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 通讯员/周玮明）日前，株洲
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 2022 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告。市
医疗保障局呼吁市民积极投保，
保障自己的医疗权益。

今年城乡居民医保的正常参
（续）保缴费时间为9月1日至12
月 31 日。12 月 31 日前参保缴

（续）费的从2022年1月1日起享
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
人每年320元，特困人员、重度残
疾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个
人不缴费，低保对象、纳入民政和
乡村振兴等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
监测范围的困难人员、乡村振兴
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缴费标
准为每人每年160元。

在校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秋

季开学时统一办理；其他城乡居
民（含未参保学生）新参保，直接
到户籍地或居住地街道（乡镇）、
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办
理；在我市取得居住证的人员（含
港澳台居民）凭居住证在居住地
社区办理参保。

在校学生由学校统一代收代
缴医保费；其他城乡居民（含未参
保学生）搜索“湘税社保”微信小
程序或下载“湘税社
保”APP 缴费；其他城
乡居民（含未参保学
生）也可以凭身份证或
医保手册到市内定点
银行网点或税务大厅
办理缴费。市民也可
拨打株洲市医疗保障
局 28681499 或国家税
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

28512366咨询缴费事宜。
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居民，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
额为15万元，大病保险累计最高
补偿额为40万元，合计55万元；
社区门诊统筹累计最高支付限额
为420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
药专项保障，累计最高支付限额
分别为360元和600元。

市医疗保障局发布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告

注意！这项费用年底前要缴到位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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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实“双减”政策
指导意见来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助推“双减”政策落实，切实减轻学生过
重作业负担，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日前，
市教科院研制印发《“双减”政策背景下
中小学学科教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可为一线教师提供更精准
的教研指导。

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以及教育部办公厅等接连发布相关
政策、文件，针对“有效减轻学生过重的作
业负担”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治理目标。

市教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有序
推进系列工作，给广大一线教师及时提
供教研指导，市教科院各科室、各学段、
各学科教研员，开展了“双减”政策背景
下课堂教学研究与指导、优化作业设计
与实施的策略与途径研究、系统性考试
改革与教育评价研究、“双减”政策背景
下专项科研课题研究，以及教研成果的
交流和推广等工作。

据了解，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分
三个部分，涵盖小学、初中两个学段。其
中《关于发挥教育科研作用 助推“双减”
政策落实的意见》侧重深刻认识“双减”
的重要意义；《实施“双减”驱动 聚焦育
人方式改革》主要是从学校层面，探索应
对策略的综合研究和指导；“指导意见”
的主体部分则是各学科教研员基于学
段、学科特点，深入思考和研究，聚焦提
升教师作业设计水平、提升课堂教学有
效性等关键问题撰写的教学指导意见，
从理念原则，方法策略，案例分析等多个
维度呈现了各教研员对有效推动本学科

“减负提质”的系统思考，为各区县教研
室、各学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

硕士研究生考试
今天还有补报机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记者昨从市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2年硕
士研究生网上报考补报名时间延长到11
月4日，确认审核时间延长到11月5日。

根据要求，对于已经在网上报名并
缴费成功，但不符合所选报考点的报考
条件，因而不能网上确认的湖南籍考生

（包含在我省读书的应届毕业生），可以
选择符合我省报考条件的户籍所在地

（应届生选择学校所在地）的市州教育考
试院报考点补报名。

符合条件的考生可联系市教育考试院
咨询 0731—22663787，或直接到报考点
咨询。补报名时间安排：11月3日16：00—
11月4日16：00，考生提交审核材料时间也
相应延迟到11月4日18：00，网上确认审核
时间延长到11月5日17：00。

我市2个司法所、2名司法所长获评“全国模范”

11月2日，醴陵市泗汾镇交管
站、泗汾派出所、交警二中队出动
20多人，在集镇双塘路口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现场扣留6辆摩托车，
处罚17起违法行为，发放260多份
宣传资料。

自“戴帽工程”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泗汾镇打好宣传引导、综合
治理、源头监管等组合拳，使辖区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
全意识不断增强，头盔佩戴率显著
提升。针对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等违法行为，该镇决定在镇村主干
道路，工厂、集市、学校、住宅小区
周边等摩电出行密集路段，摩电交
通事故多发点段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路面联合执法行动，通过集中攻
坚巩固文明交通整治效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黄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圆 通讯员/沈蓓）近日，司法部
发布了《关于表彰全国模范司法
所和全国司法所模范个人的决
定》（司发通〔2021〕66 号），株洲
市茶陵县司法局思聪司法所、荷
塘区司法局桂花司法所获评“全
国模范司法所”，渌口区司法局南
洲司法所所长唐小荷、炎陵县司
法局下村司法所所长黄小平获评

“全国司法所模范个人”。

近年来，株洲市各级司法行
政机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全市
司法所平均每年参与摸排纠纷
线索 3000 件以上，参与乡镇（街
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
纷 1000 件以上，指导村（社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
10000件以上。充分发挥公共法
律服务在服务基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为群

众解答法律咨询 5000 余人次，
提 供 法 律 服 务 500 余 次 ，为 乡
镇、街道党委政府提供法律意见
建议57条，指导村（社区）制定审
核村规民约 1385 件，为乡镇、街
道党委政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保障，为维护株洲社会和谐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

攻坚两月 决战“戴帽”

随着禁捕退捕工作开展，茶
陵最大的捕鱼村——官溪村，渔
民们迎来了行业的夕阳。

起初，老渔民周运红不同意
“收网上岸”。因为他捕鱼认识了
妻子，又养起一个家。“不再捕鱼，
未来能干啥？”

令周运红想不到的是，上岸
后，他居然还是吃上了“渔饭”。

2019 年，经历了“三变改革”
的官溪村，将村里闲置的土地、山
林、草地、滩涂、水域、房屋等资源
整合起来，统一流转到村集体经
济组织发展产业。借着禁捕退捕
的契机，在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指导下，该村走上了挖鱼塘集中
养鱼之路。截至目前，该村鱼塘

面积达 1000 余亩，其中中华倒刺
鲃的存塘量达10余吨。

昔日的“捕鱼村”蝶变成“养
鱼村”。周运红被村里聘用，从事
特色鱼销售。“中华倒刺鲃价格
高，大多被株洲、长沙等地大餐馆
预订，每公斤20元。”他说。

由于中华倒刺鲃对环境要求
苛刻，养好这种鱼，就意味着要走
上生态保护之路。官溪人比旁人
更懂得生态的重要性，不仅投入
重资修建设施，更动员村民保护
洣水河，一批“捕鱼人”变身为“护
河人”。今年，该村渔场还获评国
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娇
贵”的中华倒刺鲃在此壮大。

其实，在茶陵最早从事中华

倒刺鲃养殖的，要属岩口水库。
走进岩口水库，波光粼粼的水面
上，网箱整齐排列，足足有 2400
平方米，长着4条胡子的中华倒刺
鲃扭动鱼鳍。基地负责人沈列强
告诉记者，目前中华倒刺鲃已实
现自然繁殖，预计保有量在4万尾
左右。为了保障鱼儿的生活环
境，他们一直对水库水资源进行
重点保护。

人 不 负 青 山 ，青 山 定 不 负
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
应了那句话，而今的茶陵人从保
护水生态环境入手，让中华倒刺
鲃重新“游”上了餐桌。

2019 年初，农业农村部等三
部委联合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
案》。《方案》明确，从 2020 年起，
长江将全面进入 10 年休养生息
期。湖南率先在水生生物保护区
推进常年全面禁捕。

作为中华倒刺鲃生存的水生
生物保护区，洣水茶陵段也在常
年全面禁捕范围。

从保护一条鱼开始，茶陵县
组建班子、细化方案，积极引导渔
民上岸，先后 4 次召开推进会，于
2019 年8月开展了捕捞渔民情况
摸底，同年10月份又开展摸底“回
头看”工作，确保精准识别渔民。
随后，该县出台工作方案，多次召
集渔民座谈，同年11月底在全市7
个禁捕退捕县市区中率先完成退
捕工作。

问题在水里，办法在岸上。

茶陵县不仅将禁捕退捕“明白书”
发到渔民手中，也贴到了渔具销
售店、鱼馆饭店。2020年6月，茶
陵县城最后一家经营中华倒刺鲃
的老店闭门谢客。

一边动员渔民上岸，一边开
展禁捕巡逻。

2020 年 8 月 12 日凌晨，由农
业农村、公安等部门组成的督察
组，在洣水河畔突击执法。借助
探照灯强光，一个“背包电”被执
法人员逮个正着，并被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同年12月10日上午，6
名经法院审判的首批非法捕捞人
员，在畜牧水产人员教育和陪同
下，购买了近200公斤的中华倒刺
鲃、鲢鱼、鳙鱼等鱼苗，于次日放
流洣水。

在禁捕的高压态势下，鱼儿
们迎来了喘息之机。

禁捕不是结束，而是水生态

全面修复的开始。这两年，茶陵
县加大了放流力度，放流鱼苗多
选用“消失”的鱼种；去年，该县开
展了小水电站整治专项行动，要
求各小水电站负责人通过放流鱼
苗、增设鱼道等措施，恢复水生态
环境。

保护与育种同步推进。在岩
口水库中华倒刺鲃繁育基地的基
础上，2020年初，茶陵县在洣江街
道仙源村竹塘水库又布点了一个
鱼苗繁育基地，培育中华倒刺鲃
等珍贵鱼类，目前已自然繁育中
华倒刺鲃万余尾。

“我们还和省水产研究所合
作，开展中华倒刺鲃种苗繁育。”
李秋林说，特别的保护给了特别
的鱼，如今洣水中重现倒刺鲃的
身影。

锐减之忧，洣水发出早期警告

中华倒刺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启浪 罗蔚之

▲岩口水库中华倒刺鲃繁育基地。 陈启浪 供图

复活之路，从保护一条鱼开始

长远之计，不负洣水不负鱼

11 月 3 日，从长沙出差来茶陵的李
亮，特意赶到舲舫乡官溪村购买了两条长
胡子的“野草鱼”，匆匆赶回县城，找到一
家餐馆加工，和同事美美地吃上了一顿。

“我是吃鱼的‘老饕’，但2014年以后
很少吃到这种鱼了，还是茶陵朋友告诉
我，目前在官溪村能买到。”喝完最后一口
鱼汤，李亮说。

让李亮念念不忘的“野草鱼”正是茶
陵著名珍贵鱼类——中华倒刺鲃。这种
鱼曾经遍布洣水茶陵段流域，近二十年来
一度急剧减少，部分水域甚至不见踪影，
直到最近两年才重回餐桌。

中华倒刺鲃从鲜见踪影到重回餐桌，
这种变化与洣水茶陵段水生态的变化休
戚相关，也是长江流域实施“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战略的一个缩影。

罗霄山下的茶陵，山峦起伏，洣水蜿
蜒流过。因河水清澈透明，一种名叫中华
倒刺鲃（俗称野草鱼）的珍贵鱼类，选择在
此安家。2014 年，洣水茶陵段被批准为
中华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成为我省唯一。

中华倒刺鲃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甘
醇，含有多种氨基酸，且有壮阳补中、治疗
腰膝酸软之功效。茶陵人自古以来喜爱吃
野草鱼，是宴请宾客的上等佳肴。早年间，

“到茶陵吃野草鱼”成为一种时尚，主打倒
刺鲃招牌的河鱼店，在茶陵有10余家。

食客惦记着，渔民自然“大小不放
过”。“我们统计渔民捕获的鱼时，以前有3
个加号，如今很难看到。”茶陵县畜牧水产
事务中心主任李秋林说。

中华倒刺鲃的锐减之因远不止如
此。曾经，洣水河水质优良，清澈，透明度
一般在1.5至2米，水中含氧量较高，无污
染，特别适合倒刺鲃生长。但近20年来，
洣水茶陵段拦河筑坝、采砂淘金等现象层
出不穷，水文条件变化频繁，极大地压缩
了鱼类生存空间。

中华倒刺鲃是一种“娇贵”的鱼类，不
仅对水质要求高，产卵时更需要在河水湍
急流域中进行，以保证水中含氧量。随着
小水电站在洣水茶陵段上兴建，整个水域
变得平缓，中华倒刺鲃的产卵场所被破坏。

其实，消失的不止中华倒刺鲃。上世
纪 90 年代，洣水茶陵段还有土著鱼 110
余种，但渔政人员巡河时发现至少有近
40 种鱼类不见踪迹。“不要小看这些‘消
失’的鱼类，因为每个生物都蕴藏着生物
进化、基因等信息。”李秋林忧心忡忡。

中华倒刺鲃等鱼类的锐减或消失，给
洣水发出了警告，水生态资源恶化了。

乡村

A12

2021年11月04日 星期四
责编：尹二荣
美编：刘昭彤
校对：曹永亮

◀岩口水库收获中华倒刺鲃。 陈启浪 供图

▲长着四条“胡子”的中华倒刺鲃。
罗蔚之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