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审：侯岳超 二审：曾西林 三审：黄 华 美编：袁丹华 校对：郭海龙 3政务宣传部：2886673 邮箱：czrbxsq@163.com
2025年3月31日 星期一 县 域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通讯
员 邓生祥） 春暖花开之时，汝城县暖水
温泉深山峡谷间热气氤氲，宛如仙境。3
月24日，一个30多人的韩国畜牧行业协
会专属旅行团来到此地，开启了为期2天
1晚的沉浸式康养之旅。

汝城县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毗邻
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资源丰富，有着“千
年古县”“理学名城”“中国古祠堂之乡”
的美誉。其中，热水“华南第一温泉”和
九龙江“南岭植物王国”尤为著名。全县
建有3个AAAA级旅游景区和7个AAA级
旅游景区。

湖南暖水温泉度假区的天然地热温泉

常年水温49℃，水质优良，富含数十种对
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汝城温泉福泉汤谷
的温泉出水口温度高达98℃，是华南地区
温度最高、流量最大、分布最广且泉眼最
多的天然温泉，享有“华南养生第一泉”
的美称。这两家文旅康养企业均入选国家
五星级温泉旅游企业。

依托资源优势，汝城县积极推动文旅
融合，通过举办温泉旅游度假季、瑶畲文
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不断提升“温泉之
都”的知名度。同时，加强与各地知名旅
行社的合作，组织旅游企业远赴海外拓展
客源，积极驱动文旅市场“出圈”。

2024 年，汝城县接待国内外游客

541.0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55.46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8.97%、10.09%。

今年，汝城县继续在打响品牌、吸引
游客上下功夫，通过举办乡村文化旅游
节、茶旅文化节等活动，并组团参加在马
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山水画卷·郴州相
见”郴州文旅入境市场推介会，不断拓展
文旅市场的“朋友圈”。

为做好此次韩国旅游团的接待服务工
作，汝城县满怀诚意与热情。除了温泉康
养、观光旅游等主要活动外，还安排了民
俗风情、瑶族歌舞、特色美食等丰富项
目，努力让韩国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这里的温泉泡过后皮肤细嫩，没有

异味，是我们平时体验不到的优质温
泉。”韩国游客李哲浩对暖水温泉度假区
赞不绝口。

汝城县充分利用晚宴契机，播放了
当地文旅韩文宣传片和暖水温泉度假区
宣传片，尽情展示红色沙洲、热水温
泉、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九龙江国家
森林公园等“五色”文旅资源，引得现
场一片惊叹。

湖南秀菏国际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韩国首发团入境游为契机，重点
推荐汝城珍稀温泉，定期开通韩国至汝城
旅游专线，开启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汝
城温泉康养“出圈”“出海”。

汝城县温泉旅游“出圈”“出海”

近日，永兴县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深入永兴县文
昌学校开展安全进校园
活动，向学生普及消防
安全、交通安全知识，
助力创建平安校园。

（通讯员 张 雯 毅
欧阳永强 摄）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
讯（通讯员 谭利炳 文海艳）春
日里，安仁县安平镇坪上村弥漫
着菌菇的清香，一片生机勃勃。
近日，50多位种植大户齐聚湘通
融菌业生产基地，专注聆听县科
技特派员、高级农艺师凡红军分
享菌袋温度管理秘诀，其讲解通
俗易懂，菇农们频频点头，现场
学习氛围浓厚。这一场景是安仁
县委组织部“乡见课堂”现场授
课的生动写照。

自2024年以来，安仁县积极
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种植大棚，围
绕食用菌、中药材种植技术开展
培训，已累计达50余场次。这种
将课堂搬到种植棚，让科学种植
技术直达田间地头的方式，有效
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

在湘通融菌业生产基地智能
化车间，该基地总经理袁王苟感
慨：“我投身食用菌种植 20 多
年，技术遇到难题时，能及时请
教省、县科技特派员，在技术上
毫无后顾之忧。目前，我们配备
了自动化搅拌机、智能数控高压
杀菌锅炉等先进设备，实现智能

化恒温生产，极大提升了生产效
率与产品质量。”

坪上村作为“中国食用菌之
乡”的标杆村，其产业发展历程
生动地反映了乡村振兴的实践成
果。目前，全村有 8 个生产基
地，主要栽培姬菇、秀珍菇、羊
肚菌、木耳等多个品种，为 300
余人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去年，全村食用菌产业总产值达
6000万元。

安仁县拥有食用菌基地面积
1500 亩，专业合作社 11 家，从
事食用菌产业人员3200余人。全
县年产菌包1200万包，年产鲜菇
3 万吨，产品热销广州、上海、
长沙、江苏、浙江等地，年产值
达1.5亿元。

自2024年以来，安仁县委组
织部通过举办“乡见课堂”深入
田间地头现场授课，联合湖南省
食用菌研究所、安仁县科协开展
食用菌科普等系列活动，定期为
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术提供指
导，为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助力
安仁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安仁县

“乡见课堂”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
讯（通讯员 戴梦瑶） 近日，笔
者从临武县相关部门获悉，近年
来，该县积极响应农业现代化号
召，大力推广集中育秧大棚建
设，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备耕工
作。目前，全县已建成育秧大棚
总面积达 15.43 万平方米，实现
了所有乡镇全覆盖。

在水东镇旺田村一座占地
3000平方米的育秧大棚内，临武
县农业农村局正组织部分种粮大
户进行早稻集中育秧技术现场培
训。一条全新的半自动育秧流水
线正高效运行，仅需十几秒钟即
可完成播种工作。

“这座大棚刚建成不久，现
在是首次投入使用。建设育秧
大棚是我们推动农业生产创新
的重要举措之一。”水东镇旺田
村种粮大户胡国祥表示，“当
前 ， 劳 动 力 短 缺 问 题 日 益 凸
显，农业机械化已成为发展的
必然趋势。”

这座育秧大棚一次可培育
500 亩水稻秧苗。通过智能育秧

工厂集中育苗，不仅有效降低
了育秧成本，还显著提高了秧
苗的成活率和出芽率，确保了
秧苗的品质。一个育秧周期仅
需 25 天左右即可完成。大棚采
用智能化管理系统，一键实现
浇水、施药、施肥以及温度、
湿度的精准控制，进一步保障
了秧苗的健康生长。

为推广集中育秧大棚，临武
县农业农村局积极争取政策和帮
扶资金，共争取到大棚建设资金
8000多万元。同时，今年出台的
粮食种植补贴政策，对采用机插
种植模式的双季稻净秧田给予每
亩约4000元的经济补贴，大大降
低了种粮户的种植成本。

近年来，临武县粮食产量实
现了成倍增长。自推广集中育秧
技术以来，该县水稻产量显著提
升，经济效益随之提高，极大增
强了农户的种粮信心。目前，已
有多位种粮大户前来申报建设集
中育秧大棚，预计今年该县双季
稻的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增加约
8000亩。

临武县

大力推广集中育秧大棚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
讯（通讯员 陈勇 欧阳宇轩 邓
俊辉）近日，笔者走进湖南楚荣
家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看到100余名工人正在忙碌着赶
制一批发往英国的订单，其中接
近三分之二的工人都是公司落地
桂阳后选择返乡就业的“归雁”。

今年初以来，桂阳县积极打
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通过
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多种方
式，为众多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
返乡发展的宝贵机会，推动了当
地家居产业的振兴。

眼下，桂阳高新区家居产业
园内，不少新竣工的企业已经陆
续投产，用工需求日益增多。为
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当地多次
组织开展了现场招聘会，让许多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得以在“家门
口”就业。

在湖南楚荣家具科技有限公
司，包装车间主任廖桂才正在给
工人强调工作细节。他曾在东莞
的家具厂务工6年，看到桂阳的
招工信息后，毅然返乡就业。廖

桂才笑着说：“虽然在外面打工
工资稍微高点，但是在这里能更
好地照顾家人，而且工资也不
低，一个月大概8000元。”

除了吸引在外务工的桂阳人
返乡就业，桂阳县还积极向东
莞、佛山等有产业转移需求的企
业，宣传桂阳的营商环境和优惠
政策。湖南楚荣家具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金港亿家居有限公司、
郴州市艾立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等企业就在此背景下被吸引，来
到桂阳考察并投资建厂。湖南楚
荣家具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廖喜仁
告诉笔者，当初该公司选择投资
桂阳，除了家乡情怀，更是因为
看中这里的投资营商环境和人才
回流的优势。

桂阳县总人口90余万，是人
口大县。受就业环境影响，当地
部分群众选择外出务工增收致
富。随着家居产业的崛起，“家门
口的务工车间”逐渐增多，为外
出务工者提供了更多回家工作的
机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
误，更让他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属。

桂阳县

返乡就业成热潮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通讯员 谭利
炳）近日，安仁县委宣传部联合安仁县新华书店正
式启动农家书屋图书配送工程，为全县154个行政
村精准配送图书3.3万余册。

在安仁县新华书店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
将涵盖农业技术、党史教育、儿童教育、健康知识
等六大类别的书籍进行装箱打包。此次配送，安仁
县新华书店建立了“三精准”配送服务机制，即配
送前精准调研、梳理需求清单；配送时精准分类、
按需配送；配送后精准服务、确保书籍整齐摆放。

近年来，安仁县委宣传部持续深化“农家书
屋+”理念，通过“百姓点单”的形式及时补充更
新书籍，切实满足群众阅读需求，确保农家书屋的
出版物常看常新。

安仁县

3.3万册图书进农家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通讯员 何芪
葶 钟建华 罗文芳）近日，桂东县新华书店迅速行
动，把2万余册新书配送到了全县102个行政村的
农家书屋。

为确保高效配送，桂东县新华书店规划了最佳
配送路线，将人员分成 3 组，分别负责北线、南
线、西线。桂东县委宣传部提前通知各乡镇、行政
村接收书籍，各图书管理员及时对接，确保新书及
时接收、上架。

“每天要走 17 个村，日均配送图书 3333 册。”
新书配送员何丹涛说，虽然起早贪黑配送新书很
累，但是看到新书上架，村民走进农家书屋阅读，
从书本里获取知识时，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

桂东县

为农家书屋配送新书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

（通讯员 王晶）近日，苏仙区人民
法院在苏仙区南塔街道开展送法进
社区活动，旨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丰
富实用的法律知识，受到了广泛好
评。

活动现场，苏仙区人民法院采
用设置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
等形式，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前来咨

询。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婚姻家
庭、民间借贷、物业纠纷、老年人
权益保护以及防电信诈骗等热点问
题，法官们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耐心地向过往群众进行普法宣传。

面对群众提出的各种具体法律
困惑，法官们更是耐心倾听，逐一
细致解答，并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
和解决方案。一位居民因楼上邻居

房子漏水致使自家墙壁受损而向法
官求助，法官马上解释了相关法律
规定，并建议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
自身权益。

此外，法官们还在现场发放了
各类法律宣传手册，内容涵盖常见
法律问题的应对方法和维权途径，
成为社区居民学习法律知识的得力
帮手。

苏仙区人民法院

法律服务零距离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
（通讯员 李杰）春分时节，安仁县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赶分社”活
动。3 月 21 日至 22 日，安仁县人
民法院以此为契机，组织干警深入
神农广场、稻田公园，开展了以

“春分赶社药香漫 法治护航万家
安”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安仁县人民法院
的干警们精心设置了普法宣传展
台，通过发放 《中医药知识产权

保护指南》《企业法律风险提示手
册》 等宣传资料，向参与活动的
药 商 、 药 企 等 详 细 宣 讲 商 标 保
护、合同履行等法律知识。结合
安仁县“中医药+文旅”的特色产
业 发 展 ， 干 警 们 还 重 点 解 读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等相关
法律法规，为培育中医药新质生
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保障。

此外，干警们还走进稻田公
园，向游客们宣讲环境资源审判
的典型案例，通过生动具体的案
例讲解，进一步提升了公众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厚植了绿色发
展理念。此次活动，安仁县人民
法 院 共 发 放 各 类 宣 传 品 5000 余
份，解答法律咨询200余人次。

安仁县人民法院

普法惠民暖人心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通讯员 李小
雄 陈江俊）近日，嘉禾县广发镇开展了清明节前
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旨在提升应急队伍的快速反
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此次演练以“实战练兵、协同联动”为核心，
重点围绕消防装备操作、应急处突能力和5人作战
单元配合等方面展开。在演练中，应急队员们现场
演示了消防水车、风力灭火机等设备的操作流程，
并针对设备的日常维护、紧急故障排除等细节进行
了重点讲解，进一步加深了队员们对设备的熟悉程
度，也提高了他们在实战中的操作技能。

随着警报拉响，镇、村两级队伍迅速启动了应
急响应机制。镇应急队迅速分为多个5人小分队，
与忠良村应急队在小区域内协同作战，形成了“火
情侦察—隔离带开辟—火线压制”的全链条作战单
元。在演练过程中，队员们按照分工，迅速完成了
火场风向研判、开辟防火隔离带、多机配合扑打火
头等任务，并模拟了火势突变时的紧急撤离环节。
整个过程指挥有序、配合紧密，仅用20分钟就成
功控制了火情。

嘉禾县广发镇

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
（通讯员 陈璐 李梦湖） 清明时节，
苏仙区飞天山镇两江口瑶族村别具创
意，组织长鼓舞队以瑶族传统文化为
载体，精心编排了“清明三句半歌
谣”，通过极具特色的方式开展“移
风易俗·文明祭扫”宣传活动，弘扬
文明新风。

瑶族长鼓舞历史悠久，独具民
族魅力，是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瑰
宝。两江口瑶族村的长鼓舞队将长
鼓舞与三句半歌谣巧妙结合，创新
了宣传形式，令人耳目一新。“清明
时节雨纷纷，瑶乡祭祖情意深……”
队员们身着绚丽的瑶族传统服饰，
手持长鼓，边舞边唱，用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的瑶语三句半，向村
民传递文明祭扫的理念。这种新颖
的宣传方式，不仅展现了瑶族文化
的独特韵味，也让文明祭扫观念深
入人心。

村民黄军感慨地说：“以前宣
传移风易俗，都是发传单，比较枯
燥。这次瑶族长鼓舞队用我们自己
的语言和舞蹈宣传文明祭扫，我们
一下就记住了，感觉特别亲切。”

为让更多村民理解和接受文明
祭扫，长鼓舞队队员深入田间地
头、企业车间，面对面宣传。他
们用瑶语耐心讲解传统祭扫方式
中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行为对
环境的危害和可能引发的安全隐
患，倡导大家采用鲜花祭祀、植
树祭祀、网络祭祀等绿色环保的
方式缅怀先人。

近年来，苏仙区各镇、街道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立足本土特
色，创新宣传形式，通过送戏下乡、
理论微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大力倡导红白喜事简办、孝老爱亲、
厚养薄葬等文明新风。

苏 仙 区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新 风 尚

文明培育·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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