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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校门、走进军营，锻炼 20多年
后转业回到家乡。说实话，我对农业农村
方面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知之甚少。但
是，用心、用情、用力扶贫帮困的基本要求
和常识我懂。”近日，圆满完成3年驻村帮扶
任务回到市发改委上班的彭继武说，3年的
驻村帮扶经历让自己受益匪浅，所经历的
每一件事，所帮助过的每一个人，他都记忆
深刻。目前，工作之余他还不时和湘乡市
壶天镇潭桥村的村干部、部分村民电话联
系，时常牵挂村里的产业发展，以及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的新举措、新思路。

助销农产品不遗余力

彭继武于2018年11月从部队转业到
市发改委工作，上班报到的第二天，他就
服从组织安排，去潭桥村担任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他发扬在部队
时艰苦奋斗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认真
学习掌握党和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积极
主动深入走访调研，了解村情民意，团结
带领村“两委”成员一手抓基层党组织建
设，一手抓脱贫攻坚。通过产业、就业扶
贫等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强贫困群
众“造血”机能，提高他们的自主脱贫能
力。

产业扶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产
品销售，只有产得出、销得脱，才能实现增
产增收目标。3年里，彭继武从开展消费
扶贫活动入手，帮助村民群众开辟稳定的

农产品销售渠道，共组织土鸡、茶油、红薯
粉等各类农产品推销会 10余场，其中，
2019年和2020年助销食用菌赤松茸2500
多公斤。

2018年冬季，潭桥村有 15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共计种植了 20亩赤松茸。从
2019年 3月初开始，赤松茸进入采收期，
每天从 100公斤陆续增加到 400公斤左
右。刚采收的那一周，各农户基本能自行
销售。但随着日产量增加，逐渐出现了滞
销现象，大家非常着急。

面对村民的现实困难，彭继武和村
“两委”成员同样寝食难安，分头利用各自
的人脉关系寻找销路。

“那段时间，我的手机基本白天没停
歇过，千方百计寻找买主。”彭继武说，他
找单位领导以及帮扶后盾单位负责人帮
忙，通过集体食堂、工会发放职工福利等
渠道销售了一部分；联系湘潭市、湘乡市
的部分超市、农贸市场和湘乡市餐饮协
会，代销了一部分。前后忙碌40多天，终
于让所有农户家的赤松茸及时销完，没受
一点损失。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其中，2018
年冬季，贫困户彭志军家养了 1000多只
鸭子，只卖出 300余只。剩下的 600多只
鸭子每天需要不少食物，这让彭志军急于
出售。彭继武得知这个情况后，几经努力
终于找到了市保险行业协会，一天时间就
将这些鸭子全部卖出。2019年年底，村
民周清诗加工了500公斤红薯粉，附近其

他农户也有 500公斤左右，价廉物美，但
找不到销路。彭继武找到一家帮扶后盾
单位有关负责人，请求支持，对方一次性
买下了这 1000多公斤红薯粉，问题迎刃
而解。

为民解忧愁无微不至

驻村3年时间，彭继武与村“两委”成
员累计争取到上级帮扶资金300多万元，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00多万元。硬
化村道10余公里，维修水渠5000余米，加
固山塘 20余口，有效改善了全村生产生
活条件；还打造了31个蔬菜大棚，总面积
40余亩，先后扶持了5家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其中，家庭农场主陈志缓
身残志坚，流转耕地 100多亩种植蔬菜，
带动周边部分村民通过产业、就业增收脱
贫，被评为2020年度湘潭市“脱贫之星”。

与此同时，彭继武十分关心牵涉到部
分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在不违背原则
的前提下，积极帮助他们争取政策、资金
或项目方面的支持。

年近古稀的村民周元春夫妇住在离
村道约800米的半山腰上，儿子常年在外
打工，家里经济条件一直不好，系建档立
卡贫困户，虽然多年前就自行挖好了入户
毛坯路，但无钱硬化，一到下雨天就泥泞
不堪。彭继武刚驻村时就了解到了周元
春家的实际困难，介绍他到村内的一家蔬
菜种植基地做事，干些种菜、摘菜、除草等

力所能及的活，每天能挣100元-120元不
等，平均每个月能增收 1000元以上。同
时，积极想办法替他筹措资金，硬化入户
道路。去年11月，在镇、村有关负责人的
共同努力下，彭继武终于筹措到 4万元
钱，将这800米入户道路硬化了。

此外，潭桥村有5个村民患有智障或
精神残疾，却因为自身原因没有参加医学
鉴定，从而得不到政策性救助补贴。其
中，一位年过半百的男性村民看起来很正
常，但只要受到刺激，就会诱发精神分裂
症；年过花甲的农妇周某，患轻度精神分
裂症多年，每天在屋前屋后约200米范围
内转悠······他们的家人或亲戚非常着
急，却不知如何是好。

“我刚转业到地方工作，对这方面的
政策不了解，真不知如何去帮他们。”彭继
武说，他只能将这些情况详细汇报给单位
领导。随后，在单位领导的指导下，他将
具备评残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请进村里，
对这 5位村民一一进行智力或精神方面
的鉴定，让他们凭借《残疾证》享受到了每
月140元的政策性补贴，以及其他政策性
救助。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彭继武在潭桥
村付出的心血汗水，村民群众有目共睹。
陈志缓、彭志军等许多村民把他当做亲人
一样看待，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6月 20日上午 10点，采访团一行来
到位于炎陵县霞阳镇新市街的红军标语
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一幅幅红军标语
映入眼帘，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红军战士
挥笔书写革命标语时的身影。

“如今的幸福生活都是先辈们用生
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红
军标语博物馆今年 8岁的小讲解员卢果
认真地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为了当
好小小讲解员，她每天都会背诵讲解词，
经过努力，她现在把博物馆的讲解词背
得滚瓜烂熟，如今，每个周末她都会来红
军标语博物馆为游客讲解。

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是全国首家
以红军标语为陈列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博物馆设有“红色印记”6个基本陈列室，
收藏和展示了从 1927年到 1937年间红
军所书写的标语。这些红军标语客观真
实地展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
命根据地时期，工农红军、地方武装、苏

维埃政权以及群团组织等书写标语动员
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分化打击敌
人的斗争历史。

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革命
战争年代，红军开展宣传工作相当艰苦，
除部分标语是用毛笔和墨汁书写外，大
部分时候只能就地取材，选用棕帚、笋壳
笔、稻草笔、杉皮笔，以及石灰水、染料和
土红来书写标语。即便如此，红军的宣
传工作仍然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炎陵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红色资源十分丰富。毛泽东、
朱德第一次会面、第一次连队建党、第一
次插牌分田、第一次给部队集中上政治
课等一系列首创性革命实践活动，都发
生在这里。“近年来，炎陵县依托红军标
语博物馆等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掀
起了红色旅游热潮。”炎陵县文旅广体局
党组书记、局长叶敏亮介绍，韶山至井冈
山红色旅游专列的开通，必将加强炎陵

和江西的合作，带动湘赣边老百姓致
富。为推动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今年 4月 7日，主题为“会师湘赣边·
共享杜鹃花”的 2021年湖南云上大院景
区第三届云锦杜鹃花节在炎陵县启航，
走茶盐古道、赏杜鹃花海、看民俗表演、
品高山茶、尝客家宴、产业招商、“重走红
军路 会师湘赣边”等系列活动，吸引了
湘赣边近5000人参加。

叶敏亮告诉我们，借助红色专列开
通，目前，炎陵与井冈山等地联合推广跨
区域精品旅游线路，针对江西吉安、萍乡
地区的游客，炎陵所有收费景区门票实
行半价优惠，共促文旅产业融合。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协办

向榜样看齐——我市省级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个人系列报道③
彭继武：用心用情用力扶贫帮困

本报记者 黄武平

炎陵：借助红色专列 力促文旅融合
本报记者 陈旭东

本报讯（记者 李涛）6月26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湘潭县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湘潭
县步步高商业广场小资晓味饭店被公开曝光，督促整改。

前不久，我市组织相关部门赴岳塘区、湘潭县开展安全生
产督查，发现湘潭县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湘潭县步步高
商业广场小资晓味饭店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其中，湘潭县中石
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同丰大厦城市综合体调压撬装站，调压间
没有上锁，压力表没有定期校验，且站内过滤器排污阀未封
堵。湘潭县步步高商业广场小资晓味饭店，可燃气体报警器没
有开启且有一个探头安装过低，探头没有校验。

目前，督查组向相关单位下发了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治任
务交办单，详细告知现
场发现的隐患和问题，
明确要求其于6月30日
前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李靖）连日来，市城管执法
局采取局领导带队、专家随行、交叉检查的方式，对全市燃气安
全生产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6月19日，市城管局领导带队深入液化气企业、农贸市场、
社区等地现场检查，发现部分液化气营业网点存在空瓶实瓶混
放、运输空瓶时气瓶未固定、报废瓶未及时送到站处理、个别网
点无摄像头等情况。在湘潭县新光燃气充装站、贵竹农贸市
场、县人民医院现场检查时发现，湘潭县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
公司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用户台账资料不清、入户安检工作
不到位等情况。湘乡市液化气公司存在手持浓度检测仪未定
期检测、槽车卸液未使用万向充装管道系统等情况。部分液化
气站点存在未在供应站瓶库区悬挂经营资质证书；空、实瓶分
区不合理等问题。

经过几天检查，检查组针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现场能立即
整改的要立行立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落实专人值守，确
保燃气安全问题发生时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有效解决，同
时部署科学整改方
案，将问题彻底整改
到位；对拒不整改、
逾期未整改的，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

本报讯（记者 谭丽 通讯员 刘泽佳）因缺钱想赚“快钱”，一
男子在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转卖银行
卡为其犯罪提供帮助，并以此获利，不料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
灾。日前，岳塘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件，戚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
其违法所得4389.66元也上缴了国库。

去年11月19日，被害人颜女士通过某恋爱交友软件认识了
一名自称吴某（在逃）的男子，当晚双方添加为微信好友。在骗
取颜女士的信任后，吴某让她在一个交易网站上开户投资，随后
颜女士在家里根据该网站的指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于
11月28日分两笔共计转账6000元，11月29日转账3万元，11月
30日转账 4万元、15万元、30万元至戚某名下不同的银行账户
上，之后还在12月11日转账3.4万元至梁某的银行账户上。去
年12月1日，颜女士发现该网站无法进行提现操作后才意识到
自己投资的56万元被骗，便马上报案。

通过调查，戚某在 2020年 11月上旬与周某（在逃）谈好以
1500元的价格将一套银行卡（含电话卡、U盾）卖给对方用于网络
犯罪活动。颜女士共计被骗56万元，其中戚某名下的两张银行
卡共计接收颜女士被骗资金52.6万元，并以此获利4389.66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将戚某持有的两张接收到颜女士资金的
银行卡依法扣押，戚某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等账
号，或出租给他人，这些出售、出租行为可能为他人实施犯罪提
供了便利，使受害人遭受经济损失，更会让自身陷入犯罪的泥潭
之中。

本报讯（记者 陈旭东）日前，“热血初心，税务蓝牵手志愿
红”——韶山市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服务暨助力创建“无偿献
血示范乡镇”活动在韶山市韶山乡黄田村启动。启动仪式上，韶
山市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服务中队和韶山市红十字志愿者

“蓝丝带”无偿献血服务分队正式成立。
活动中，韶山市税务局被授予“无偿献血公益宣传爱心单

位”，韶山市韶山乡被授予“无偿献血示范乡镇”。随后，湘潭市
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服务大队名誉大队长为刚成立的韶山市
红十字志愿者无偿献血服务中队、韶山市红十字志愿者“蓝丝
带”无偿献血服务分队授旗。

据了解，韶山市税务局共有 104名干部职工，全员为“蓝丝
带”志愿者。自抗击疫情以来，韶山税务局有 30人次参加无偿
献血，献血量近1万毫升。当天，韶山市税务局又有20多名干部
职工撸起衣袖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刚参加工作一年的职工黄钰
棋是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他捐献了 300毫升血液。他告诉我
们，踊跃献血可以让更多患者脱离生命危险，捐献的血液是给急
需输血病人最温暖的礼物。这次被授予“无偿献血示范乡镇”称
号的韶山市韶山乡，去
年有 200 多人参加无
偿献血，今年以来，已
有 170 多人参与无偿
献血。

本报讯（记者 刘建强）“国际禁毒日
是每年的哪一天？”“强制隔离戒毒的期
限为多久？”“摇头丸的主要成分是什
么？”……员工排队答题，答对过关，答错

“大锤爆头”。这是我市某麻精药品批发
企业制作的抖音短视频，用流行的方式
轻松愉快地普及禁毒知识。

6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在国家禁毒
委命名的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湘潭
市，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在城乡各
地密集开展。

6月以来，市禁毒委 37家成员单位
落实《湘潭市禁毒工作责任制规定》要
求，由相关负责人带队分别到联点的乡
镇、街道督导禁毒工作。市禁毒办发放
了《2021年禁毒宣传挂图（麻精药品滥用
危害）》等宣传资料，推动禁毒宣传进乡

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组
织开展“讲述身边的禁毒故事”演讲比
赛，并选派两名选手参加了全省复赛。
全市广泛利用横幅标语、电子显示屏、的
士车顶灯、公园广播、农村“村村响”等播
放禁毒宣传内容、传播禁毒法律知识，全
力营造禁毒宣传氛围。岳塘区妇联微信
公众号“@岳塘伊人”连续推出两期推
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宣传毒品危害以
及如何识别、防范新型毒品。

在第34个6·26国际禁毒日前后，全
市的禁毒宣传活动达到高潮。6月24日，
韶山市检察院团员青年在韶山火车站广
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条
幅、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有奖问答等
方式宣传禁毒知识，引导市民认清毒品危
害、抵制毒品诱惑；市妇联组织“禁毒妈

妈”来到湘潭市第一强制戒毒所，慰问这
里的女性工作人员和帮助这里的困难女
学员；湘潭市莲城清风义工协会组织禁毒
志愿者来到双马街道象形社区，开展禁毒
系列宣传活动。6月25日，湘乡市、雨湖
区分别组织开展了以“健康人生，绿色无
毒”为主题的禁毒日宣传及群众文体活
动；市总工会、市科技局等单位志愿者分
别到联点的社区开展“禁毒宣传进社区”
活动，向居民发放禁毒宣传手册。6月26
日，湘潭县禁毒办组织在易俗河同丰广
场、乌石彭德怀纪念馆、石鼓镇集市等人
流量密集的地方开展禁毒知识宣传，呼吁
大家珍爱生命，拒绝毒品；高新区、湘潭经
开区也组织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通过横
幅、展板、宣传折页、毒品模型、现场讲解
等形式普及禁毒知识。

6月 25日至 26日，2021增材制造
与精准医疗创新发展论坛在我市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
授、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主任卢秉
恒，围绕“3D打印+精准医疗”作了主题
演讲，探讨了 3D打印技术在个性化精
准医疗等应用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本报特专访了卢秉恒院士。

目前 3D打印在医疗器械领域的
应用情况如何？卢秉恒院士介绍，当
前，3D打印技术和产业已经在医疗器
械领域开始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西
安、北京、上海、湖南等城市和地区的
大医院，尝试通过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研究中心，来探索 3D打印在医疗各科
室的应用，临床方面也产生了很多有
说服力的案例；一些设备制造商、材料
提供商和 3D打印服务商，非常关注这
项技术在医疗方面的应用。

该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首先被应
用在骨科做导航模板，可以很精准地
帮助医生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医科修
复方案，这样的方案比单纯依靠经验
和手持工具更为精准；其次在口腔科
的应用也比较多，主要用于牙齿矫正
与修补。接下来，3D打印还将在医学
模型及一些疑难杂症的手术方案制定
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卢秉恒说，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
3D打印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还
没有被大众广泛认知，需要经历一段
宣传、推广、接受的过程，同时需要政
府的推动和更多企业的参与。

湘潭高新区企业西交智造，就积
极参与到这一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
应用与推广。这家企业是卢秉恒院士
湘潭工作站的唯一运营主体。技术有
了承载主体，卢秉恒院士对 3D打印技
术在长株潭精准医疗领域的发展形势
十分看好。他说，长株潭地区人口密
集，“3D打印+精准医疗”的市场空间很
大，加上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将一
些开发出来的成熟 3D打印技术，放到
湘潭工作站来推广、应用，同时，湖南
省、湘潭市在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等方
面配套了一些好政策，特别是有序地
把医疗器械产品纳入医保范围，在政
策许可的范围内，给予企业一定的定
价权，这对“3D打印+精准医疗”的推
动，产生了很关键的作用，“3D打印+精
准医疗”在长株潭地区的应用推广速
度比想象中更快。

卢秉恒院士表示，接下来，他将带
领湘潭工作站团队，根据医学影像的
数据，加入患者个性化适配的医疗器
械，将产品送到各个医院进行临床试
验，推动湘潭 3D打印在精准医疗领域
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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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卢秉恒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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