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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5月 22日早晨8点，湖南卡丁娜服饰
有限公司门口，村民们手拿工牌，排队签
到准备上班。“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
……”家住湘乡市龙洞镇龙洞村离服装厂
不到100米距离的村民罗艳开心地说道。

在轰隆隆的机械声中，村民们一人
一个工位排成一线，一块块布料从他们
手中来回穿梭，在敞亮的工作间“幻化”
成件件衣裳。在龙洞村，服装制作已成
为村民们致富的“招牌产业”。

总投资近 5000万元，日产量 5000
件，提供就业岗位300个，村民人均收入
每月5000多元，这个“卡丁娜”能来到龙
洞村，多亏了村“第一书记”彭懿。

助力乡村振兴，去年5月，湘潭医卫
职院向龙洞村派出驻村干部彭懿。进驻

后，工作队与村“两委”共同努力，通过土
地流转、收取租金、提供管理服务等方
式，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村
集体全年总收益突破30万元。

根据龙洞村的产业特点，针对村里
年轻人外流、中老年劳动力多的情况，彭
懿多次前往广东佛山调研，寻找适合产
业，最终决定筹建服装厂。

今年4月，彭懿招商引资，由龙洞村集
体经济入股，与广东佛山卡丁娜服饰有限
公司合作，将原中朝村塑料泡沫有限公司
翻新改造，成立湖南卡丁娜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已有两条生产线，现有员工 39
人，日产量 5000件，目前正在扩大生产
规模，增加生产线。“现在，工人实习期工
资约 2800元/月，熟练后工人工资按计

件算，月工资5000元左右。”湖南卡丁娜
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贺杰峰说。

龙洞村沈森因纤维瘤压迫颈椎神经
瘫痪在家，生活不能自理，妻子郭巧平不
能外出务工。驻村工作队帮扶脱贫低保
户沈森夫妇。郭巧平到卡丁娜服饰领物
料回家剪线头，方便照顾丈夫，又能赚钱
养家。

“公司预计分三期建设，第一期计划
投产两条生产线，用工人数 50人，现已
基本完成。第二期计划增加两条生产
线，用工人数 100人。第三期计划增加
四条生产线，同时增加裁床车间，用工人
数达 300人。”贺杰峰预计，公司年产值
达6000万元，盈利1700万元。

乡村振兴，发展产业是关键。从驻

村第一天起，彭懿就以驻地为阵地，积极
活跃在产业振兴的最前沿，成为带领村
民致富的乡村振兴“追梦人”。

据介绍，立足村上产业优势和后盾
单位需求，彭懿还极力促成龙洞村兴办
大米加工厂，并得到了村“两委”和湘潭
医卫职院党委的支持。早在去年10月，
村“两委”积极争取农业等相关部门支
持，紧锣密鼓落实 1500米水渠修缮项
目，为粮食生产打好基础。当年 11月，
大米加工厂开工兴建，2022年初基本完
工，建成了一条打米、筛选、抛光、仓储等
完整加工生产线，占地约 1500平方米。
湘潭医卫职院已与龙洞村签约，3年内
每年消费大米 300吨左右，预计将为村
上新增20万元年收益。

湘潭县琵琶山铅锌铜矿尾矿库销号
本报讯（记者 李涛）5月22日，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

在经过 1个多月的闭库治理后，我市唯一一座危险级尾矿库
——湘潭县新隆矿产品有限公司琵琶山铅锌铜矿尾矿库成功
销号。

琵琶山铅锌铜矿尾矿库位于湘潭县花石镇日华村，为长期
停用尾矿库。自2014年停用以来，由于原企业人员已遣散、缺
乏专门人员管理等原因，该尾矿库存在排水系统不完善、坝体
坡面角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安全隐患突出。

今年 4月，琵琶山铅锌铜矿尾矿库完成闭库治理，并经第
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评估，通过竣工验收。市应急管理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现场复核后，认定其符合尾矿
库销号条件。5月 19日，湘潭县政府发布公告，同意该尾矿库
销号。

如今，琵琶山库区重披“绿衣”，不再作为尾矿库使用和接
受监管，由当地镇政府负责其安全管理和地质灾害防治。至
此，我市非煤矿山领域全面实现尾矿库“清零”。

湘乡市市场监管局农忙时节提供“上门服务”

“山枣经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湘乡市山枣镇金白沙村的成随文这

两天精神很好，因农忙一直顾不上去办理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的
他终于遂了心愿。5月18日一大早，湘乡市市场监管局山枣所
和山枣镇政府工作人员来到该村村部，主动为他提供“上门服
务”。

当天，前来办理营业执照的种植、养殖大户们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认真填写相关资料，仅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户开业登
记申请和实名认证。当天，金白沙村有 15户村民享受到了这
项“上门服务”。董胜辉是山枣镇良坪村的种养大户，家里有
105亩田，养了13头猪。“我一直想办营业执照，扩大经营规模，
但农忙时节根本抽不开身。感谢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提供
上门服务，真是太方便了！”董胜辉激动地说。据悉，山枣镇辖
区内种养殖大户较多，办理营业执照意味着获得主体资格，可
以扩大农产品规模、改良品种、申请自建品牌，进入市场参与更
多竞争，从而获得更大收益。

湘乡市市场监管局山枣所负责人告诉我们，前一阵他们收
到城东新村群众反映的困难，萌发了上门服务的念头，以期为
群众打通办证的“最后一公里”。目前他们已走访6个村，共现
场受理 66户村民办理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的申请，后期还会将
打印好的营业执照送到每一位种植、养殖户手上。

湘乡市市场监管局将全面推广“山枣经验”，提供上门集中
办照服务，真正将便民服务送上门、送到家。

河口镇：

“我为非公企业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 通讯员 杨灿）“我们将全力配合，争

取早日落产达效。”近日，湘潭县河口镇邀请县自然资源局主要
负责人及相关股室一行，到该镇项目现场实地调研并召开现场
办公会，破解项目落地“瓶颈”。

河口镇在开展“四为一帮”活动中了解到，今年新引进的生
活垃圾应急中转站及飞灰处理项目、爱城环保科技项目、顺捷沥青
混凝土公司项目，均因选址、报批等手续问题延缓了落地进度。该
镇主要负责人随即组织经发、自然资源、规建等相关站所负责人
现场勘察，找准症结与主管部门协调沟通，拿出具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河口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为非公企业纾难
解困。该镇深入开展我为非公企业解难题“八个一”活动，即

“开展一次政策对接活动、举办一次银企对接会、开展一次政策
对接宣传、举办一次集中招工招聘会、开好一次集中协调会、办
好一次产品展销会、开好一次企业座谈会、开好一次维护营商
环境交流会”，围绕资金、土地、水电等重点要素破瓶颈、强保
障、优服务，持续为企业打通堵点、解决难点、消除痛点。目前
共发现问题6个，其中4个问题得到解决，其余问题正在协调解
决中。

昔日“闹心路”今成“幸福路”
本报讯（记者 钟佳燊）“每天晚上我都沿着这条路散步，感

觉安心又舒心。”5月 22日，看到曾经的“闹心路”变得宽敞平
坦，岳塘区下摄司街道下摄司村村民周月娥满脸喜悦。

事情还得从2021年说起。当时，下摄司村不少村民反映，
一连接安置区与上班地点的马路仅 1.7米宽，且年久失修导致
地面坑坑洼洼，道路沉降，给附近村民出行造成了诸多不便。

“这条路虽然只有150米，却和几千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下摄司村负责人介绍，道路一头连接着几千人的安置区，一头
是湘钢、金航港务、金顺物流等大型企业，每天上班的人流量十
分大，而道路狭窄，仅能通行一辆摩托车，一旦有行人和摩托车
迎面相遇，很容易发生剐蹭。“曾有人摔到了旁边的鱼塘里，因
存在安全隐患下雪天只能封路，为了居民安全，修路已刻不容
缓。”下摄司村负责人表示。

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下摄司村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多
次实地考察，征求村民意见。2021年底，在市信访局的协调以
及市城发集团、产业集团的支持下，村里筹集20多万元资金，于
今年3月中旬动工，对道路进行护砌、拓宽、硬化、亮化。如今，
平坦宽敞的道路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不仅解决了村民出行难
问题，还改善了村里的人居环境，“闹心路”摇身一变成了“幸福
路”。下摄司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对村内其他基础设
施进行提质改造，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关键。通过 5年多摸索、实
践，湘潭县谭家山镇香香家庭农场负责
人刘花香逐渐掌握了产自山东烟台的

“烟薯”种植技术，并打开了网上销售渠
道。今年，她带动谭家山、河口、射埠和
中路铺等周边乡镇农户种植烟薯600多
亩，预计可助农增收120万元。

5月 17日，天气放晴。在谭家山镇
石荷村，刘花香正带领农户在打好垄的

旱地移栽红薯苗。“今年，我们农场自己
培育了‘烟薯 25号’和‘西瓜红’优质甘
薯品种苗，目前农场已种植 120亩。”刘
花香介绍，2018年，她成立湘潭县旭成
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00多亩，开
启了红薯种植之路。

刘花香说，产自山东的“烟薯25号”
红薯含水量比普通薯类更多，甜度更高，
一烤就流油，色泽橘黄鲜艳，被称为“流
油蜜薯”，因其口感独特而备受追捧。

“我们农民不怕苦，也不怕累，唯一
担心的就是所劳作的成果不能及时销
售出去。”刘花香说，很感谢互联网销售
平台，让她的蜜薯在2021年打开了网上
销售渠道。今年，她还与山东一家公司
签订了订单销售合同，并建立了红薯储
藏基地。

“销售有了保障，我们扩大种植规
模就有了信心。”刘花香说，“烟薯25号”
红薯亩产能达到2000公斤以上，她与种

植户也签订了红薯回收合同，保底收购
价每公斤 2元，除去成本每亩纯收入在
2000元以上，种植 100亩红薯利润可达
20多万元。

谭家山镇乡村振兴办负责人胡光
玉介绍，目前香香家庭农场的红蜜薯种
植已经走上正轨，采用“订单+合作社+
农户”发展模式，开展规模化、精品化、
现代化种植，给周边乡镇农户带来了可
观的效益。

时隔两年，当我们再次来到湘
潭县石潭镇新合村，原本不能行车
的泥巴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该
村党总支书记上官海军告诉我们，
这两年全村在没有上级项目、资金
支持的情况下，通过社会捐资和村
民集资，筹资300万元修通了近5公
里水泥路，打通了村民出行“最后一
百米”。

新合村是石潭镇的镇区村，由
于历史原因该村基础设施比较落
后。很多村民家里买了车，可因为
离家“最后一百米”不通而只能将车
停在镇区马路边，村民对此意见很
大。

为从根本上改变新合村交通基
础设施落后的状况，打通村民出行
的“最后一百米”，新一届村“两委”
将修路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多方
筹措修路资金，村里专门成立了民
情理事会。

新合村民情理事会由村“两委”

牵头，广泛吸纳该村在外发展的成
功人士，从而形成了新的发展合
力。在民情理事会的带动和宣传发
动下，村民的思想很快统一起来。
2019年，民情理事会会员谷合平率
先捐资 10多万元用于路基修筑。
在他的带动下，理事会成员和广大
村民积极捐款筹资，短短几个月筹
资 90多万元，整修出了近 5公里高
标准路基。

今年春节过后，路面修筑正式
启动。为此，谷合平再次带头捐款
近20万元。此外，贺生文、陈国强、
陈中良、曾亚氢、陈长钟、杨敏等社
会知名人士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带
动下，道路沿线村民积极响应，户均
出资过万元，很快就筹集修路资金
150多万元。

有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如今
不仅 5公里水泥路面已浇筑完毕，
还用结余资金安装了 40多盏路灯，
群众出行“最后一百米”彻底打通。

近日，湘潭县射埠镇新烟塘村村民熊志平家正在收割油菜，今年他家种了48亩油
菜，预计有 2万余元收入。我们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共种植油菜面积 5
万多亩，油菜平均亩产115公斤左右，每亩纯利润450元以上。当前，各乡镇基本完成
了油菜机收、机烘。 （本报记者 谷桔 摄）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强制措
施期间工资待遇未按规定标准发
放、留党察看期满后未及时恢复党
员权利……近日，雨湖区纪委监委
开展处分执行专项检查，发现了不
少问题。

根据安排部署，近期雨湖区纪
委监委对全区党员、公职人员 2018

年至 2021年期间受党纪政务处分
后的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案
件审理室牵头，各乡镇街道（园
区）、各区直部门广泛参与，逐案逐
人开展“回头看”。对于摸排发现
的处分决定未按期宣布、违规多发
绩效奖金等问题，要求各责任单位
限期整改。

“只有处分执行到位，才能让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党纪国法心存
敬畏。”雨湖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按照市纪委监委“监督执纪
执法质量提升年”的相关要求及实
际，进一步推动处分决定执行工作
统一、规范、有序，坚决杜绝“打白
条”“打折扣”“搞变通”现象。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 通讯员
袁小岚）不久前，韶山市清溪镇永义
村村民黄某走进韶山市纪委监委接
访室，反映因村上维修水塘将排水
口抬高，导致其与水塘相邻的农田
无法正常排水。眼看就要种植中
稻，黄某很着急。

面对这起“业务范围外”的信
访举报，接访室工作人员没有置

之不理。了解详细情况后，韶山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亲赴现
场，召集乡镇分管农业副镇长和
村干部商议，明确由村委会负责
施工，扩大水塘出水口，将之前预
埋的管道打开形成明沟，解决了
排水问题。

为有效化解职责范围外信访
举报问题，韶山市纪委监委综合施

策，做到既不包揽代替，也不“不管
不问”。一方面做好政策解释，说
明受理范围，引导其向有权处理的
部门或单位进行反映。另一方面，
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重要事项督促
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处理，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今年以来，已接待业
务范围外来访 36人，推动解决问题
20件。

湘潭县一干部被“双开”
本报讯（记者 谢雨芬）日前，经湘潭县委批

准，湘潭县纪委监委对湘潭县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
心原主任、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朱
树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朱树湘在担任原天易示范区管委会投
融资部投融资科长和湘潭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投融资部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期间，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骗
取国有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贪污犯罪；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湘潭县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湘潭县委批准，决定给予朱树湘开除党
籍处分；由湘潭县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
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卡丁娜”来到了龙洞村
本报记者 陈静

湘潭县：“订单蜜薯”种出富民产业

5月 21日，市民政局举办 2022年全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考前培训，共有500多人报名参加培训。培训为期一个
月，市民政局将聘请省内培训经验丰富的社工专家为报名考试
人员举办免费的线上线下培训，以提高报考人员通过率，进一
步加强我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市民政局已初步建
立了社会工作职业资质培训、知识普及培训、继续教育培训、管
理骨干培训“四位一体”的培训机制。

（本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邓家练）

纪律处分不能打“白条”
雨湖区纪委监委开展处分执行专项检查

韶山市纪委监委

妥善处理职责外信访举报

自筹资金300万元

新合村打通出行“最后一百米”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