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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晒丰收，正是一年最美时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南主题活动凤凰举行 去年我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3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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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2日讯 企业的发
展、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需要
用空间来保障。记者今日从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湖南出台了《关于建立全
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标志着我省全面构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根据时间安排，到2020年，
要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 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 基本完成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拟订市
县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大
纲， 同步推进乡镇国土空间规
划试点和“多规合一”实用性村
庄规划试点， 开展相关专项规
划编制， 初步形成全省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到2025年， 实现各级和各
类规划“全覆盖”，健全国土空间
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
系； 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

警和绩效考核机制； 形成以国
土空间规划为基础， 以统一用
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制度。

到2035年， 全面提升国土
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 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
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
空间格局。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构建湖南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今年初步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9月22日，秋分，也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南主题活动在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
启动， 从全省各地赶来的农民代表们欢聚一堂，载
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

丰富“节目单”，欢乐庆丰收

据悉，本次活动以“主会场+
分会场”“主体活动+系列活动”的
“双加”形式举行，除了位于菖蒲塘
村的主会场和四个连线分会场外，
庆祝活动还从“丰收事”“开心颜”
“直播秀”“调研说” 等角度展开四
场配套活动，层层递进，为丰收节
的成功举办营造浓厚热烈的社会
氛围。

记者现场看到，在菖蒲塘村村
部的主舞台两侧， 摆满了南瓜、冬
瓜、玉米、猕猴桃、西红柿等瓜果，
彰显丰收主题。观众席上，我省评
选出的20位优秀农民代表以及网
络销售达人，被安排坐在了最显眼
的位置，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看着各地丰收的喜庆场面，来
自安仁县的十佳农民李敦贵喜笑
颜开。 作为当地水稻种植大户，他
先后发动51个村民创建合作社，
种植了3000多亩水稻， 带动当地
400户农户脱贫致富。

去年我省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5395元

观众席左侧，菖蒲塘村女子嫁
接队的20名队员代表既激动又兴
奋。女子嫁接队是菖蒲塘村的独家
“兵种”。 女子通常比大老爷们心
细、手巧，所以嫁接苗木技高一筹。
田香群带领的这支“娘子军”，由最
初几十人壮大到了两三百人，早期
只活跃于周边村镇，现在足迹已经
遍布川渝云贵，一年创收就有800
多万元。

菖蒲塘村距离凤凰古城7公
里，是一个土家族小村落，也是凤
凰县有名的贫困村。 上世纪80至
90年代，因自然条件限制，村民仅
靠种植水稻、玉米度日，人均收入
约600元人民币，90%农户住的是
石头房和土砖房。

如今， 家家户户门口都是果
园， 水果种植面积达到5844亩，
90%以上的农户都建起了“小洋
房”……

菖蒲塘是我省农村小康的一
个缩影。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
年，湖南粮食产量稳定在300亿公
斤左右，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0060元提高到15395元。

今年湖南夏粮面积、
总产量、亩产量实现“三连增”

今年， 湖南克服疫情对农业
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51个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断推进，三个“百千万”工程
深入实施，“六大强农” 行动大力
开展， 大批优势特色千亿产业迈
上了新的台阶。

据国家统计局公告， 今年湖
南夏收粮食面积159.5万亩，比上
年增加5.9万亩；总产量43.1万吨，
比上年增加了1.8万吨。湖南的夏
粮面积、总产量、亩产量实现“三
连增”。

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566元，同比增长了5.9%，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2.2个百分点。

活动现场，在场领导还为“第
二届湖南省十大农产品网络达人”
和2020年度湖南省“十佳农民”颁
奖， 他们每人将获得50万元的信
贷支持。

获得2020年“湖南省十佳农
民”的分别是：朱登云、夏腾、董敏
芳、余小龙、廖道君、陈见林、王丽
云、李昌瑞、李敦贵、屈光荣。

李赞、廖凡、刘永红、段爱梅、
黄萍、许争鸣、康绍勇、周文、余小
龙、刘易战十人获得第二届湖南省
十大农产品网络销售达人称号。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王章萍

“我的房子周边有没有学校、
公园、 健身房”“楼栋间的距离隔
多远才符合规划”“想在居住空间
内看见宽广场大马路”……

这些与群众的衣食住行、百
姓安居乐业密切相关的问题，都
能用空间规划来回答和保障。

“国土空间规划与老百姓息
息相关。”省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
局局长覃佐彦告诉记者， 在国土
空间规划时， 会按照宜居适度的

总要求，对住房、教育、医疗、养
老、健身等提出明确要求，设定相
关约束性指标， 并层层传导至详
细规划， 将来各种开发建设必须
满足这些约束性要求。

此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坚
持“开门规划”“阳光规划”，特别
强调公众参与， 实实在在地倾听
老百姓的诉求， 充分保证老百姓
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不仅如此，在规划实施和监

管过程，我省将严格维护规划的
法定权威性、实施严格的用途管
制制度、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在规
划监管中的作用，确保“一本规
划、一张蓝图”干到底。

目前，为做好总规划与分规
划的有效衔接， 我省正积极推进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大力推进
多测整合和多验合一， 实现了项
目审批办理时间显著压缩减少。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9月22日，凤
凰县苗族鼓手们
带来的开场鼓舞
《湘遇丰收节》力
道十足，展示了湖
南人民对土地最
原始的热爱和最
质朴的情怀。
记者 李成辉 摄

评
论

9月21日， 国家体育总局和教
育部联合印发通知， 提出将体育
科目纳入初、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范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科学确
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启动体育素
养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9
月21日 中新网）

此次印发的通知亮点颇多，
最为瞩目的无疑是“将体育科目
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及启动体育素
养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究”这
一系列改革性举措。可以说，这对
于我国的体育教学将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改革。

中小学的体育教学以及青少
年的身体素质， 是这些年来人们
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们先来
看一组数据： 中国青少年体质连
续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
以及耐力等各项身体素质全面下
滑； 在全国中小学中， 近视眼和
肥胖的比例仍不断上升。 值得一
提的是，7至17岁中国男孩的平均
身高比日本同龄男孩矮了2.54厘
米……

在这组数据的背后， 是中国
青少年智力开发越来越多， 灵敏
素质越来越弱的现实问题。 造成
这一问题的自然是中国青少年体

育锻炼缺乏的原因。 而原因的原
因，又是文化课业负担太重，且占
用时间太多。调查显示，我国中小
学生平均每天写作业达3小时，青
少年睡眠不足 8小时的占比达
62.9%，巨大的课业压力之下，体育
锻炼根本无法实施。

体育课无疑在学生的体育锻
炼中占有重要位置， 但体育课却
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尴尬处境———
实际教学中， 被其他学科挪用或
挤占。 之所以“保证体育课的时
间”总是成为空喊，皆因在应试的
这支“指挥棒”之下，一切都得为
文化成绩让位， 于是体育也毫不

例外地成了“鸡肋”。然而实际上，
学生的身体素质在未来的竞争中
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课至
上主义”培养出来的“高分低能”、
军训中的“晕菜”，都让我们看到
了体育锻炼实践不足的后果。如
何让“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不沦
为空喊， 这次改革可谓是与实际
进行了最好的结合———将体育成
绩纳入“应试”范畴。

这样一来， 便可使目前的诸
多问题迎刃而解： 譬如体育课经
常被其他学科“挪用” 挤占的问
题；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的问题；体
育师资缺口的问题； 家庭与学校

配合培养督促青少年进行体育锻
炼的问题，等等。事实上也确实如
此， 通知中对这些问题均一一提
出了解决目标和办法， 以确保其
可行性。 这也体现出了通知的最
终目的，那便是让“野蛮其体魄，
文明其精神”真正达到并重，不让
中国的青少年“跛足发展”。

毛主席早就说过“身体是革
命的本钱”。“娇喘微微， 泪光点
点” 的林黛玉不能成为现代青少
年的“镜像”，让身体强健起来，成
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才能迎接
今后的各种挑战。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为体育纳入升学计分科目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