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播报

华声大美张家界A28
2014.11.11��星期二

元帅故里 人杰地灵
洪家关是贺龙元帅的故乡，又

是革命老根据地。1928年，贺龙回
桑植，相继建立湘鄂西和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洪家
关一直是区、 乡治所。1952年，设
洪家关乡。1984年，成立洪家关白
族乡。 这里已成为全国30条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之一，全国100个红
色旅游经典景点之一，“全国民族
体育先进乡”。

洪家关物华天宝， 英才辈出。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涌现出了一
大批仁人志士、革命英烈。当代，还
有贺捷生、贺邦靖、贺晓明、贺黎
明、 贺兴洲等贺龙家族的后代，在
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民族光辉 普照大地
洪家关白族乡作为一个民族

乡镇，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
下，享受了少数民族许多的优惠待
遇。

据不完全统计，白族乡成立30
年来，先后争取到少数民族扶持资
金3000多万元， 争取到民族扶持
项目30多个。 大大加强了乡村道

路、水利设施、人畜饮水、农村用电
等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人
民生产生活条件。

基础设施 今非昔比
近几年来，洪家关白族乡基础

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与30年前相
比，有天壤之别。1984年，全乡只
有3个村通公路，公路总里程只有
23公里，现在全乡所有村和95%的
村民小组通了硬化的公路，总里程
达300多公里，相当于1984年的13
倍。现在，全乡村村架设了高压电，
新增了大容量的变压器，实现了户
户通电。1984年，全乡没有一处人
畜饮水工程，40%的村民饮水困
难；1994年，投资1000多万，建设
了日产水500吨的中心水厂，覆盖
14个村、 解决了11000人饮水问
题。 全乡有2.2万多人口用上了安
全卫生的自来水。

此外，还新建了学校、医院、纪
念馆、 村级活动中心等30多处社
会公益性建筑。

教育卫生 焕然一新
贺龙元帅生前有一个愿望，

就是在家乡“建一所像样的学校

和医院。”如今，贺帅的愿望实现
了。30年前的洪家关公社中学已
经正式命名为“贺龙中学”，教学
楼、科技楼、实验楼、学生宿舍、
食堂，一应俱全，是湖南省30所
名人名校之一、中国区域课改实
验样板学校、湖南省现代教育技
术实验学校、 张家界市示范高
中。洪家关中心小学命名为“贺
龙红军小学”，不仅校舍、设备、
师资等办学条件优越，而且办学
成绩突出。

乡卫生院1984年仅有医务人
员21人，病床20张。现在有医务
人员35人（含本科、专科学历19
人；执业医师、护师、护士、药师
18人），设置开放病床39张，总建
筑面积5000平方米，成为全县设
备先进、功能齐全、技术力量雄
厚的乡镇卫生院之一。村级卫生
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全乡25个
村中多数村有了卫生室，有村医
20名。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
很大改善。

产业建设 富民富乡
洪家关白族乡狠抓产业建设，

因地制宜，发挥本地特色，按照“区

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
营”的思路，结合乡域现有的产业
基础，实施重点突破。

从2013年开始， 将全乡产业
划为四个片。一是以南岔、小河口、
李家坪、化香峪峪等四个村为主的
蔬菜产业片区。 二是以实竹坪、七
湾、云丰等三个村为主的苗木花卉
种植片区。三是以洪家关、龙凤塔、
枫坪、银杏塔为主的柑橘种植片区
和养殖区。四是以泉峪、胜龙、余田
坪为主的油茶种植片区，已栽种油
茶3300亩。

第三产业也从无到有，来势喜
人。全乡涌现了一批产业建设的专
业户、经营大户，成为农村致富的
带头人。

生活水平 蒸蒸日上
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产业项

目的逐渐形成，更因为党的富民政
策的不断落实，洪家关白族乡各族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居住条件看 ，1978年至
1984年， 全乡只建新房446栋、

1379间，多数是一层的砖瓦平房。
现在，全乡有80%的农户建了两层
以上的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其中还
有不少是设计新颖、造型美观的欧
式别墅。从出行情况看，1984年全
乡只有4辆公用的机动车，农民只
有226辆自行车。现在全乡私家汽
车有3000多辆， 其中南岔村平均
每千人拥有42辆机动车。 再从生
活日用品看，1984年，全乡没有一
部私人电话。现在全乡农民有手机
1万多部，家家有彩电，冰箱、空调、
太阳能热水器的入户率达到30%
以上。

发展远景 振奋人心
2014年是洪家关白族乡“社

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发展之年，新
农村建设得到各级单位大力支持。
从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产业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等工程着力，力争在
五年时间内把洪家关白族乡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范、全
面小康典范、 国家精准扶贫示范、
国家AAAA景区。

帅乡巨变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30年发展纪实

●洪家关白族乡，位于桑植县城北十三公里处，全乡总面积94.4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78.8%。辖25个行
政村、240个村民小组、6781户、25837人，有白族、土家族、壮族、汉族等民族，其中白族占70%。这里地势雄伟，
风景秀丽。

●1984年9月28日，洪家关白族乡成立。30年来，这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山川更加秀美，村庄更加
兴旺，人民更加幸福。到处是一派莺歌燕舞、龙腾虎跃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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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于2000年成立， 原为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 实行省以下垂管，2004
年更名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0年实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为
政府工作部门，主要担负全市餐饮
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
器械（简称“四品一械”）质量安全监
管职能职责。2014年底新一轮政府
机构改革后， 将整合食品生产、流
通及酒类监管职能。 自组建以来，
该局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荣誉不
断。 特别是2008年1月被国家人社
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授
予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并连续多年
荣获省、市多项先进单位殊荣。

2013年11月， 该局新的一届
领导班子到位后，提出了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市食品药品监管工
作的“1266行动计划”总体思路，
即：确定了全力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的1个奋斗目标，启动了2个体系提
质升级工程：一是着力建设旅游特
色的食品药品市场体系，让游客通
过电子地图进行安全消费、知情消
费、自助消费，打造成为国内外知
名的“舌尖上的张家界”；二是着力
构建层级管理网络、 智能监管网
络、检验检测网络“三位一体”的执
法监管体系，实现信息化、电子化、
数字化的“智慧”监管。明确了抓好
市场培育、依法行政、日常监管、专
项稽查、外宣外联、应急处置等6项

重点工作；提出了思想保障、组织
保障、人才保障、规划保障、制度保
障、后勤保障等6项保障措施。

实施“1266”行动计划以后，全市
食品药品监管进入了“弯道超车”的
快速发展时期。 市场体系建设得到
规范和完善， 食品药品市场宏观管
理规划的前期工作正有序进行，得
到市里主要领导的肯定和批示；以
贯彻落实新版GMP、GSP《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 和建立健全示范创
建、量化分级管理、公示制度等长效
机制为突破口， 规范食品药品企业
生产经营行为，促进市场有序发展。
监管体系的建设得到有效优化和推
进。 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建设项目将
于今年底破土动工， 建成后将成为
武陵山片区一流的检验实验室。优
化内部管理机制， 实行全员绩效考
核，对市、区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事
权进行了依法合理划分， 行业管理
逐步得到强化， 行政执行力得到提
升。 特别是通过实施食品药品放心
工程、 大力开展专项稽查与专项整
治、 实行双休日应急值守和节假日
安全巡查应急值守、 不断强化技术
支撑体系建设等得力措施， 全市未
发生重大源发性饮食用药安全事故
和旅游餐饮纠纷事件， 法定节假日
和高考期间实现了“四品一械”质
量安全零纠纷、零事故，有效保障
了全市人民和来张家界游客饮食
用药安全。

张家界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始建于1989年，原为大庸市药品
监督检验所，2011年更名为市食
品药品检验所，为张家界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副处级事
业单位。毛国华同志现任该所党
支部书记、所长。主要职责是依
法承担辖区内药品质量抽查检
验、委托检验，同时还承担食品、
化妆品、一次性医疗器械等产品
的检验工作。 现有干部职工18
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
2人。拥有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
色谱仪等精密分析仪器120多台
（套），总价值达500多万元，并新
装了检验标准操作台（柜）、无菌
室等规范化的检测设施。于2011
年、2014年先后两次通过技术监
督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获得了
资质认定证书， 已具备食品、药
品等5大类435个项目的检测能
力。

2013年，张家界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新的领导班子到任后，全
面推进“四加一”工程，加强内部
管理，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外部
协调，推动开门办所；加强科技
创新，提升检测水平；加强基础
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努力把该
所建设成为武陵山片区一流水
平的检验机构，立足在全省处于
领先地位。

全面推进“四加一”工程
提升食品药品检验水平

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大楼。

团结务实的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左三为党组书
记、局长王江华，右三为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焕友，左二为党组成员、副局
长贾祖平，右二为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祥斌，左一为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湘慈，右一为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刘建壮。

实施“1266”行动计划
推动监管事业提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