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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陈爽 刘军明） 近日，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协调
小组办公室，发布“第三批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拟创建名单”，全国
49 个申报单位入选，茶陵县位列其
中，是我市唯一上榜县（市）区。

近年来，茶陵县大力发展茶叶、
生猪等主导产业，现有茶叶种植面
积 13.5 万亩，唐人神集团 130 万头
生猪养殖基地陆续竣工投产。全县
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1341 家，其中国
家级示范社 3 家，有省级龙头企业
10 家，共有 56 个农产品通过“两品
一标”认证，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5个，茶陵红茶入选湖南省“一
县一特”主导特色产业发展指导目

录。成功创建了全国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进试点县、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严塘镇获评国家农业产业
强镇。目前，该县正在创建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

据悉，农业绿色发展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是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综合性试验示范平台。创建
先行区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区域
特点和突出问题，着力创新和提炼
形成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模式，
将先行区建设成为绿色技术试验
区、绿色制度创新区、绿色发展观
测点，为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发
挥引领作用。

茶陵入选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拟创建名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
敏 通讯员/田婧杨 邓楚欣） 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司法
厅通报全省 2022年度司法行政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渌口区
司法局榜上有名，摘得“全省司法行
政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渌口区司法局创新发
展“枫桥经验”，引进“律师+调解”
模式，推进信调、警调、诉调对接，构
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全区
共建各类调委会 150 个，人民调解
员 738 名，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
一道防线作用。近两年共调处矛盾
纠纷 2093 件，调解成功 2076 件，调
处成功率 99%；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547 件，每年均提前超额完成年度

“民生 100”任务，有效维护了困难
群众合法权益。

该区在全市率先完成“智慧矫
正 ”信 息 化 建 设 ，目 前 在 矫 对 象
173 人，无一例脱管漏管，在册刑
释解矫人员 1005 人，无重新违法
犯罪现象；建立区级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8 个镇公共法律服务站、
139 个公共法律服务点及 1390 个

“法润三湘”志愿点，进一步完善
了 城 乡 全 覆 盖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体
系；大力开展法治“三小”建设，在
伏波公园建成具有渌口特色的法
治文化主题公园，在松西子小学
建成该区第一个青少年法治宣传
教育基地，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全
面铺开。

渌口区司法局获评“省先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
平 通讯员/曾辉） 近日，一场政务
服务“十个严禁”规定学习会，在茶
陵县政务服务中心举行，该中心所
有工作人员结合“茶陵县城乡居保
待遇人员未领取养老金”的堵点问
题事件，开展业务学习。这是茶陵县
12345 热线实行“举一反三”机制，
推动相关部门主动为民解难的一个
缩影。

原来，今年初，家住下东街道办
事处沿河村蒋女士，因前期材料报
送失误导致养老金暂停发放问题解
决时间较长，被省 12345 热线平台
抽访时列为堵点问题事件。为了避

免同类事件发生，茶陵县 12345 热
线督促茶陵县政务服务中心开展

“举一反三”工作，梳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加强相关工作人员和工作
流程的管理。

据 了 解 ，今 年 为 高 效 办 理
12345 热线热点诉求及企业难点问
题，切实聚焦民生及企业发展的堵
点、痛点，茶陵县 12345 热线制定了

“举一反三”机制，每周梳理难点、热
点问题，对共性或可能存在的普遍
问题，联合各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和
整改，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着
力实现“接诉即办”与主动解难相结
合，提升为民排忧解难能力。

茶陵：举一反三靶向纠治民生痛点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孙
斌） 7 月 4 日，醴陵市第二届“我是青年演说家”
活动决赛落幕，选手声情并茂的演讲，赢得在场观
众阵阵掌声。经过角逐，来自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的 22岁青年干部郭家祺摘得桂冠。

本次活动以“千亿新醴陵 奋斗最青春”为主
题，由醴陵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设一、二、
三等奖及优胜奖、最佳人气奖 5个奖项，其中一等
奖奖励 1 万元。今年 3 月启动后，吸引了该市 293
名优秀青年报名。经过海选、复活赛、复赛，10 位
选手晋级决赛，包括一线记者、乡镇干部、青年法
官等。

决赛演说采取“6+2”模式，即 6 分钟现场演
说+2分钟即兴演讲。现场，选手激情昂扬、声情并
茂，紧扣主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体会，通过鲜
活的事例、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情讲述风
好正是扬帆时、奋楫逐浪天地宽的青年壮志，阐述
对“千亿时代”的理解，充满朝气。他们的演说，还
原了其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生动再现了奋
进“千亿时代”中，醴陵青年在不同岗位上奋斗的
精彩片段和难忘故事。

“以青春的名义汇聚了雄厚的社会力量，共
同吹响了向‘千亿时代’进军的嘹亮号角。”该市
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说，“愿更多青年才俊汇聚这

‘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李德武

7 月 3 日，细雨纷纷，炎陵县沔渡镇
中洞村下陇组至霞阳镇新修公路工地却
热火朝天。该县卫健局驻该村的乡镇振
兴工作队队长张胜军带领干群们进行路
基平整施工。这是他担任工作队长以来
建设的兴村工程之一。

按照规定，至今年 4 月底，张胜军一
年驻村时间已满，应返回原单位上班，为
何却未离开？一知情人说：“这是当地村
民舍不得他走，30多人写联名信，专门找
到县领导将其留了下来。”

你把老百姓捧在手里，老百姓自然
把你放在心里。

一心办实事，群众得实惠
2021 年 5 月，张胜军被组织安排到

中洞村担任乡镇振兴工作队长。中洞村

地处偏远山区，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产业
单一，发展缓慢。张胜军二话没说，卷起
铺盖住进了该村。

短短一个月内，张胜军的足迹遍及
全村 14个组 450多户，他带领队员们翻山
越岭走访村民，商讨兴村大计，并撰写了
几十页调查笔记和分析材料，认为中洞村
要振兴，还得“靠山吃山”，引导村民们发
展种植业，将粽叶种植面积从原来的 300
亩增至 500 亩。仅此一项，村民们年收入
增加 100多万元。

中洞村湿地资源丰富，气温适宜，种
植水苔得天独厚。张胜军广泛宣讲种植
水苔的好处，鼓励村民种植，后得到村民
们一致响应，当年发展种植面积 50亩。

当地一直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村
民们大多具有种植经验。他提议村支两
委把发展中草药种植作为推进当地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来抓，制订发展规划：3
年发展中药材种植面积 300 亩。目前，该

规划已于今年初启动，种植黄精、钩藤等
中药材面积达 60多亩。

当地村民算了一笔经济账：这些产
业见效后，户均增收近万元，进一步拓宽
村民增收渠道。

中洞村基础设施不太完善，张胜军
与村支两委干部多方奔走，筹资 18 万
元，于今年初先后开工建设瓦岭组至霞
阳镇、下陇组至霞阳镇两条 4 公里长的
村道。为节省资金，他带领党员干部人均
义务投工投劳 3 个以上，还经常日夜奋
战在工地上，抓质量、照看物资、协调事
务。按照计划，这两个工程将于本月底先
后完工；投资数万元，实施村庄道路亮化
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 20 多盏，便于村
民夜间出行。

联名写信，将其留下来
张胜军一心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得到了广大村民的充分认可。

4 月 20 日，当地村民听说张胜军要
回原单位，一个个都急坏了。“张队长不
能走，村里的中药材产业还没完成，村
道建设还靠他推动……”当晚，凌剑、邓
英生等 5 名村民来到张胜军的住处，再
三挽留他。“我跟大家相处一年了，相互
之间很有感情，也舍不得离开，但我是
单位的人，要听组织安排。”张胜军无奈
地说。

“找组织去，一定要把张队长留下
来。”22日，几十名村民自发聚在一起，通
过商量，决定派代表跑到 20 公里外的县
城，直接找县领导反映村民们的意愿。当
天由于县委书记外出，未能见面。

26日晚，仍不甘心的他们，由一名退
休干部执笔写报告，30多名村民签名，再
次找到县委书记尹朝晖。看到这份情真
意切的报告，尹朝晖感动了。本着尊重百
姓诉求的原则，他要求组织部门调整方
案，特事特办，把张胜军留了下来。

眼下，正是蜜梨成熟的季节。7
月 5 日，走进攸县桃水镇小集村大
周家庭农场，一阵阵蜜梨清香扑面
而来。一个个水润饱满、翠色欲滴的
翠冠蜜梨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和拍照打卡。
周芹芊是这个家庭农场的负责

人，2014 年，她和丈夫试种蜜梨，经
过九年的摸索，积累了经验，蜜梨走
俏市场。在周芹芊夫妇带动下，小集

村 今 年 的 蜜 梨 种 植 面 积 达 300 多
亩，预计每亩净收入超过 1 万元，产
值 300 余万元。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左振华 摄

驻村期满，人要撤回

为何众多村民联名写信极力挽留他

醴陵第二届“我是青年
演说家”决赛落幕

蜜梨成熟季，游客“打卡”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