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淦璋 罗徽

又是一年好光景。

1 月 13 日，汝城县沙洲瑶族村

民俗广场，首届“幸福味道”年货节

正 在 进 行 。杀 年 猪 、打 糍 粑 、送 春

联，年味浓浓。

举办这场年货节，原本是为了

向游客展示村里的民俗风情、美食

和特色农产品，让村里人年前小赚

一笔。没想到，村民反而成了抢购

的“主力军”。

“刚刚花了 2000 元，把年货都

备齐了。”村民刘春香正在乐呵呵

地拾掇抢购来的十几斤土猪肉。

早 些 年 ，刘 春 香 的 姐 姐 嫁 进

村。看到她日子越过越红火，刘春

香也举家跟过来，在村里摆摊子，

卖特色农产品。

“2000 元 当 得 你 一 个 月 收 入

吧？”记者问。

“我摆摊子半个月的收入都不

止这些，现在村里挣钱的路子多，

摆摊子、种果子，帮村里干活都有

钱。”刘春香说，她去年摆摊收入 5

万多元，加上丈夫在外打工，全家

收入超过 10 万元。

“去年，我们种植特优水果 780 余亩，组织

村民开办民宿、农家乐、旅游商店等 48 家，摆放

摊位 135 个，全村人均纯收入 1.9 万元。”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谭诗华恰巧路

过。他说，村里还组织农家乐厨师、乡村旅游培

训班，现在全村“家家有产业、人人懂技术、户

户能增收。”

广场一旁，老支书朱小勇坐在家门口，叫

女儿给他上妆，准备在村里举行的春节联欢晚

会上登台献唱。

“真是老来俏，年轻时都没有见

过你这么打扮。”老伴在一旁打趣。

“ 你 天 天 打 扮 一 番 去 跳 广 场

舞，我可没说过你。”朱小勇笑着

“回敬”。

“去年，村里盘活土地、文旅资

源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倍 增 ，达 到

141.3 万 元 。早 些 年 ，我 当 支 书 那

会，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为了避

免“争执”升级，朱小勇赶紧转移话

题。他说，村里利用不断增长的集

体收入，帮全体村民代缴一半的城

乡居民医保费，为 60 岁以上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 300 元养老金，还经

常开展节日送礼、纾难解困等暖心

活动，让老年人不断分享幸福“红

利”。

“听说你们湖南日报的记者今

天会成为村里的荣誉村民，那就是

一家人，晚会结束后喝杯水酒庆贺

一下！”

“会有 14 人被授予荣誉村长

和荣誉村民。”沙洲瑶族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朱向群在一旁插话，

这当中包括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

记者王云娜、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

谭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总站

记者傅蕾、湖南卫视记者杨程等。

“那要都请过来喝一杯。”朱小勇快人快

语。

夜幕降临，晚会开始。沙洲第一片小的同

学们，用舞蹈《习爷爷是我们的大朋友》表达心

情；村民唱起瑶族《敬酒歌》喜迎八方来宾。还

有国家一级演员刘一祯现场演唱《半条被子》

《祖国永远是我家》。

“‘幸福新村’正在建，‘幸福食堂’马上办，幸

福生活天天有，美洋洋！”晚会上的“三句半”表

演，让沙洲村村民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更加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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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的三湘大地——

昼是火热的。工业企业向着生产“开门红”发

起冲刺，赶订单、抓生产、扩产能，全力以赴把疫

情耽误的进度抢回来。

夜是喧腾的。各类工地繁忙施工的灯光，与

市场消费强劲复苏的烟火，交织出一片灿烂夜

色，映照湖南人重启元气满满的生活。

抢抓与重启，全省工会组织全力予以支持和

帮助。

返还 3.04 亿元，帮助小微企业
走出困境

新年刚过，64299.5 元工会经费“原路返回”

长沙大道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账户。这家生产中高

端汽车发电机的“小巨人”企业正忙着赶工生产

和发放职工春节福利，意料之外的流动资金对企

业来说如同“及时雨”。

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尤为困难。为减

轻企业负担，我省出台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

策，月销售额未超过 15万元的小规模增值税纳税

人、符合相关规定的小微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享受全额返还工会经费。

“全省共返还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3.04 亿元，

省、市、县级总工会按比例返还。”省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0 年至 2022 年 8 月，省总工会分

三批全额预拨了 1.2 亿元，全面完成小微企业工

会经费返还省本级任务。考虑到部分市、县工会

配套返还资金压力较大，2022 年 9 月份，省总工

会追加 3000 万元返还企业。

3.04 亿元返还经费覆盖全省数万家小微企

业，助力创新创业主力群体走出困境。

一年投入 2200 余万元，“一户
一产业工人”培养见成效

迎峰度冬，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生

产繁忙。工人巡检时发现脱硫浆液循环泵振动过

大，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检修公司锅炉环保班技

术员何夏雄。经过细致查验，故障很快被排除。

“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何夏雄告诉记者，

是工会“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让他从一名

跟班学徒快速成长为专业技术工人。

2017 年 12 月，湖南省总工会印发《关于全省

深入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实施意

见》，要求各地将“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紧

密结合，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哪里的企业有需要，培训班就办到哪里。湖

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与所在地的工会组织联合

制定了办班的教学方案，利用周末时间开展检修

学徒培训，何夏雄参加了培训。“3个月系统培训，

企业技术类员工月度流失率从两年前 0.9%下降

至目前 0.3%以下，缓解了企业用工压力。”湖南华

润电力检修公司培训部门负责人谢艳芳说。

据省总工会统计，仅 2022 年，全省“一户一

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共投入培训资金 2200 余万

元，开办各类职业培训班 239 个，培训劳动力 2 万

余人次，帮助近 1.8 万名职工就业。

出资4.57亿元，促进消费加快复苏

2022 年下半年，株洲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

“小高峰”。株洲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商务和粮食部

门，开展“建宁有礼、乐购株洲”消费促进系列活

动，市民到指定地点购买家电，可获得消费补贴

等优惠。

“疫情发生以来，工会组织聚焦促消费，持续

开展系列帮扶拉动消费。”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何俊峰表示，2020 年、2021 年，各级工会按

规定组织劳模、职工、技术工人在省内疗养休养，

并积极组织工会会员开展观影、春秋游活动，不

断激发释放职工消费潜力。2022 年 6 月份开始，

我省全面铺开消费帮扶活动，工会是帮扶活动的

主要成员单位之一。

省总工会指导各地工会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各基层工会增加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份额；引

导各地工会组织职工会员到脱贫地区、对口帮扶

地区开展春游秋游活动，助推脱贫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引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消

费帮扶，优先购买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2020 年以来，我省各级工会累计出资 4.57

亿元，线上线下开展各类主题普惠活动促进消费

加快复苏，拉动全省农副产品、美食、影视、文旅

等消费。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欣然

邵阳市是“一村一辅警”的发源地，武冈又是

“一村一辅警”最早的试验田。作为武冈市公安局

迎春亭派出所石羊村的驻村辅警，熊大吉表示：

“我有责任和义务将‘一村一辅警’这块招牌擦得

更亮！”自从加入“一村一辅警”队伍以来，熊大吉

不管是风险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还是抗洪

抢险、扑救山火，哪里有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2023年 1月 10日，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这天，熊大吉获评 2022年湖南省“最美辅警”。

“拼命三郎”，熟悉村里每一户

2016年，回乡探亲的熊大吉听村支书说，武

冈市公安局要招录一批“一村一辅警”，从小就

有“警察梦”的熊大吉心动了，第一时间报了名。

经过笔试、面试、政审等一系列招考程序

后，2016 年 8 月，熊大吉正式成为武冈市石羊村

的一名驻村辅警。“穿上警服，那份骄傲油然而

生。”熊大吉至今都记得第一次穿上警服时，从

心底燃起的信念与自豪。

成为“一村一辅警”，就意味着要守护全村

百姓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尽管熊大吉是石

羊本村人，但因为此前常年在外地工作，他对

村里的情况并不太熟悉。

在任前统一培训中，教官告诉熊大吉，“一

村一辅警”就是要当好农村“八大员”，即严格

履行治安防范组织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情报

信息收集员、法律政策宣传员、便民利民服务

员、警务下沉联络员、交通安全协管员、乡村义

务消防员等职责。

“八大员”职责太多，不便记忆，熊大吉就

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精炼成两句话：熟悉情

况，解决问题。“什么都要管。”这是熊大吉对于

驻村辅警工作的理解，“怎么管？第一步就是迈

开步子，走进村民家中，熟悉情况。”

熊大吉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了解村子治安

状况、排查安全隐患。“熊大吉就是个拼命三

郎，在所里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迎春亭派

出所所长戴宝说。仅仅一个月，熊大吉就走访

了全村在家的 357 户村民，成为全所第一个完

成“三实”（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信

息采集的“一村一辅警”。

临危不惧，用生命守护村里人

2017 年夏天，石羊村相继有两位老人进山

采摘蘑菇时被虎头蜂夺去生命。一时间，村里

谈蜂色变，大家都不敢上山干活。恐惧笼罩着

整个村子，熊大吉见状，决定进山为民除毒蜂。

听闻消息，熊大吉的父母千方百计阻止他

进山，在武冈市工作的妻子也打来电话，让他

三思而行。面对家人的劝阻，熊大吉意志坚定：

“我到村里来当辅警，就是来维护村里的治安，

保证村民的安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熊大吉自掏腰包买了几套防蜂服，成立除

蜂队。没有经验，他和队友就在网上找资料、看

视频，学习如何找蜂窝、除蜂巢？连续三个月，

熊大吉在工作之余，带领除蜂队一头扎进茫茫

大山里，顶着炎炎烈日，围剿蜂巢。

最终，熊大吉带领除蜂队成功端掉 56 个虎

头蜂巢，最大的一个有 15 斤重，彻底清除埋在

村民上山路上的“定时炸弹”。

石羊村依山傍水，一条河流穿村而过。夏

季是溺水事故多发的季节，每到夏天，熊大吉

都会走家串户，对家里有小孩的村户进行防溺

水安全教育。

除了驻村辅警，熊大吉还有一个重要身份——

省人大代表。他告诉记者，今年省两会，他将重

点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和违法犯罪预

防等问题。

对未成年人的关注，来自熊大吉作为“一

村一辅警”长期的观察和感受。他说，由于父母

不在身边，很多留守儿童没能得到正确引导，

很容易误入歧途。他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参与到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法治宣传上来，为留

守儿童提供健康成长环境。

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连百家

心。“我始终把让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最大追

求。”这是熊大吉作为“一村一辅警”的初心，也

是他的担当和责任。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铭俊 通讯员 蒋凯 杨俊卿

1 月 13 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望着即将出院的 94 岁的王爷爷，家属们

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2022 年 12 月 26 日起，该科迎来就诊高峰，相

继收治病人 128 名，其中 105 位是新冠重症患者。

通过中西医结合全力救治，目前，该院 80%的

患者已顺利出院，平均住院时间 10 天，救治情况令

人振奋。

94岁的王爷爷要回家过年了

1 月 2 日，在家高烧数日的王爷爷被家人紧急

送到医院。他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仅有 83，经查

肺部炎症较重，白色影像区域面积达 40%，且伴有

肾功能不全、脑梗、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并伴感染性

休克。

时间不等人！使用抗病毒、消炎、止咳、抗凝药

物；行俯卧位通气治疗；补充营养，增加蛋白质摄

入……积极、标准化的科学救治马上介入。

但难题也紧随而来。“王爷爷吃不下东西，连

药都吞不进去。”

九病区中医科与呼吸内科联合病房护士长李

碧艳介绍，医务人员一边做好管饲给药准备，一边

与家属商讨，耐心地与患者讲解，最终家属在医务

人员的指导下，将药物一点点研磨，溶解于温水

中，一勺勺喂给了王爷爷。

两天后，王爷爷厌食情况得以改善，可以自主

进食了。

“医务人员关心着老人家一点一滴的动态，每天

查房都好几次。”王爷爷家属介绍，老人家年岁太高，

不能行俯卧位通气，便在医生指导下采用高侧卧位，

从开始每次只能坚持 10多分钟，到 2小时，再到每天

数次长时间治疗，王爷爷的病情一天天好转。

1 月 12 日，经 CT 复查，王爷爷肺部炎症较之

前吸收明显；吸氧状况下，血氧饱和度达到 95；老

人家胃口不错，每天要吃下两大碗蛋白粉。

“准备回家过年去了！”家属守在病床边，带着

王爷爷进行稳定治疗。很快，他们就可以出院了。

应对感染高峰，八成患者出院

“向时间要效率，向黑夜要白天。”湘雅三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孟婕介绍，最要紧的是

赢得窗口期，在患者机体自我恢复前，让病情尽早

稳定，不至于急转直下。

2022 年 12 月 26 日起，湘雅三医院每日急诊数

由 300 人次骤升至 800 人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70 张普通病床瞬时收满。全院各科室开始打破原

有专科限制，全面收治新冠感染患者。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对口全院内科，感染科

对口全院外科，重症医学科集中收治最危重患者。

这 3 个科分别负责对全院相关科室进行救治指导，

专家们到病房为病人拍背、吸痰。

就诊高峰期，72 岁的重症患者张爷爷没能用

上高流量吸氧设备，中医科副主任朱宏为他进行

中西医结合治疗。

遵循益气养阴、止咳化痰、清肺排毒的大原

则，依据患者的症状与体质，实现一人一方——考

虑患者顽痰多淤积在下肺，不易咳出，便在药方中

加止咳化痰效果明显的药材；考虑到患者淋巴细

胞值较低、痰黏干渴乏力、后期存在气阴两伤的症

状，便将西洋参、黄芪加上。同时，予以穴位敷贴、

艾灸等中医特色治疗。

“人舒服多了，真是多亏了大夫们。”10 天后，

张爷爷肺部大面积白色絮状影像区域明显吸收。

1 月 11 日早上 7 时 30 分，湘雅三医院每周三早

上举行的新冠医疗救治培训会如约开启。孟婕对

如何救治重症患者等进行了讲解。

她为演讲取名“收官之战”。在这波感染高峰中，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患者，八成已经出院。跟

进尚未出院患者的救治，积极收治下级转诊患者，孟

婕自信地说：“保证生命的延续，我们能行！”

科学防疫 守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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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一方百姓 护一方平安
——记“最美辅警”、武冈市公安局迎春亭派出所石羊村

驻村辅警熊大吉
湖南日报 1月 14日讯

（全媒体记者 肖祖华 通讯

员 王曲波 全睿）省药品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今天透露，

该局已下发文件，将通过对

疫情防控药品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的专项监督检查、飞

行检查、驻厂监督等，筑牢

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医疗器

械质量安全防线，推动“年

关守护”行动落地见效。

该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将选取 15 家新冠病毒检测

试剂、医用防护口罩、呼吸

机、血氧仪、制氧机等产品

生产企业，实行驻厂重点监

督 和 一 对 一 服 务 ；同 时 对

72 家 新 冠 病 毒 检 测 试 剂 、

医用防护口罩生产企业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对产品抽

检不合格多、涉举报投诉以

及监督检查问题多的 5 家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飞

行检查。目前，全省已组织

18 个 检 查 组 ，派 出 检 查 员

135 人次，完成对 65 家企业

的检查，排查风险隐患 120

余个，责令停产整改 5 家。

同时，省药品监管局还

将通过查打结合一体推进，

重点对企业是否无证生产、

是否在未经许可的场地生

产、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正常

运行、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生

产场地是否挪作他用等情况

进行检查。

下阶段，该局将聚焦防控政策调整后

的消费热点产品和供需矛盾，做好疫情防

控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和促产保供工

作，对防疫药械行政许可申请开辟绿色通

道，在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随到随审、快

审快批。

纾困“稳大盘”注入“工力量”
——我省各级工会助推经济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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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生命的延续，我们能行”
——湘雅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救治患者纪实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

今天，省林业局发布消息，我省永定区石长溪

国有林场、宁远县九嶷山国有林场、临武县西

山国有林场等 3 家林场获评 2022 年度全国“十

佳林场”。

全国“十佳林场”评选活动由中国林场协

会举办，每年举办一次，旨在表彰全国各地在

森林经营、护林防火、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科

技兴林、改革管理等方面有突出业绩的林场，

助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发展。

2022 年，全国共有 4855 家国有林场参加评

选。经中国林场协会实地考察和相关专家评

审，44 家国有林场被评为全国“十佳林场”。

其中，我省永定区石长溪国有林场地处张

家界市永定区西南部，是我省杉木速生丰产林

基地之一，森林覆盖率达 93%。近年来，林场坚

持“营林为本、生态优先、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森林后备资源充足，形成生机盎然的景象。

宁远县九嶷山国有林场始建于 1958 年，地

处南岭山脉萌渚岭北坡，经营管护面积 15.2 万

亩，累计造林面积 5.22 万亩。近年，该林场积极

参与我省省级林木采种基地、战略储备林基地

等建设，全场活立木总蓄积量 78 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 97.52%，其中，林场内的香杉、石枞

和斑竹被誉为“九疑三宝”。

临武县西山国有林场地处湘粤边境九嶷山

支脉东段，是我省推进国有林场改革、加大国有

林场建设力度、促进转型发展的典型之一。通过

加快推进生态治理、增进绿色惠民，林场林分质

量和森林景观质量不断改善，森林蓄积量稳步

增长，成功创造了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临武样

板”。

全国“十佳林场”，湖南夺得三席

今年全省十大
技术攻关项目公布

高新创投两项目入选

湖南日报1月14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黄旻）2023 年湖南省十大技术攻关

项目今天在长沙公布，湖南高新创投集团

独占其二，分别是其旗下湖南天创精工牵

头的超精密加工装备、湖南稀土金属材料

研究院牵头的高纯稀土金属靶材。

十大项目中，其余 8 个项目为算力网络

构建、8 英寸 SiC 外延装备、深远海超大功

率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北斗时空安全

装备产业化应用、氢燃料动力工程机械整

车工程化、水稻耐盐碱和耐极端高低温新

品种、丘陵山地适用高效智能农机、动力电

池高值循环利用。

超精密加工装备项目的目标是突破以

超精密机床及关键部件为代表的超精密加

工技术，弥补湖南在先进制造领域超精密

制造之不足，促进湖南在光电探测、机床超

精密基础部件、精密数控技术和高端光学

加工技术等方面的发展。

高纯稀土靶材项目将开展高纯金属钪

及铝钪合金靶材制备技术攻关，有效突破

国外技术封锁，解决我国 5G 通信领域关键

原材料问题，推动我国稀土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稀土材料的高价值利用。

——最美的风景

走基层走基层

2022 “最美湘警”
科技助力增收

1月 12日，衡东县三樟镇，椒农在大棚采摘黄贡椒，供应春节市场。近年，衡东县通过推广黄

贡椒秋延过冬、错季分批种植技术，建设智能温控大棚，引进自动播种机等方式，推动黄贡椒成为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肖亚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