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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邬雅琳）4月 23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胡忠威，副市长伍浩前往韶山督导防汛工作。

胡忠威、伍浩首先来到杨林乡团田村刘家湾风险区，督查地质
灾害隐患点“微治理”。韶山市对辖区进行了认真摸排，在地质灾
害隐患点张贴了警示牌、转移避险明白卡，逐步开展“微治理”，部
分隐患点已修好挡土墙、排水沟。胡忠威、伍浩仔细检查了工程质
量，询问了整体工程进展和村民对应急避险知识的掌握情况，相关
部门进行了现场指导。胡忠威指出，应对地质灾害关键在防灾避
险，要强化安全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

随后，他们来到韶山市应急仓库、青年水库督查。胡忠威指
出，应急仓库要健全采购、储备、更新机制，实施精细化管理，为高
效防汛救灾提供充足高质的物资保障。水库要处理好治水和治污
的关系、防汛和抗旱的关系，当前进入汛期，要更深入排险、更细致
演练、更科学调度，确保平安度汛。

胡忠威强调，防汛救灾工作“防”大于“救”，地方政府和行业
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落实好巡查排查、监测预
警、预案编制、避险转移、宣传培训等各项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市领导到韶山督导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锦 通讯员 许京穗）4月 24日，由市人社局、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莲城百企金牌调解组织和
谐行”活动启动。

当天，来自全市的近百家企业代表走进湖南华顺人力资源服
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和湖南湘楚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了解调解工作机制体制的创新实践
成果。作为我市两家全国首批百家金牌调解组织，华顺人力创新
运用“三级预警机制”提前介入用工矛盾，2024年调解成功率高达
92%，近3年累计化解争议287件。而湘楚人力公司的数字化调解
平台也是亮点十足，依托自研的“云端调解室”，可以支持远程视频
调解、电子签名确认等功能，2024年通过该平台处理调处的异地劳
动争议占比达35%，平均调解周期缩短至3.8天。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两家企业介绍了金牌调解组织的建设情
况，与参会企业交流劳动争议预防化解经验，就用工纠纷预防、员
工情绪疏导等用工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和交
流。市仲裁院专家团队现场“把脉开方”，针对企业提出的工伤案
件处理、12类高频问题逐一解答。

作为全省首个以“劳动维权+就业帮扶”为核心理念的创新实
践活动，“莲城百企金牌调解组织和谐行”活动通过“实地观摩+深
度座谈”的方式，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优化就业服务生态提供了
全新思路与样板，彰显了湘潭以和谐劳动关系助推高质量发展的
决心。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莲城样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就
业发展。

我市开启“劳动维权+就业帮扶”新模式

全省首创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见习记者 李泽兰 通讯员 陈炜）4月24
日，2025年湖南省纺织服装品牌培育专题培训班在湖南工程学院
开班。来自全省14个市州工信部门、高校、专业服务机构和企业代
表参加了培训。

这次培训邀请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省工信厅和湖南工
程学院等有关领导、专家授课，并开展中国消费名品、湖南省纺织
服装重点培育品牌有关政策解读。随后，围绕品牌战略规划、创意
设计、文化塑造、营销策划、质量管理等进行业务培训，标杆企业分
享了相关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湖南省唯一培养纺织服装全
产业链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高校，湖南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学院两名
资深专家为与会代表专题授课。该学院目前已与全省28家规模以
上纺织服装企业、园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企业共建有5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全省纺织服装行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专
业技术人才。

纺织服装产业是湖南传统优势产业，是全省千亿产业之一。
近年来，省工信部门连续出台政策文件，提出“加大自主品牌建设，
推动产业品牌化”政策思路，将纺织服装行业重点品牌培育工作进
行规范化操作。2024年度，已发布梦洁、圣得西、忘不了等10家纺
织服装重点品牌名单。

湘潭的纺织工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近年来，湘潭有效实施
“三改一扩”和“智赋千企”行动，目前已有东信棉业和湖南永霏两
家纺织服装企业获评湖南省消费品工业“三品”标杆企业。

这次培训班由省工信厅主办，市工信局协办，湖南工程学院承
办，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实务指导，发挥学校、专
业服务机构等专业力量作用，助力纺织服装企业提升品牌核心竞
争力，共同构建全省纺织服装品牌培育新生态。

省纺织服装品牌培育专题培训班在潭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杨阳）4月23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
全市2025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业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相关工
作人员的防灾意识和能力，提高全市地灾防治的整体水平。

这次培训邀请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省国土空间调查监测所
专家进行专题授课，重点对地灾管理法律法规、地质灾害防治知
识、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临灾避险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培训学
习，工作人员加深了对地质灾害基础知识和防灾减灾知识的了解，
更加熟练使用现代监测手段开展监测工作，为科学防治地灾、减轻
灾害影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培训强调，地灾防治是“国之大者”，地灾防治工作是守护生命
线的“持久战”，也是检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必须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坚决守住“零伤亡”底
线。要明确工作责任，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措施保障、制度保障，
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风险隐患管控，开展拉网式排查，推行“隐
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全力推进地灾隐患“微治理”项目，严控切
坡建房新增隐患。要升级预警机制，多形式开展隐患点应急演
练，提升群众临灾处险经验和自防互救意识。要果断转移避险，
落实“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631短临预警机制”，抓好“挪床
行动”“敲门行动”，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人员集中“充电”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陈旸）
为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以
制度变革引领模式创新，以模式创新
引领基层供销组织经营服务体系高质
量发展，经深入调查研究，日前，市供
销合作总社、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出台
了《关于拓展“镇村一体、十代十好”模
式促进基层供销合作社建设和优化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实施意见》（下称《实
施意见》），助力全市粮食生产和乡村
特色产业培育。

“镇村一体”是指党委政府领导、
乡镇供销合作社主导、村级供销合作
社协同、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着
力构建组织体系健全、资源配置高效、
供需对接顺畅、经营服务能力提升的
生态圈。

“十代十好”是指“代育、代耕、代

插、代防、代管、代收、代烘、代储、代加、
代销；选好品、育好秧、耕好田、管好水、
施好肥、用好药、服好务、收好粮、卖好
价、分好利”的全流程农业社会化服务。

《实施意见》明确了基本目标，要着
力培育一批典型基层社，实现镇域供销
体系全覆盖。到2025年底，在全市范围
内选择5个以上乡镇拓展“镇村一体、十
代十好”模式，同时消除基层社空白乡
镇，实现基层组织“乡覆盖”。到2026年
底，每个县至少建成1个服务功能强、社
会形象好、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千
县千社”基层社和 2个“五有三好五统
一”基层社。

同时，要着力建设一个综合服务
平台，实现镇域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
盟。探索以“乡镇供销合作社+土地托
管中心+村级供销合作社+服务主体”

的模式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
台，探索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村产权
交易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逐步实现
两个平台互联互通。整合域内各农业
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粮大户的各类农业服务资源，形成以
乡镇供销合作社为龙头、土地托管中
心为枢纽、村级供销合作社为联系节
点、种田大户和小农户为服务终端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

要着力健全一套工作机制，实现
镇内外资源要素大循环。把基层社作
为承接供销、农业农村、商务、发改等
部门政策、项目、资金的平台，鼓励有
条件的基层社积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基层社要向政府提供农村市场
动态、农产品供需等信息，搭建“农产
品上行+工业品下行”双向通道，要打

破地域限制，促进各类要素在镇内外
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与周边地区
开展合作与交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发展，真正把基层社打造成联系镇
内外的桥梁纽带，实现镇内外资源要
素大循环。

也就是说，“镇村一体、十代十好”
模式是指镇村供销合作社一体建设，坚
持以镇带村、以企带社、以社带农，聚焦
服务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增强经
营实效，不断织密、做优、拉长服务链，
通过整合各类资源构建覆盖全域的粮
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

市供销合作总社负责人指出，《实
施意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鼓励基层
大胆探索、试点先行，坚持从实际出发，
突出重点、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确
保工作有序推进。

拓展“镇村一体”组织模式 深化“十代十好”服务模式

我市出台文件助力粮食生产和乡村特色产业培育

湘江畔的金霞山脚下，桑叶葳蕤，紫
果垂枝。暮春季，蔡花与邓斌夫妇穿梭于
6亩桑园，将一筐筐熟透的桑葚摆上采摘
台。这对“80后”夫妻以“桑葚+林下养殖”
的生态模式，让荒地变“黑金田”，土鸡蛋
裹上“桑葚色”，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写下
甜蜜注脚。

因蔡花从小钟爱桑葚，2020年，夫妻
俩赴株洲古桑洲“拜师”姨妈，带回三样

“法宝”——奶油型、纯甜型、普通型桑树
苗。去年 7月，一场洪水淹死了 70余棵桑
树，残枝浸泡泥浆中。夫妻俩清淤、补苗，
深埋有机肥于树根，将幸存桑树救活。如
今，园内桑树行距整齐，枝头紫果已缀满
糖霜。

“挂果最多 20天，保鲜 48小时”，桑葚

的“娇气”逼出巧思。蔡花夫妇主打“鲜摘
经济”，往年“五一”假期日均接待近百名
游客，枝头现摘的果子直入竹篮。滞销果
则化身桑葚酒，酒色绛红如琥珀。更妙的
是林下“生态经”——近200只土鸡鸭鹅啄
食落果杂草，产出的蛋黄泛着淡淡紫晕。

“城里人抢着订‘桑葚蛋’，一枚可卖到两
块钱！”蔡花笑道。桑树的嫩叶可煎蛋、制
粑，炒桑叶团成“绿翡翠”，不少采摘客都
喜欢尝尝这道田园风味菜。

“桑树3年成林，我们的梦才刚发芽。”
从洪水劫波到满眼紫玉，从“吃货”执念到
生态“金钥匙”，蔡花夫妇的桑园不只是一
片果林，更是一部写给土地的“奋斗日
记”。桑葚红了，日子甜了，乡村振兴的诗
行里，又添一串动人的韵脚。

“纸短情长，唯用感恩之心铭记这份
情谊。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努力成长
为有技术、有情怀的殡葬工作者。”4月
15日，市殡仪馆办公室的桌子上，一封
手写信让工作人员争相传阅。读信过程
中，很多人热泪盈眶。这是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殡仪系学生亲手写下的文
字。“这群可爱的孩子，用青春温暖了我
们的心。”市殡仪馆负责人动情地说。

今年清明前夕，市殡仪馆迎来一批
来自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的实
习生。带着对行业的敬畏与憧憬，他们
踏入这片承载生命终章的庄严之地。从
初到时的紧张彷徨，到离别时的坚定从
容，这群新生代殡葬人在老一辈从业者
的言传身教中，触摸了“以人为本、尊重
生命”的职业内核，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
使命与骄傲。

礼厅里的第一课

3月 18日，实习生李瑞雪与同伴们
第一次走进湘潭市殡仪馆。办公室彭主
任带他们参观了天慈厅——这座全市最
大的礼厅，可能一年仅启用一次的场
所。未曾想，实习首日便遇上天慈厅的
开启。面对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李瑞
雪手足无措。这时，礼仪服务组的海霞
姐轻轻拍了拍她的肩：“没事的，跟着我
们慢慢来。”

海霞的眼睛明亮而坚定，她手把手

教实习生如何引导来宾、奉上热茶，一字
一句叮嘱行业规范。礼厅内，前辈们将

“为民服务”的初心化作每一个细节：抚
平挽联褶皱的指尖、调整座椅间距的脚
步、递茶时微微躬身的角度……当大家
称赞“长沙民政的礼仪真不错”时，李瑞
雪忽然想起课堂上“慎终追远”的教诲、
仪仗队训练时脊背滑落的汗珠，还有师
傅们平和的目光。那一刻，她真切感受
到，“殡葬礼仪师”不仅是职业名称，更是
对生命的郑重托付。

粗粝指尖下的温情

遗体服务组的实习生徐宇峰对“温
度”有着独特的理解。装整间内常年低
温，但他却在这里体会了最暖心的关
怀。那天，师傅刘全韬发现他的工作服
少了一颗纽扣，这位被称作“韬哥”的汉
子，竟从工具柜里翻出针线，粗粝的指
节勾着丝线上下翻飞，转眼间便将衣服
缝补妥帖。“穿上吧，别着凉了。”韬哥的
举动让徐宇峰想起初到时的场景——
正是这爽朗的笑容，打破了班组里冰冷
的沉默。

师傅们教会他的不仅是遗体处理技
术，更是对逝者尊严的守护。韬哥常念
叨：“咱们的手要稳，心要细，这是对生命
的最后一程负责。”那些关于缝合技巧、
防腐剂配比的讲解，与一颗纽扣的关怀
一样，都成为徐宇峰心中“殡葬人”的注
脚：刚毅与细腻并存，技术与人情共生。

业务台的笔记

业务服务组的实习生陈嘉忆总带着
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同是民政学院的
娄利锋学姐教她整理寄存档案、审核惠
民政策资料时，总不忘提醒：“每个名字
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咱们多核对一遍，
就能少一份遗憾。”带她了解殡葬惠民
政策时，总会补上一句：“要让家属感受
到，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仍有人为他
们托底。”

而司仪岗位的实习生李瑞雪和李
芮，则在“王牌司仪”刘思源身上学到了
何为“专业与温度并存”。刘思源示范主
持手势时强调：“动作要缓，声音要稳，让
每一句话都能抚慰生者的心。”

4月初的清明公祭活动中，实习生

们终于从“跟随者”变成了“参与者”。
张思颖和徐宇峰在灵堂铺花时，严格
遵循师傅传授的“对角线对称法”；王
文杰在公墓管理部主持封穴仪式，脑
海中回响着“三轻原则”（脚步轻、动作
轻、话语轻）；李瑞雪挺直脊背立于礼
厅门口，将热茶递给一位老者时，对方
泛红的眼眶让她瞬间懂得了海霞姐所
说的“点滴关怀”。

这场公祭，如同一场庄严的成人
礼。当实习生们与师傅并肩完成所有流
程后，感谢信中的一句话浮现在众人心
头：“殡葬工作的使命，是用严谨守护逝
者尊严，用温情抚慰生者心灵。”湘潭市
殡仪馆的文化内核，此刻已深深烙印在
这群年轻人的心中。

实习生们在感谢信中写道：“师傅们
像太阳一样，照亮了我们职业道路的起
点。”从礼厅到装整间，从服务中心到公
墓区，师傅们用行动诠释了何为“生命摆
渡人”——技术易学，匠心难求；仪式易
工，真情难赋。

如今，这群年轻人即将踏上新的
征程。他们带着师傅们传授的技艺与
温度，更带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正如李瑞雪所言：“成为一名殡葬师的
路很长，但当我们捧起那杯热茶、缝好
那颗纽扣、写下一笔挽联时，便已走在
这条路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以心
为灯，照亮归途。这，便是新生代殡葬
人的答案。

本报讯（记者 武慧 通讯
员 谢远大）4月 23日是第 30个
世界读书日。24日，市贸促会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以“书润贸
促 阅见成长”为主题的读书分
享活动，用实际行动融入到“我
爱湘潭我的家”群众性精神文明
建设主题活动中，推广全民阅读
理念，传递读书力量。

让书香萦绕贸促氛围，让书
魂凝聚贸促力量。当天，全体干
部职工先后观看了“读书，我的
终身爱好”“最是书香能致远”微
视频；学习了习近平致首届全民
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深入领会

“将阅读作为提升自我、服务人
民的重要途径”的深刻内涵。全

体党员还分段合诵《求知善读，
贵耳重目》选段，通过真情朗读
与心灵对话，体悟读书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法论。

活动中，市贸促会机关党
员干部分享了自己推荐的书籍
以及读书心得，既分享了具有
伟人革命情怀的《毛泽东诗词
鉴赏》和蕴含处世哲学的《曾国
藩传》，又分享了叙述个人成长
进步经历的《经营未来》和揭示
思维模式对个人成长重要性的
《终身成长》，还有运用重组理
念化解危机困难的《重组与突
破》等，并各抒己见交流心得，
碰撞思维，达到知识交融、思想
升华的目的。

本报讯（记者 钟佳燊 通讯
员 谢琪 朱玲玉）4月23日是第
30个世界读书日，国家税务总
局韶山市税务局以“纸墨年轮·
见字如面”为主题，组织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读书分享活动。韶
山市团委、税务青年干部及企业
代表齐聚一堂，以书为媒、以文
会友，在交流中汲取智慧,在思
辨中凝聚共识。

活动中，青年干部代表携手
企业嘉宾，围绕《平凡的世界》
《活着》等经典著作展开深度分
享，随后“emoji表情解码名著”
互动环节掀起高潮。大家将书

中哲理与基层实践、行业发展相
结合，在古今交融的文字中感悟
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涵养
精神品格。

“青年干部要在书香中筑
牢信仰之基，把阅读转化为服
务大局的实干能力。”韶山市税
务局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搭建
好读书交流平台，让青年干部
在交流学习中做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在矢志奋斗中
走好成长之路，锤炼过硬本领，
以“开卷有益”的自觉与“强国
有我”的担当，为税收事业贡献
青春力量。

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吴珊

政企共赴书香之约

韶山市税务局举办
读书分享会活动

市贸促会开展书香派对活动林下鸡鸣桑葚红
——“80后”夫妻巧织生态致富网

本报记者 尹义龙

蔡花正在采摘成熟的桑葚。（本报记者 尹义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