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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巍伟 吴建军）人勤春来
早，春耕生产忙。3 月 24 日，走进华容县
禹山镇南竹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
的育秧拱棚，村民忙着整理秧田、摆放抛
秧盘、撒播芽谷、搭盖育秧棚，到处都是忙
碌的春耕生产景象。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2020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粮食生产要稳
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开春以
来，华容县先后组织14个乡镇负责人和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召开了早稻生产督战
会、现场会，来自省、市早稻集中育秧督查
组、专家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对全县早稻
生产出谋划策、现场指导。

华容县根据今年疫情和当地实际情
况，在做好防疫的同时，因地制宜，制定集
中育秧策略。按照“稳面积、稳产量、调结
构、提品质、增效益”的指导思想，以春季早
稻集中育秧为抓手，制订实施《2020 年华
容县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实施方案》。全
县今年实施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面积7万
亩，推广机抛秧面积3万亩以上，稳定早稻
播种面积45.7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达127.5万亩，双季稻面积85万亩以上。
华容县有 30 亩以上种粮大户及新型

经营主体近 2000 户，流转种植水稻面积
约 80 万亩，可以说，新型经营主体扶持
好，服务好，粮食生产工作就会出成效。
今年春耕生产，该县以万庾、鲇鱼须、三封
寺、章华、治河渡、东山、禹山等 7 个粮食
主产乡镇为核心，落实集中育秧面积，开
展专业化服务，重点扶持育秧主体；以工
厂化育秧、村场育秧、种田大户育秧、技术
能手帮扶育秧等多种育秧方式相结合，扶
持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合作
社、育插秧大户等生产主体，县农业农村
局和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成15 支
专家团队，对育秧主体进行一对一技术指
导，全县共培育新型育秧主体 215 个，带
动大户2000多户。

目前，全县早稻集中育秧面积已达 5
万多亩，预计本月底将会迎来早稻育秧高
峰。预计今年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大田面
积将会超过7万亩，辐射带动全县早稻集
中育秧20多万亩，新增早稻9.5万亩，将会
进一步巩固全县双季稻面积，确保该县粮
食生产面积、产量双稳定。

本报讯（吴巍伟）日前，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通报
表扬 2019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深入开展 2020 年村庄清洁行动的通知》
正 式 印 发 ，湖 南 省 共 有 4 个 县 市 荣 获

“2019 年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称
号，华容县名列第一，也是我市唯一获此
殊荣县级单位。

近年来，华容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以“一拆
二改三清四化”为抓手，坚持县乡村“三级
书记一起抓”，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坚决打赢乡村振兴第一仗，农村环境
面貌明显改观，累计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
35个。

突出“一拆”，着力规范乡村建设。坚
持“以拆促建”和不搞大拆大建，扎实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坚持以保留山水原貌、突
出文化特色为设计理念，以专业性和群众
性相结合为工作思路，推进乡村规范编制
工作。全县累计拆除“四房”43403栋、315
万平米，腾退土地1.9万亩，共规划大小集
中建房点79个，其中30户以上集中建房点
42个，已建成35个1650户。

聚焦“二改”，着力推进粪污治理。
以改厕、改圈为重点，从源头上解决粪污
问题。深入实施“厕所革命”，去年共新
建三格式化粪池 17033 口，累计建成农村
户用卫生厕所 10 万余口，普及率达 92%；
加快推进“改圈”工作，共退养 273 户、拆
除栏舍 17.65 万平米；适养区所保留的
319 户，正在抓紧实施“一场一策”生态治
理，已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计
划新建消纳基地 50 个、有机肥厂 4 家、大
型沼气池 2 个，确保今年年底以前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已建成乡
镇污水处理厂 15 个、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 29 处，实现了乡镇集镇污水处理全覆
盖，探索实行了集中居民点雨水、污水、
油水、粪污“四水分治”。

抓好“三清”，着力整治脏乱问题。
2019年，全县共派出187支工作队、配备农
村保洁员1662名“蹲村带乡”，以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为抓手，全面治理农村“乱脏差”
现象，营造干净整洁的乡村环境。共清理
积存垃圾 6.2 万吨，建设乡镇垃圾压缩站
24个、改造县无害化垃圾处理场2个；县、
乡、村三级主干道、主干渠两侧，全部做到
了“路亮肩、坡见绿、水现岸”，整治总长度

达4000多公里；完成长江、华容河和东湖
等河湖排渍口整治45个，并全面规范河长
制、湖长制管理，坚决杜绝偷排乱排，全县
主要河湖水质稳定好转，国考省控断面水
质优良率达94.4%。

做实“四化”，着力构建秀美常态。推
进黑化、绿化、亮化、美化“四化”提质。共
新建和改造乡村道路891公里，其中黑化
53公里；疏浚沟渠3510公里、清理塘坝500
多口、完成黑臭水体治理619处；绿化主干
道1028公里，新增植树51万株、种植花草
12 万多平米；建设小游园、小广场 200 多
个；安装路灯 17228 盏。县财政在每年预
算安排农村卫生保洁费 1500 万元的基础
上，农户按每人每年约12元的标准缴纳卫
生费，确保了卫生保洁“有制度、有人员、
有设施、有经费”。

与此同时，华容整县推进“治陋习、树
新风”，全面推行殡葬改革、禁用一次性碗
筷和禁鞭工作。由“五老一新贤”牵头，组
织成立环境保护协会、规范建房理事会、
红白喜事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构建“民事
民定、民办、民管、民评”自治机制，形成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动群众管群众”的
良好工作格局。

图为华容县三封寺镇墨山铺村一角

一拆二改三清四化 华容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35个

全域全面发力 打造秀美家园

金融金融““及时雨及时雨””为为
复工复产企业复工复产企业““贷贷””来希望来希望

本报讯（刘萌萌）“多亏了县农商行为我们发放
了这笔贷款，让我们可以开足马力复工复产！”3月
18日，经过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华容县章华镇毛家
巷大米加工厂负责人吴学仕顺利拿到了华容县农
村商业银行提供的180万元“小微企业复工贷”，这
让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吴学仕说，今年的疫情给他们企业复工复产带
来困难，加上年前购置了新设备，企业长时间停产，
流动资金出现严重不足。困难之际，华容县出台的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为这样的
小微企业“贷”来了希望，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

为更好地满足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融
资需求，华容县出台了一系列金融信贷支持政策，
部署开展金融“暖春行动”，为县域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精准、高效、贴心的金融帮扶服务，帮助企业平稳
有序复工复产。

一方面突出“特事特贷”，提升放款效率。疫情
防控期间，全县各银行机构简化业务流程，开通疫
情专项贷款绿色通道，采取无还本续贷、降低利率
等方式，减少企业融资成本。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
43笔，金额1.24亿元。其中，向防疫重点“名单库”
企业福尔康医用卫生材料公司和康沃医疗用品公
司发放专用再贷款 1900 万元，发放医疗单位贷款
6680万元。

另一方面，突出“扩面扩贷”，全力促进小微企
业复工复产。组织银行机构深入工业园区走访企
业，积极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并对走访企业实行“名
单制”管理，每家企业明确专人负责对接。创新推
出“小微企业复工贷”。截至目前，已发放小微企业
复工贷款33笔，金额2010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协调全县金融机构，对全县各
类企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融资需求摸底，引
导金融机构采取灵活有效的工作方式了解企业生
产、流通的合理融资需求，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用
好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化解融资难题。”华容县政
府金融办负责人介绍。

光伏产业助光伏产业助
贫困群众贫困群众““晒着太阳晒着太阳””奔小康奔小康

本报讯（周纾妍）3月19日，笔者在华容县三封
寺镇松木桥村的大垱湖集中光伏电站看到，一排排
整齐划一的深蓝色光伏电池板架设在湖中央，壮观
而美丽。如今，这些明亮的光伏电池板不仅是松木
桥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了全镇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奔小康的“金太阳”。

周玉红是三封寺镇华一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去年，她加入了村里光伏产业扶贫项目。如今，总
规模20兆瓦的大垱湖集中光伏电站建成后，仅去年
一年，在边建设边收益的情况下，就给贫困户分红
资金达到了204万元，674户像周玉红一样的贫困
兜底和重困户当年户均增收3000元。

近年来，华容县还因地制宜，投资1244万元，对
全县28个贫困村中具备光照条件的26个贫困村，
每村建设了一个60千瓦以上的村级光伏电站，总规
模达1652千瓦。

来到三封寺镇墨山铺村的100千瓦光伏电站，
笔者看到光伏电池板整齐划一地安装在一个小山
丘上，四周无遮挡，光照条件充足。这里年发电量
约9.4万度，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约8万元。利用这
笔收入，村里优先聘请了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通过公益岗位工作发放工资，主要为光伏电站
管理员、保洁员、护理员、护林员、治安巡防员、河道
管理员、绿化管理员等。贫困户肖必汉有部分劳动
能力，以120元/天工价参与到全村人居环境整治公
益事业，去年已获得公益岗位报酬约5000元。

2019年，华容县通过光伏扶贫“阳光产业”，实
现年收益约116万元，村集体经济均增收4万元以
上，为276户贫困户提供就业公益岗位276个，户均
增收2000元以上。

战战““疫疫””不误农时不误农时
春耕播种希望春耕播种希望

本报讯（周 颖）3月18日，华容县章华
镇话岗村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示范点的稻
田里，10多位村民正在忙着摆放抛秧盘、撒
播芽谷、盖膜，一片繁忙的春耕育秧景象。
该村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抢抓晴
好天气，认真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为今年农
业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章华镇话岗村现有耕地面积4860亩，
是华容县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示范点之
一，该示范点拥有大田面积900多亩，其中
集中育秧面积 38.9 亩，可抛大田上千亩。
话岗村党总支书记刘迪宏介绍，该村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农产，确保今
年粮食生产面积、产量“双稳定”。

操军镇

疫情疫情防控不松防控不松
群众信访不误群众信访不误

本报讯（刘萌萌 彭智广）疫情防控期
间，华容县操军镇在疫情防控不松劲的基础
上，按照第一时间接收、第一时间上报、第一
时间交办、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回访核
实的“五个一”工作机制办理信访案件。目
前，镇信访办受理群众网信、来电、来访信访
案件80余起，均按要求及时办理。

该镇还从1月26日起在村村响广播发
布提倡网上信访和电话来访的温馨提示，
同时制作了网上信访等流程指南在村（社
区）、网格员微信群发布，引导群众通过安
全、便捷、高效的网上信访、来电等非接触
方式反映诉求或提出建议意见，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与信访工作同步开展。

““旱改水旱改水””项目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刘萌萌 陈 超）3 月 20 日，华
容县梅田湖镇三合村耕地提质改造（旱
改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100 多 名 施 工 工 人 正 在 对 沟 渠 进 行 硬
化。华容县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同时，全面推进旱改水项目复工复产和
项目进度。

据了解，华容县 2019-2020 年度旱改
水项目共有17个，总建设规模2495.6323公
顷，旱改水面积 2312.5166 公顷，规划总投
资约2.4亿元。涉及东山、万庾、操军、注滋
口、梅田湖、鲇鱼须、新河、禹山、北景港、治
河渡等10个乡镇25个行政村。项目计划
建设平整土地11447 亩，修建泵站167座，
硬化沟渠632条250460米，渠道清淤268条
97634米，硬化道路172条61094米，砂石道
路铺设316条116881米。

自 2019 年 12 月 25 日开工至今，已完
成了总规划设计任务 71%。目前，华容县
正在抢抓晴好天气，保质量、抢工期，确保
项目建设如期完成。

3月24日，章华镇南街社区组织社区党
员、楼栋长等20名志愿者，来到华容河南门
大堤区域，将河堤上的杂草、丢弃的废纸、矿
泉水瓶等一一清理。经过四个小时的忙碌，
共清理垃圾 80 余袋，整段河道焕然一新。

饶三妹 摄

华容早稻集中育秧7万亩 播种面积45.7万亩

春耕正当时 种下“好收成”

图为华容县禹山镇南竹村集中育秧现场

本报讯（潘为伟）3月18日，在华容县
三封寺镇莲花堰村油茶扶贫产业基地，县
水利局驻村工作队的队员正带领着村民
们将新购的 12000 株油茶苗栽下，种下一
年的好收成。

近几年来，驻村工作队根据村里丘
陵多的地理特点，将油茶作为脱贫致富
的主导产业加以发展壮大，2019 年油茶
种植规模达到 2800 亩，29 户贫困户受益

脱贫。
通过“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东山

镇罗婆土鸡养殖合作社吸纳了179户贫困
户，其中 131 户贫困户加入土鸡养殖队
伍。连日来，合作社和驻村工作队工作人
员来到贫困户家中，为贫困户开展养殖技
术和防疫指导。洪山头村贫困户黄文华
2019 年养殖了 380 羽土鸡，收入达 3 万
元。尝到甜头的黄文华今年计划扩大养

殖规模，这几天正在搭建新鸡舍，专家的
上门指导让他更有了信心。

目前，华容县21个产业扶贫基地已全
部复工复产。在搞好复产的同时，扶贫工
作队和乡镇、村场（社区）通力协作，协助
企业、合作社落实防疫措施，普及防疫知
识，指导农民抓好春种、春管工作，及时协
调解决运输、用工等问题，确保贫困户稳
定增收、农业稳定发展。

21个扶贫基地全面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