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3月9日 星期四
要闻 03

责任编辑：周通 刘超 美编：巫晓瑛

本报讯（记者 马贵）3月8日，岳塘经开区召开重点项目建
设、“五好”园区创建、产业强区“百十亿”工程推进大会，对全年
产业发展、企业培育、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进行铺
排，动员全区落实“四敢”要求，全力拼经济。

2022年，岳塘经开区全力以赴抓产业、促项目、兴园区，多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
与岳塘区一起申报获得2022年省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表彰；
全年引进日日顺（海尔）供应链湖南基地、顺丰速运公共仓配中
心等亿元以上项目15个，其中“三类500强”项目2个。

今年，岳塘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五好”园区创建、“百十
亿”工程的重点目标任务是：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
铺排重点项目 72个，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112亿元；聚焦“五好”
园区创建，争取亩均税收、亩均生产总值达到省平均水平，争取

“五好”园区考核实现“双进位”；重点培育 20亿级企业 1家，10
亿级企业2家，首次上亿元企业5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0家，
净增“四上”企业13家。

为此，岳塘经开区将抓好主特产业提质、重点项目建设、
“五好”园区创建、精准招大引强、市场主体培育、科技创新提
效、企业精准帮扶、重大风险防控等8个方面重点工作。在主特
产业提质方面，依托“湖南省健康产业园核心区”和“昭山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全年引进亿元以上健康产业项目5个，引
进文化企业50家，加快推进深国际、怡亚通、日日顺等商贸物流
项目建设；在精准招大引强方面，确保年度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15个以上；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重点支持卓越电力、潭州电
力、绿叶水果迈入20亿级企业大关，支持云通物流、伟鸿食品迈
入10亿级企业大关。

岳塘经开区：

“三会合一”全力拼经济

本报讯（记者 郑镱慧子）3月7日一大早，湘潭仁恒养老服
务公司助老员贺庆丰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雨湖区鹤岭镇红星
村罗菊华老人家中，除了为老人提供居家服务外，还带来了一
个好消息：今年老人可以到湘潭江麓医院免费进行一次健康体
检，身体不舒服时可以通过该医院“绿色通道”快速享受到高质
量医疗服务。罗菊华侧头认真听完后笑呵呵地说：“那真的太
好了！谢谢你们呀！”

罗菊华老人今年92岁，重度失能，是雨湖区政府居家养老
及特困供养服务对象。这些年，雨湖区民政局与仁恒公司签订
养老服务协议，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上门为像她这样的400余
名困难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
务，解决他们的居家养老问题。

这些困难老人大多身患各种疾病，而第三方服务企业医疗
资源有限，如何解决医疗难题？雨湖区通过促使居家、社区养老
项目与医院合作，共同推动医养结合服务进程，实现合作共赢。

日前，在雨湖区民政局指导下，仁恒公司与江麓医院签署
合作协议。今后，江麓医院将作为定点医疗服务机构，为仁恒
公司服务的400余名困难老人提供快速、便捷的“绿色通道”，确
保他们得到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对行动不便的居家老人，医
院还可提供医护上门服务；每季度至少提供一次公益性义诊活
动、健康教育和医疗常识培训，推广中医理疗、按摩等服务；并
为65岁以上服务对象每年免费提供一次健康体检。

雨湖区民政局相关人员表示，未来，雨湖区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将携手医院，将专业的医疗技术、先进的检查设备、周到的医护服
务与居家、社区养老相融合，为困难老人带来更全面的服务。

雨湖区打造幸福养老样板

困难老人养老试点“医养结合”

本报讯（记者 谷桔）“这些画笔真棒，谢谢老师！”近日，雨
湖区姜畲镇梅花学校热爱美术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那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绘画材料美术包。这是文艺志愿者
团队“莲城艺能量”的老师们和爱心企业送来的。

长期以来，“莲城艺能量”文艺志愿者团队十分关注边远农
村学校孩子的美术教育，经常将公益美术课送到孩子们身边。
前段时间，志愿者在梅花学校教孩子们画画时发现，孩子们使
用的绘画材料非常不专业，极大地影响了创作发挥。为给孩子
们提供更好的绘画条件，志愿者联系苏州、南京两家爱心企业，
为他们购置了专业的绘画材料美术包。

从 3月 6日开始，“莲城艺能量”文艺志愿者团队长期关注
的姜畲镇梅花学校、湘潭县齐白石中学、湘潭市特殊教育学校、
韶山市城前学校等4所学校的孩子们陆续收到了绘画材料美术
包，每个学校50份，总价值近2万元。这个美术包里有油画棒、
纳米水粉、中国画颜料、彩墨、丙烯涂料、素描纸等专业材料。

200套绘画材料美术包
送到边远学校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肖为）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湘乡市一对邻居却因一件生活小事产生纠纷，继而对簿公堂。
3月 8日，记者从湘乡市法院获悉，经承办法官耐心调解，双方
当事人最终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胡某与成某是邻居，2022年 1月，双方因地界不清发生争
执和肢体冲突，经当地派出所民警做工作，双方同意协商解
决。同年2月，双方在村部调解过程中再次发生冲突，造成胡某
受伤，经法医鉴定属轻伤二级。此后，村委会、司法所、派出所
等多次调解未果，胡某诉至法院。

考虑到原、被告两家相邻不到20米，抬头不见低头见，案件
关乎的不仅是公平正义，更关乎邻里生活，直接判决恐不能化
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引发子孙积怨，难以达到息诉
息访效果。于是，承办法官在开庭后立即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

“面对面”调解。
起初，双方当事人态度强硬，成某认为胡某受伤是自行原

因导致，不同意赔偿，胡某则坚持其受伤是与成某产生纠纷所
致，必须赔偿。承办法官一边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宣泄心中的
不满，一边循序渐进引导双方冷静下来，并结合具体案情，向当
事人阐述了双方发生纠纷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法官3个多小时的耐心释法，双方当
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成某当庭向胡某赔偿2000元，双方握
手言和。

邻里纠纷因“地”起
法院调解解“心”结

天气晴好，樱花绚烂。上周末，岳塘
区昭山镇七星村再次被纷至沓来的游客

“挤爆”。自 2月 18日“花样湘潭，醉美七
星”2023湘潭第二届樱花旅游文化节在
这里拉开帷幕后，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和网
红前来休闲“打卡”。岳塘区因地制宜创
新打造生态休闲农业，使得“绿心”更加生
机盎然。

位于长株潭城市群绿心中央公园核
心区范围，地处长株潭都市圈“金三角”地
带，岳塘区现有生态“绿心”面积共有
98.73平方公里。立足区域特色，发挥独
特优势，近年来，岳塘区坚持山水林田湖
保护与治理，以国家 4A级景区盘龙大观
园为依托，不仅建成了中南地区规模最
大、花卉苗木种类最多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而且采取“国企＋村集体＋农户”“订
单农业”模式精准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山”“水”“花”“菜”“景”等特色产业如
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持续充实着“绿心”，推
动“绿心”逐步实现生态效益“价值莲城”。

科技助力，发展智慧农业。这些天，
位于岳塘区荷塘街道正江村的全市首家

“智慧大棚”中的辣椒苗长势喜人。该村
通过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村上 8个村民小
组流转约500亩农用土地出租，用于发展
智慧大棚农业产业项目，积极探索实施

“党组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党建
助推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既立足乡村特
色，又充分发挥好企业市场、资金和技术
优势，正江村引导集中连片种植作物，“小
田”变成“大田”，“碎田”变成“整田”，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盘活闲置资源，助推村集体经济发
展。为打好“文化牌”和“绿色牌”，荷塘街
道荷塘村将已有资源、闲置资源、待开发

资源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以基础设施建
设、房屋、土地资源投资入股的方式，与开
发商合作打造25个乡村庭院。项目建成
后，村级集体经济每年可增加 50万元收
入。同样位于荷塘街道的五爱村，则利用
村集体闲置土地，发展租赁经济，引进“湘
潭市岳塘花卉市场项目”，搭建起花卉苗
木线上线下交易平台，通过导入全国花卉
交易大数据，力促市场与花农、花企合
作。目前，花卉市场吸引 50多家商户入
驻，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

聚焦“小精特”，打造特色水产业。岳
塘区以丘陵地貌为主，河流、堰塘资源丰
富。利用好“水塘子”，成为该区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的创新之举。昭山镇红旗村池
塘多、溪渠密，但土地被穿村而过的铁路、
高速公路、输油输气管道切割成块。该村
充分利用每一处土地，发展小而精的特色

种养业，共养殖 45亩黑斑蛙、22亩甲鱼，
种植150亩湘莲。去年，红旗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约140万元。

因地制宜，创新生态休闲农业。位于
七星村的湘潭樱花园现已成为远近游客春
天休闲的理想去处。而每年9月，红旗村、
七星村交界处的386亩向日葵也竞相绽放，
同样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赏。向日葵基
地是对红旗、七星两村荒地的有效整治和
再利用，不仅为当地增添了新景观，而且拓
展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的品牌影响力，既
具有观赏价值，又创造了经济效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岳塘区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动生态绿心产业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擦
亮绿心“品牌”，不断提升岳塘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岳塘区：

绿色产业充实“绿心”生态效益“价值莲城”
本报记者 丁白玉 通讯员 王杏元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实习生 赵琪琳
通讯员 王禧）3月 7日，位于雨湖区鹤岭
镇龙头岭村的靳江河治理工程项目工地
上，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铺贴护坡
生态砖，挖掘机则加速回填土方。据介
绍，靳江河雨湖区治理工程目前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85%，预计3月底可完成水下
项目施工，确保度汛安全。

靳江河雨湖区治理工程位于雨湖区
鹤岭镇，湘潭境内施工范围有 8.6公里
长。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治理
河段防洪标准未达到 10年一遇标准，部
分河段甚至无堤防，且沿线岸坡基本为
土质岸坡，无护砌，少数河段虽已护砌但
损坏严重，局部岸坡崩塌。为提高河流
防洪标准，增强河道堤岸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对靳江河鹤岭段进行治理十分
必要。

“靳江河雨湖区治理工程设计防洪
标准为 10年一遇，堤防等级为 5级，工
程共包含 7个施工段，主要建设内容为
无堤防河段开展堤防新建、老堤加高培

厚、护岸护坡、机埠重建、穿堤涵闸改
造、新增自排涵、河道清障等。”项目管
理方负责人陈雨哲介绍，自去年 11月项
目开工以来，雨湖区水利部门及鹤岭镇

政府及时协调当地村民与施工单位之
间的关系，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为
工程提供了良好的施工环境，确保了工
程顺利进行。

靳江河雨湖区治理工程加速推进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85%

随着湘潭县花石镇新政务服务中心
投入使用和一站式服务机制的完善，极
简、极优、极细、极速、极致已成为该镇政
务服务的标志。

提高行政服务效率，硬件设施改善
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服务机制的完善
和效率提升。为进一步提升综合窗口受
理和办理能力，花石镇根据“一件事一次
办”政务服务要求，摸索出了一套高效实
用的工作方法——“一二三”工作法。

“一”即一站式服务，全程代办为企
业发展助力。作为全国最大的湘莲集散
地，花石镇集中了很多湘莲加工、贸易企
业。为给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营商环

境，花石镇根据“全程代办、协调督促、高
效运行、精准服务”工作机制的要求，坚
决当好“企业动嘴、政府跑腿”“既无事不
扰、又无处不在”的“服务员”。从土地招
拍挂到设计、环保等方面的评审，从证照
办理到关系协调，过去这些让企业费力
又费心的事如今都由政府全程服务帮
忙，为企业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二”是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花
石镇坚持“指尖”服务与“趾间”走访的双
服务模式，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口”，以网格员“小切口”推动基层政务服
务“大提升”。该镇通过“线下”走访听取
民声、“线上”收集诉求意见的方式了解

群众的急难愁盼，为特殊群众提供“上门
办”的“保姆式”服务，让出行不便特殊群
体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事。

“三”是部门联动串联办。该镇盐埠
村一户八口之家的户主患有高血压、高
血糖、心脏病等疾病，家庭主要劳动力也
没有正式工作，医保工作人员在上门走
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其申请办理了
门诊特殊慢性病证，并联系劳保站工作
人员上门为其验证，帮助缴纳社会保险，
并推荐了合适的工作岗位；民政所工作
人员为该户村民申请临时救助认定……
如今，这种部门联动为民解忧模式在花
石镇已成为常态。

一二三 快快快

花石镇便民服务跑出“加速度”
本报驻湘潭县记者 张振宇 通讯员 刘华艺 赵阳文

本报讯（记者 吴珊 见习记者
鲁婷）“精心施工为百姓 改善民生造
福祉。”3月 2日上午，湘潭市社会福利
院和附近慈爱公寓的代表来到市城管
执法局，送上锦旗感谢该局为民办实
事解难题。原来，去年 4月底以来，一
条通往市社会福利院的爱心燃气管道
铺设完工，不仅让福利院的老人、儿童
受益，更解决了沿线 57户居民用气难
的问题。

去年 4月 16日，市委书记刘志仁
来到市社会福利院开展“心连心走基
层、面对面解难题”活动并现场办公，
得知福利院地处城乡接合部，院内食
堂一直未通管道天然气，而是使用液
化气瓶供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刘
志仁当即要求各有关部门压实责任，
通力协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切实解决百姓燃气使
用难题。

当天的现场办公会明确，由市城
管执法局牵头，市民政局、湘潭高新
区、新奥燃气公司等单位共同为社会
福利院安装管道天然气，管道北起和
谐小区，南至福利院，确保让市社会福
利院用上天然气。开工以后，市城管
执法局科学调度、协调各方，10天时间
实现了全线贯通，12天就实现通气点
火。

燃气管道通至福利院，附近居民
也受益。慈爱公寓是我市的经济适用
房小区，邻近市社会福利院，也一直未
通天然气，小区居民使用天然气意愿
强烈。在整体施工期间，湘潭新奥抽
调3支施工队伍，采用顶管敷设和双向
推进方式，降低路面开挖对周边居民
住户和商铺的影响，24小时不间断施
工以加快工程进度。目前，慈爱公寓
居民已用上天然气近4个月，对市城管
执法局、市燃气服务中心和新奥燃气
公司至今心存感恩。

市社会福利院负责人说，管道天
然气安全、便利、经济，相比之前使用
瓶装液化气，每个月可节省 2000元左
右，省下的这笔钱可以更好地服务院
内的“一老一小”。

爱心燃气管道贯通
惠及多方

本报讯（记者 陈颖）“换了新楼梯
后，再也不用为买菜、拎东西发愁了。”
3月 6日，家住岳塘区岳塘街道园南村
小区的石正煌为大板房社区送上一面
锦旗表示感谢。

原来，在园南村小区 16栋西头有
一处楼梯，因年久失修，台阶损坏，缺
少无障碍设施，居民出行十分不便。

“每个台阶都坑坑洼洼，没有扶手，下
雨下雪天气特别湿滑，不少老人因此
摔跤。”说起这段“老楼梯”，80岁的石
正煌闹心不已。园南村小区建于20世
纪90年代，属于老旧小区，共有240余
户居民，以老年人居多。

大板房社区了解情况后，立即联
系施工单位对楼梯隐患部位进行勘
测，重新加固，并充分考虑老年人出行
需求，加装了扶手，增设了温馨提示
牌。3天时间，居民心中的“闹心事”得
到了彻底解决。

“老楼梯”换新颜
居民点赞送锦旗

写字、作画、创作诗词楹联，这是湘
乡市退休老教师王常武每天的必修
课。老有所乐，今年 75岁的他，每天笔
耕不辍，用笔墨赞美壮丽河山、歌颂伟
大时代。

“让枣家声久，栽槐世泽长。”王常武
撰写的这副门联，融入了南朝王泰“让
枣”和北宋王祜“栽槐”的典故。见联如
见家，一看这对联便知是书香门第。王
常武说，祖上几代都以教书为生，他从小
习字作画对对子。高中毕业后，他在湘
乡市山枣镇当民办教师，后通过考试“民
转公”，在莲花中学教书至退休。

前几天，我们慕名去拜访，他家一
楼的 7间屋子里，挂满了书画作品。然
而，在书法、绘画、诗词楹联中，王常武
最拿手的是楹联创作。他是中国楹联
学会、省市楹联协会会员，先后多次获
得湘潭市楹联文化工作先进个人、“联
墨双馨”等荣誉称号。“每天都在写，看
到什么写什么，有时半夜想起好句子，

就写在手心上。”他说。
远到长江黄河，近到湘潭的一座

山、一处风景，只要他去过的地方，他都
会撰写楹联赞美；看《新闻联播》得知国
内外大事，他都会撰写楹联歌颂。比
如，赞美湘潭的人文胜景，他写道：“郭
门女、黎氏男，王子高徒，拔萃奇才斯第
一；领袖居、元帅宅，齐磺故里，超常胜
地别无双。”他还自费出版了《绿叶集》
《黄花集》，收录了他创作的优秀诗词楹
联作品。

王常武给自家住宅起了一个名字：
仰山堂。一是门前远处有座望月峰，开
门就仰望此峰，二是文学书画创作一山
更比一山高，有很多前辈值得他仰望、
学习。除了翰墨书香传递正能量外，王
常武还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好榜样。他
说，退休金除了他和老伴日常开销外，
大多用于购买笔墨纸砚和书籍，剩余的
部分捐给村里建设基础设施、资助困难
亲戚邻里。

书香门第“仰山堂”
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

3月7日，雨湖区鹤岭镇龙头岭村靳江河治理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铺贴护坡
生态砖。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

退休教师王常武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本报驻湘乡记者 何兴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