列前茅，并多

次被评为“优胜班级”“九年级进步奖”。

知识传授上他尽职尽责，品德教育上更是学生的楷模。

主动参与校园清洁工作，每天早到校、晚离校，确保教室和公

共区域的整洁，用行动教育学生养成好的学习和卫生习惯，并

让卫生评比倒数的班一跃成为全校最好的班。他不断学习新

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课余时间还为孩子们答疑解惑。正是这

份对教育的执着，他先后带领年轻教师和学生荣获县第一届

中小学生青年教师比赛初中组数学学科一等奖、征文大赛特

等奖、足球赛冠军，他的学生有的获评省级三好学生。他 2018

年在学校组织的“中青年教师教学比武”活动获“一等奖”，他

撰写的论文《论初中如何学好数学》获得邵阳市一等奖。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在教学路上，龙志

平以“勤”为舟，以“爱”为帆，继续以满腔的热情和不懈的努

力，照亮更多孩子的未来。 （尹 君）

期待花繁果硕

近日，“香约江永 芋见密语”2024 江永香芋溯源之旅暨

系列产销活动举行，江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积极组织民警走

进香芋种植基地，为正在收获香芋的农民群众进行道路交通

安全知识宣讲，全力护航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

活动中，大队民警向群众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通

过面对面讲解、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向农村群众普及交通

安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和身边的典型案例，讲解拖拉

机超载、人货混装、酒驾醉驾、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

重危害。民警在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的同时，着重提醒农村

群众，秋收农忙季节，无论是驾乘汽车、摩托车还是电动车，

进出乡村要注意来往车辆，一定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行驶、

正确使用安全带和佩戴安全头盔。并呼吁农村群众日常出

行摒弃交通陋习，养成安全驾驶、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切实

做到安全、秋收两不误。民警还对进行秋收的拖拉机、农用

车、三轮车逐一进行检查，提醒教育驾驶员们“被看见、才安

全”的道理，呼吁驾驶员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为秋冬

季道路交通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活动最后，民警

还督促用工企业严格落实好安全管理责任，切实解决好务工

人员的交通问题，确保务工人员往返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

（杨剑斌 义禧羽）

香芋收获季里话平安
从脏乱差到洁净美

不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走进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干净整

洁的道路映入眼帘，农家小屋的房前屋后都

收拾得井然有序。沙洲村村民张上燕感慨：

“我们的村子变美了，生活环境也更好了。”

和沙洲村一样，郴州越来越多的村庄以

实施洁化、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序化“六

化”行动为抓手，以“厕所、垃圾、房屋、污水”

等为重点，全力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

战、提升战。

谈起当年的村庄面貌，很多村民戏称为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如今，郴州已

全面建成农村垃圾“户分类、村收集、乡转

运、县处理”模式，推行农村垃圾分类试点。

累计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 103 个，县域垃圾

中转能力基本全覆盖。11 个县（市、区）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实现全覆盖，687 个行政

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建成集中式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61 个。

与此同时，郴州将农村厕所革命列入全

市十大惠民工程，坚持“首村过关”“部门协

同”“三水同步”（用水、管水、治水）。全市农

村建有卫生公共厕所 5643 个，卫生厕所户

数 97.54 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94.36%。

郴州在西河乡村振兴示范带和环沙洲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持续开展规范村

民建房、河湖“清四乱”等专项整治行动。西

河沿线 52 个行政村中，市级美丽乡村占比

超过 80%，省级美丽乡村（和美湘村）占比超

过 40%。

从“空心村”到幸福村
促进公共服务延伸覆盖农村

驱车行驶在沙洲村周边干净通畅的柏

油路上，起伏的山、流动的水、别致的凉亭在

眼前铺展。

告别脏乱差，随着农村公路网不断“织

密”，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向农村流动。

截至 2023 年底，郴州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1.48

万公里，所有 25 户 100 人以上的自然村均实

现通水泥路。

从“空心村”到幸福村，郴州加大对农村

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公共服务延伸覆盖农

村，创建了一大批宜居乡村。全市共有 136

所建制乡镇卫生院，实现了“区、乡镇、村”三

级医疗服务网络的全覆盖，设置的行政村卫

生室标准化率达 96.99%。探索建立乡村医

生队伍“三级管理”模式。

一批服务热忱、医术精湛、群众认可的

先进典型开始涌现。宜章乡村医生谭鉴军

“先看病后给钱，没有钱就记账”，记下 18 本

赊账本，其事迹得到央视点赞。桂东乡村医

生李自京 41 载扎根乡村 ，收获了“湖南好

人”“郴州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同时，郴州建有农村敬老院 77 家，农村

互 助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1721 家 ，覆 盖 率 达

84.5%。1952 个村有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1649 个村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2087

个村建有村级综合服务站点。1543 个村开

通公交运行班线。

郴州还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村信

息基础设施升级，逐村建成集电商、云喇叭、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防溺水监控系统等多项

功能于一身的“数字乡村”平台。

从“群众看”到“一起干”
千方百计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三大重点之

一。郴州以建设和美乡村为切入口，不断探

索创新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桂阳县和谐村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建设

“德治积分银行”，以善行义举换取积分、兑

换物质奖品，激励村民争当文明践行者。

桂东县寨前镇强化基层治理，用好乡村

“五老”（老支书、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

战士）金钥匙，弘扬文明乡风，让正能量“红”

起来。

……

从“干部干，群众看”到“一起想，一块

干”，乡村治理这篇大文章，郴州处处有“金

点子”“好法子”。

——实施“一网治理”工程，调优建强网

格党组织，推进“党建+网格化治理”加快构

建乡村治理体系。

——推深做实基层治理体系，全面健全

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由村（社区）干部包片任

片长、村（居）民小组长包组任组长、居民代

表包户任邻长的“村片组邻”基层治理体系。

——实施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和服务功

能提升工程，建好管好用好党群服务中心，

全面推行马上办、指导办、上门办等“五办”

服务。

——在乡村治理中充分运用积分制、清

单制等治理方式，全市实行积分制的村有

1713 个 ，占 比 79.7% ；实 行 清 单 制 的 村 有

1586 个，占比 73.8%。

目前，郴州共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镇 22 个。郴州市村、居“两约”规范化建设

经验在全国推介。

从带头富到共同富
做强优势产业发展集体经济

油桐是我国四大木本油料之一，是重要

的工业油料树种和战略资源储备树种。今

年植树节，桂阳县和谐村、汝城县新东村的

荒山大规模种下油桐树苗。在贵州鸿发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产业布局下，开

启了郴州打造共“桐”富裕产业集群的序幕。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郴州铺开强村公

司、共富工坊试点创建活动，共创建强村公

司 29 个、共富工坊 15 个。

其中，北湖区塔水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出

资创办了华晨物业公司，采用“村集体+物

业公司+村民”模式，搭建涵盖河道治理、设

施管护、家政服务等乡村“全链条”服务体

系，带动 200 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80 万元。汝城县沙

洲村通过“党支部+企业+农户”模式建成瑶

绣共富工坊，可带动沙洲和周边村 50 余人

增收。

做大做强乡村优势特色产业，郴州总结

推广“支部农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社、村

企合作、承建小微项目、文旅带动、资产盘

活、物业经营、飞地共建、联合开发”十大发

展模式，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村级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 5.48 亿元，43 个村（涉农社区）超过

100 万元；1295 个村（涉农社区）超过 20 万

元，占比 60.71%；2133 个村（涉农社区）全部

超过 10 万元，占比 100%；全面消除“空壳村”

和 5 万元以下的“薄弱村”。

如椽巨笔绘乡村
——“千万工程”的郴州实践

罗 徽 刘 健

诗画村庄，和美城乡。一幅新

时代《富春山居图》在林邑大地徐徐

铺开。

近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暨和美乡村建设湘南片区现场推进

会在郴州市汝城县召开。会上公布

一组数据：今年，郴州着力打造 411

个清洁乡村、200 个宜居乡村、72 个

和美乡村、11个共富乡村。

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到提质公

共设施服务，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郴州把浙江

“千万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经验做法创造性转化到“三农”工作

实践中，推动乡村振兴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目前，郴州创建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 94 个，获得省政府真抓实干

督查激励考核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

进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做法

被国家相关部门重点推荐。

作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桂阳县和谐村，以村民自治

为基础，建设“德治积分银行”，以善行义举换取积分、兑换物

质奖品，激励村民争当文明践行者。

（郴州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近日，永州市零陵区金秋招聘

月活动暨秋季招聘会在安康广场

举行。活动抓住金秋时节求职招

聘旺季的关键时机，帮助劳动者顺

利求职，同时助力企业高效招聘，

促进人力资源供需的完美匹配。

为扩大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

更好服务线上市民群众，活动同步

开展了网络招聘活动和直播带岗

活 动 ，吸 引 5000 余 人 次 在 线 观

看 。 这 种 求 职 者“云 端 ”在 线“淘

岗”的形式，让这场“云端聚会”与

求职者和岗位实现“云牵手”，收获

了不少求职者的点赞。

据 悉 ，金 秋 招 聘 月 系 列 活 动

将持续至 11 月上旬，活动精选 30

余家用人单位，覆盖信息技术、教

育、销售、家政、普工、零工等多个

领域 1200 余个优质岗位。活动当

天，近 500 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了

初步就业意向。

(吴园凯 单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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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村三级林长巡林 1935 次，巡

护时长 1027 小时、巡护里程 16253 公里，

上报事件处理 7 件……”这是今年以来永

州市零陵区梳子铺乡林长制工作履职数

据单。

近年来，零陵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实施“三级林

长”，区纪委监委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各级

各部门认真履职尽责，坚持生态优先、保

护为主、绿色发展、生态惠民，科学开展国

土绿化，扎实培育、保护和利用森林资源，

不断扩大生态产业规模。

同时，该区全力推进“下乡、入水、进

城”三大绿色旅游战略，进一步盘活林业

产业资源，高质量推进“五大生态工程”，

全力推进林长制工作走深走实，助力林业

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高效率运行，厚

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该区先后获

评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第三批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唐晨晟 单建华 何秀坤)

三级林长共护绿色家园

金秋时节，永州市零陵区水口山镇兴

龙村，黄牛成群。该镇养殖的黄牛肉质

好 ，供 不 应 求 。 该 镇 打 造 的 5 个 养 殖 基

地，32 个养殖大户，年出栏肉牛达 8000 头

以上。并通过招商引资以村集体经济入

股的方式，兴建湖南省节孝亭食品有限公

司，深加工制作“水口山牛扣”等肉牛系列

产品，广受市场青睐。

近年来，零陵区坚持政府引导、企业

为主、农户参与、市场化运作原则，区纪

委监委长年严格督查，推动各级各部门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招商引资，大

力发展肉牛产业，构建了肉牛养殖、屠宰

加工、市场销售等产业一体化体系，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加速推进肉牛产品

品牌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了“牛”产品知

名度和美誉度，推动肉牛产业向高端化、

绿 色 化 、融 合 化 方 向 跨 越 式 高 质 量 发

展。截至目前，该区兴办母牛和肉牛养

殖 合 作 社 40 多 个 ，年 出 栏 肉 牛 1.2 万 头

以上，全产业链产值近 7.4 亿元，带动村

民致富增收。

（唐高翔 单建华 何秀坤）

让牛产业变产业“牛”

零
陵 聚 焦

“秸秆经过处理形成菌包，一包可生产 100 斤菌子，秸秆

通过发酵处理还能作为牛饲料。”

10 月 28 日至 29 日，湘西州政协积极发挥三级联动、部门

协同、委员行动作用，率调研组赴永顺县、花垣县、凤凰县实

地调研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管理工作。

调研组先后考察了永顺县昌鑫农机专业合作社，花垣县

湖南德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合润黄牛养殖有限公司，凤凰

县腊尔山小康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巫陵牛（湘西黄牛）资源

场、腊尔山台地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深入田间地头、车间企

业、基层一线开展宣讲和监督工作，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生态

环保意识，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

州政协一级巡视员印钊表示，通过青贮饲料、有机肥综合

利用，以及应用稻草、玉米芯、猕猴桃残枝等培育羊肚菌、平

菇、木耳等食用菌，实现秸秆综合利用与产业发展互利双赢。

截至目前，湘西州已为 22 家经营组织进行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秸秆还田示范点建设，与农户签订秸秆收购协议，实

现秸秆变废为宝。全州秸秆综合利用量达 82.14 万吨，肥料化

利用量 57.67 万吨，饲料化利用量 15.05 万吨，燃料化利用量

8.6 万吨，基料化利用量 0.71 万吨，原料化利用量 0.11 万吨。

农作物秸秆原料化、饲料化、肥料化、基料化、燃料化等“五料

化”综合利用率达 88.33%以上。 （李菁菁 向官生）

湘西州政协调研秸秆
综合利用和焚烧管理工作

基层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是各种

矛盾和问题的集聚地。社会治理的重心必

须落到城乡社区和村，只有人与人和谐相

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桂阳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持续探索多元参与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创

新“近邻”解纷工作法,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

在群众“家门口”。今年，全县共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 80 余次，排查出各类矛盾 1413 件，化

解 1399 件，化解率 99.01%。刑事立案、行政

受案同比分别下降 28.2%、10.3%。

樟市镇上留组原村民黄某玉、黄某保与

上留组长期不和，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成立腰

铺组从上留分出去，且要求划分腰铺岭山林

和田土，双方持续不断信访，期间多次申请

镇村调解。

2022 年 10 月份以来，樟市镇组织甫口

村“片长”、“组长”,上留组“邻长”专题化解甫

口村信访积案。召开农家夜话、屋场会等 26

场 次 ，走 访 村 民 80 余 人 次 ，寻 找 解 纷 突 破

口。

“我们整合镇、村法律顾问、派出所、司

法所、人民调解员、‘三长’、‘法律明白人’等

力量组团进村入户，整理村民疑惑 29 个，将

法律法规进行详细的解释和分析，打印成册

发到每一户农户。”樟市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

去年 6 月，双方达成口头意向协议。樟

市镇综治中心启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机

制。水、电、国土、林业技术人员组建专班，

按照意向协议内容中对水田、山岭进行划

分，成立腰铺村民小组。2023 年 9 月，双方

签署调解协议。至此，长达 20 余年的纠纷通

过“近邻”解纷工作法被成功化解。

融通邻里，问清民情。

基 层 的 矛 盾 纠 纷 如 何 快 速 有 效 化 解 ？

2024 年来，桂阳县创新推行“近邻”解纷法给

出了答案。所谓“近邻”解纷工作法，就是以

相邻的 15 户为“一邻”，把党员干部、“两代表

一委员”、村（居）民代表等作为“邻长”，全县

21258 名“邻长”覆盖联系服务群众 18.83 万

户，实现“群众一叫、干部就到”。同时，以党

组织为中心，整合各方力量，开展“农家夜

话”“村（居）民恳谈会”“乡贤话发展”等党群

互动活动。今年，全县共摸排群众诉求等事

项 9100 余件，提供“微服务”4.3 万余次，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500 余个。

管好各种“小事”就是解决好群众心头

的“大事”。

今年 5 月，因持续强降雨，樟市镇山河村

甘布冲组一养猪场污水外溢流入附近的水

库，导致该组饮用水井受到影响，群众意见

非常大。

樟市镇党委政府得知情况后，召集养猪

场相关负责人和村组干部、村民代表等人员

集中调解排污纠纷，多轮次协调后，双方未

达成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该县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在开

展“走找想促”下沉樟市镇接访群众时，收到

群众反映此事，了解情况后，立即调度。“我

们安排精干力量与养殖场负责人沟通协调，

并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

等部门现场踏勘，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桂阳

县纪委常委彭广业介绍，各相关职能部门齐

心协力，为甘布冲组新建了水源、蓄水池、管

道及附属工程。目前，新建工程已经完成并

投入使用，彻底解决村民饮水难题。

“听百姓之声、排百姓之忧、解百姓之

难”,今年以来，桂阳县纪委监委紧盯民生领

域，推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

题。截至目前，共收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线索 405 条，立案 302 人，推动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25 个。

﹃
幸
福
桂
阳
可
感
可
及
﹄
系
列

前言：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

一叶总关情。

今年初，我省提出要以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办好民

生实事，为幸福“加码”、为生

活“加温”，让“年年办”的民

生实事，成为群众“可感可

及”的民生福祉。

民生实事年年有、年年

办，如何才能办到群众“心坎

上”，真正为幸福生活“加码”

“加温”，让群众“可感可及”？

桂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把人民群众对于美

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转变为

行动和现实，交出一份“幸福

桂阳可感可及”的精彩答卷。

管好各种“小事”就是解决好群众“心头大事”
罗 徽 廖诗卉 杨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