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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陈驰 通讯员/黄
星 谭晖） 近日，在攸县碧桂园城央一品施工现
场，焊接工人、吊机忙个不停，运输车来往穿梭，到
处是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春节后开工以来一直特别顺利，提交
复工申请的当天下午，住建局工作人员就到我们
现场检查指导，他们把我们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在做，让我们心里更有抓好建设的底气。”碧桂
园城央一品施工负责人说，今年县住建局对节后
复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工作积极改革，极大地缩
短了其复工的反应时间，加快了施工进度，新年开
了个好头。

为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攸县紧盯项目优服
务，通过精简审批程序，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精准帮扶企业，积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精心保障
要素，精准破解“人才荒”难题；精耕营商环境，营

造良好稳定氛围，加快打造湘赣边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样板区。

今年，攸县住建局按照县委、县政府“营商环
境优化年”活动要求，深入推进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安排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为监管责任主体，抽调专业工作人员，邀请
县内建筑领域专家，组成 3支工作小组，通过网络
预约、上门服务方式，为建筑工地做全面“体检”。

工作组专家现场指导施工企业改进安全生产条
件，与项目参建单位共同对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到岗、
作业人员安全教育、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措
施落实等情况进行指导检查，发现问题协助企业现
场制定改进方案，提出整改措施。

据悉，攸县县城 28 个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春节后一次性复工率达 100%，实名制
工人到岗率超 95%。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刘毅 通讯员/邱
红 周文琪）“陈总，这位求职者有水电方面工作
经验，是否有合适岗位？”日前，醴陵市来龙门街道
北门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吴君带着 56 岁的求职者
刘华光，来到醴陵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门见
山地说。经过简短面试，双方很快达成用工意向。

“在社区登记岗位申请到参加面试，只花了不到 3
天时间，心里踏实了。”刘华光说。

今年，醴陵市计划重点打造包括北门社区在
内的 15 个充分就业社区、村，实现充分就业社区
达到该市社区总数的一半、充分就业村达到该市

村级总数的百分之二，进一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做实做细基层就业创业服务。同时，还将打
造 10 家以上返乡人员就业基地，促进基层就业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把辖区内 16 岁至 60 岁有劳动
能力的居民、招工企业资料全部收集汇总，精准进
行岗位推送。”吴君说。

“目前，已经投入了 500多万元到镇、村、社区一
级，将进一步完善基层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帮助更
多劳动者享受更好更优质的就业服务。”醴陵市人社
局副局长林德建介绍，将继续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
帮助更多人实现就业，进一步扩大就业总容量。

醴陵：打造15个充分就业社区（村）

春暖花开，气温回升，当下，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3 月 22 日，渌口区朱亭镇，农民驾驶着耕整机，忙着
翻耕土地、开沟疏渠。

今年，渌口区早计划、早安排、早落实，多措并举加强春
耕备耕生产，目前已储备肥料 5869 吨、水稻种子 35.1 万公
斤、农机具 800台左右，农业农村部门还组织技术人员对镇
村进行春耕工作指导，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邹怡敏 朱亭镇 供图

多项支撑保障春耕顺利
3月 10日，2021年茶陵县水稻有序机抛秧技

术培训班在县农机事务中心开班，邀请了湖南农
业大学讲师进行授课，详细讲解水稻有序机抛栽
培及其优势、育秧技术等知识。当天，来自该县各
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种粮大
户、农机大户共 50余人参加了培训。

“今年我们合作社采购了一批抛秧机，正好
县里搞培训，专家传授的机抛育秧技术要领来
得太及时了。”参加培训的虎踞镇种粮大户谭晚
文兴奋地说。

今年来，这样的培训在茶陵并不少见。入春
以来，该县农业部门建立分片包联制度，通过会
议培训、信息平台等方式，开展早稻浸种育秧、
设施育秧、插秧抛秧机应用等技术培训，为早稻
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该县还从粮种、农田设施等方面入
手，打牢早稻种植基础。目前，该县已向省农业
农村厅申请了救灾备荒种子 5 万公斤，及时补
齐早稻用种缺口，同时还加快 2020 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小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项目扫尾，确
保不影响春耕生产。

奖扩种 补短板 强保障

茶陵三大措施鼓励早稻生产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谭国文 陈启浪

攸县：提升工作效能，服务项目开工

渌口备耕忙

过了春分，春耕生产进入忙碌的关键期。茶陵各地开足马力抢抓农时，处处呈现出春耕备耕的热闹景象。机器
隆隆作响，农民在田间翻耕破土；农技人员进村入户，讲解种植技术……

作为产粮大县，茶陵把早稻种植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重中之重，以丰厚的政策红利鼓励扩种，积极推动专业化集
中育秧，切实提供好技术、物资等各项保障，全力落实早稻生产目标，为双季稻示范片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政策红利拉动早稻扩种
3月 23日上午，界首镇白沙村几辆耕整机

正在农田里穿梭，10余个农户头戴汗巾、手提
锄头跟在机器后面，对田埂附近机器不好操
作的地方进行翻耕，现场忙得热火朝天。

“还有一周就要开始种秧了，今年早稻种
植 1600 多亩，比去年多了 200 亩。”种粮大户
谭芳英杵着锄头，站在田埂上看着连片翻耕
好的农田，乐呵呵地说：“县里补助足，种粮食
有底气。”

早在育秧前，茶陵县就为其免费发放了育
秧种子，并在育秧上给予补贴，此外还有早稻种
植现金直补、双季稻示范奖补等各项补贴，到 11
月发放，预计将有 30多万元。现在种粮食奖补一
年强过一年，农民认为种粮食“有搞头”。

为了鼓励农户种粮，今年茶陵县财政部
门整合涉农专项资金 2260万元用于发展粮食
生产，重点支持早稻生产，让种粮户开种就能
见到红利。

茶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苏运良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流转 100亩以上水田种植双季稻的大
户为例，每亩可享受免费早稻种子补贴约 50元
（免费晚稻种子另计）、早稻集中育秧补贴约 70
元、早稻种植补贴约 40元、稻谷目标价格补贴约
40元，合计200元。

看得见的红利，有效拉动早稻播种。今年，
茶陵县预计早稻播种面积可达 17.3万亩，全年
粮食播种面积 56万亩以上。

“双代”育秧补齐散户短板
春分刚过，茶陵县湖口镇土桥村的农

田里热闹起来，10 余个青壮劳力埋头忙
碌，播种、盖膜……不一会儿就给农田披上
了“银装”。

“我们这是给村里的散户集中育秧，能
供应 500 多亩农田。”土桥村党总支书记刘
四仔说，该村共有稻田 1400余亩，除了 10多
户种植大户能自主育秧，其余散户主要靠
村委代育方式提供秧苗。同时，一些种粮大
户也会给部分散户免费代育秧苗。

育秧 是早稻生产的重中之重。茶陵
县通过抓好“双代”（即大户代育、村委代
育）育秧模式，切实解决散户劳力不足、
硬件不足、技术不足等生产难题，降低因

“倒春寒”“春涝”等带来的育秧风险，培
育壮秧，保障种植计划落实。

目前，茶陵县有 30 亩以上种粮大户
1000 多个，在种植技术、机械化应用上都
有较快发展。该县农业农村局一方面鼓励
其利用专业化育秧大棚、流水线播种设施
替周边种粮大户、农户代育、代插等社会化
服务，另一方面鼓励群众基础、农田基础设
施较好的村组，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为散
户代育秧。

据初步统计，茶陵县今年早稻集中育
秧面积约 5万多亩，其中代育代插大田面积
约 3万亩。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肖竞）“湖南是一方红色的
热土……接下来，请跟随我进入展厅，让
我们一起了解红色热土上的英雄——杨
得志。”3 月 20 日上午，渌口区育红小学
的 14 名学生走进渌口博物馆，以“红领
巾小小讲解员”的身份，为前来参观学习
的市民、游客讲解党史。

陈俞希是育红小学五年级学生，虽
然是第一次当讲解员，但在游客面前一点
也不慌张。“在学习讲解的过程中，我了解
到了一些党史，知道‘红领巾’的来历。作
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一定要爱党、敬党，长大为国家
作贡献。”陈俞希说。“孩子们讲得很好，很自然，红
色教育要从小抓起。”参观人员为小讲解员们点赞。

今 年 ，渌 口 区 充 分 发 挥 辖 区 红 色 资 源 优
势，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从全区各中小

学 校 招 募“ 红 领 巾 小 小 讲 解 员 ”，开 展 志 愿 讲
解服务。他们经培训后，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
间 ，走 进 渌 口 博 物 馆 ，为 游 客 讲 解 党 史 ，以 实
际行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

“红领巾”讲党史

“红领巾”给游客讲党史。曾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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