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为应对 7

月以来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旱

情对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财政部积极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研

究，26 日紧急通过中央预备费安排农业

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00 亿元，支持各地

做好抗旱救灾、秋粮防灾稳产、保障群众

饮水安全等相关工作。

其中，安排水利抗旱救灾资金 65 亿

元，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水利调水、增打机

井、兴建救灾所需抗旱水源，重点保障群

众饮水及农业灌溉用水等。安排农业抗

旱保秋粮生产资金 35 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受灾农户购买燃油、农药、种子等农业

生 产 恢 复 所 需 物 资 ；同 时 ，对 喷 施 叶 面

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菌杀虫剂等提高

农作物抗旱性的混合药剂给予补助，防

范旱情发展蔓延，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财政部紧急安排中央预备费100亿元

支持做好抗旱保秋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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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蓉

16.5 万人！这是湖南教育考试院 8 月 24 日

公布的我省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

录取的新生人数。相比 2021 年，足足增加了

3.38 万人！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

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省职业教育

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技能成才之路吸引高分考生

“高考失利读大专”，曾让许多高考学子

“意难平”。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观念正在

悄然改变。尤其是今年，更多高分考生主动选

择了报考高职。

邵阳历史类考生王俊菁今年高考成绩为

480 分，超过历史类本科线 29 分，但她却选择

报考了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移动互联应用

技术专业。“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学校和专业，

虽然不是本科，但能学一技之长，将来也能有

一个很好的出路。”王俊菁说，自己的选择也

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大家都觉得读高职既

能学技术，也不影响专升本、升研究生，一举

多得，蛮好的。”

“今年我们学校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大幅

上涨，其中福建省物理类分数线较去年提高

了 148 分，这说明学校对高考生的吸引力大大

增强。”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

长史景锋介绍。

这并不是个例。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今年高考招生录取 3500 人，其中面向湖南高

考生招收的军士类（物理）有 570 人，本科线以

上的考生达 215 人，占比 37.72%；普通类（物

理）招生 192 人，本科线以上的考生 156 人，占

比更是高达 81.25%。

怀 化 市 考 生 韩 福 林 从 小 就 向 往 军 营 生

活，高三就把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定为自

己的高考目标，想通过军士类招生实现自己

的军营梦。今年，他以物理类 472 分的高分被

该校应用电子技术（火箭军）专业录取，“非常

期待我的大学生活，我一定好好学习技能技

术，实现技能强军梦想。”

“从近年来高职院校的高考招生和单独

招生录取结果来看，越来越多的学生自主选

择了读高职院校。”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江清认为，

得益于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及国家为推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

件，特别是职业院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

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

机会的政策，让考生和家长看到了职业教育

的广阔前景。

高就业率成为高吸引力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今年高考招生录

取 4812 人(省内 3648 人、省外 1164 人)，其中超

本科线考生达到 3044 人 (省内 2584 人、省外

460 人)，占比超过 63%，比去年多了 1315 人。

记者了解到，高分考生更青睐王牌专业，

大多选择报考民政服务与管理、现代殡葬技

术与管理、心理咨询、护理、大数据与会计、视

觉传达设计、传播与策划等专业。

这些王牌专业不仅师资力量强大，就业

率也持续处在高位。“视觉传达设计行业一直

是社会热门行业。”该校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徐

瑜介绍，学校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是拟升本

专业之一，已与多个知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建立了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地，毕业生很

紧俏，今年虽然就业形势严峻，但就业率仍然

高达 95.39%。

该校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2022 届毕

业生陈晓童目前已成功入职佛山市高明区殡

仪馆。“当初就是冲着这个专业的高就业率入

读的，大学三年受益良多，专业主持、业务洽

谈等专业技能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陈晓童

说，自己毕业时有 100 多家对口单位和企业前

来招揽人才，自己也接到了 10 多份入职邀请，

“目前我在单位业务部门从事业务洽谈工作，

好好干年薪 10 万+不是梦。”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招生人数为

5170 人，较去年增加了近 500 人。其中，数控技

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工程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等 8 个专业的物理类投档线均超过了

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这些专业的就业形势都非常好，近三年

来虽有疫情影响，但这些专业初次就业率也

都超过了 90%。”该校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喻品

风介绍，学校积极适应湖南职业教育发展的

需求，依托我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契机，不断

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培养的技能人才深受制造类企业欢迎。

以 450 分高分入读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的 2022 届毕业生肖杰，以出色的技能水平

成功入职中联重科智能制造现场工程师职

位。“我们这一批入职新员工有研究生，有本

科生，也有高职生，公司对同一职位的员工待

遇也无差别，这也让我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更

有信心。好好干，高职生也能有精彩的职业生

涯。”肖杰表示。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对口就业率、

本地就业率以及到规模以上企业就业率近年

来持续处于高位，这恰好是因为高职办学水

平不断提升带来了人们满意的就业期盼。”王

江清认为，长期以来，湖南建立和完善了职业

教育质量管理体系，有效促进了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质量提升，这无疑将会吸引更多的学

生就读职业院校，也将进一步为湖南全面落

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提供坚实

的技能人才支撑。

湖南日报 8月 26日讯（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夏建敏 马力）今 天 ，

2022 年二季度“湖南好人榜”在武冈市

揭 晓，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的 60 人（组）

入选。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明办主办，湖

南文明网、邵阳市委宣传部、邵阳市文明

办，武冈市委、市政府等单位共同举办。

上榜的“湖南好人”有普通农民、退休老

师（干部）、退役军人、外卖员等，他们大

多来自基层、扎根基层，用平凡的善举引

领社会新风尚。“中国好人”肖剑锋、刘红

辉为二季度“湖南好人”代表颁发证书，

赠送传家宝。

活动通过视频短片、互动访谈、原创

文艺节目等方式，分别展现“湖南好人·

最美环境保护者”陈福兰、敬业奉献“湖

南好人”周孝文、助人为乐“湖南好人”郑

亚明、诚实守信“湖南好人”彭子文和孝

老爱亲“湖南好人”唐爱珍的感人事迹。

现场，一个个普通却不平凡的故事，夹杂

着观众的欢笑、泪水与掌声，用接地气、

有温度、真实具体的好人好事传递人间

真情大爱，引领文明道德新风。

“好人故事让我备受鼓舞。我要向他

们学习，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

‘中国好人’，争当时代新人。”武冈市第

二中学志愿者毛昊翔说。

据了解，上榜 2022 年二季度“湖南好

人榜”的 60 人（组）好人，共收到群众和

网友点赞评议 62.27 万次，页面访问量达

67.57 万人次。他们的善行义举，激励着更多人传承榜样

力量，弘扬文明风尚。

活动最后，武冈市相关负责人将“湖南好人”主题

旗帜递交给醴陵市代表。2022 年三季度“湖南好人榜”

将在醴陵市揭晓。

当晚还举行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

人”李培生、胡晓春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邀请邵阳籍

“中国好人”肖剑锋、刘红辉及二季度“湖南好人”代表

邓桂香、胡元明等好人集聚一堂，共同学习交流，发挥

好人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 ▲（上接1版①）

发 展 食 用 菌 ，冷 库 是 标 配 。老 贺 告 诉 记

者，过去没有冷库，只能小打小闹，不敢扩大

规模。鲜菇价格时涨时跌，有时行情太差，没

人收购，只好用来喂鱼。近两年，在项目支持

下，他新建两个冷库，库容达到 170 立方米。冷

库刚建好，他便立即流转了 28 亩地，扩大蘑菇

种植规模。

“ 今 年 春 季 出 菇 ，最 多 一 天 产 量 接 近 4

吨。”贺秀华说。5 月 10 日前后，出菇达到高峰，

市场价每公斤不到 2 元，他就把鲜菇放进冷

库。几天后行情转好，每公斤达到 5 元，抓紧出

货。贺秀华掰指一算，依托冷库错峰销售，仅

春季蘑菇就增收 4 万多元。

近两年，贺铺村新建冷库 55 个，库容 4000

多立方米，全村蘑菇基地从 100 多亩扩大到

580 亩。

而在澧县，当地果农依托田间冷库，同样采

取错峰销售，阳光玫瑰洒下增收致富的“阳光”。

人见人爱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面积快

速扩张，价格开始走低。去年，阳光玫瑰葡萄

批发价每 500 克跌至 8.5 元。澧县农源葡萄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熊斌动员大家，采摘阳光玫

瑰存放冷库，两个月后赶在元旦节销售，每

500 克批发价上涨至 12 元。

“10 万公斤阳光玫瑰，错峰销售赚了 70 万

元。”熊斌高兴地说，冷库投入一年回本，富民

工程温暖人心。

辐射更广 品牌更响

汉寿县围堤湖乡，沅水环绕、土质肥沃。

一方好水土，使这里成为了全省最大的“菜篮

子”基地。

每天，100 余吨新鲜蔬菜从围堤湖出发，

带着“身份证”，坐上冷链物流车，运往北京新

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作为“湘菜进京”基地县，汉寿县围绕蔬

菜基地布局冷库。围堤湖蔬菜基地周边，遍布

40 多个冷库。近两年，县里支持合作社联手建

大冷库，集约节约用地。

打造冷链项目，县里特批 35 亩荒地，组织

汉美、永鑫、诚盟等 6 家蔬菜合作社，投入 2000

多万元，项目补贴到位 400 万元，建起 2 万立

方米的冷库，完善冷链链条。围堤湖蔬菜从田

间到市场，全程冷链不掉链。

“有了大冷库，汉寿蔬菜走天下。”圣同农

业公司董事长孙正初打开冷库，堆满了各种

蔬菜。他介绍，刚采摘的小白菜、辣椒、茄子、

苦瓜，进入冷库，水分和热量会散去一部分，

这个过程叫“打冷”。

蔬菜打冷后，由冷藏车保鲜运输，围堤湖

蔬菜八成以上走冷链销往北京、广州、长沙。

车来车往，货如轮转。在汝城县马桥镇小

黄姜冷链集散中心，广东、上海、浙江的客商

争相前来，只为一种调味料——小黄姜。

“小黄姜，能量大。”汝城县生姜协会会长

朱万兵说，小黄姜最早走俏广州，因为辣味

浓，与海鲜搭配风味绝佳，近两年迅速蹿红上

海、浙江等沿海市场。

汝城县今年种植小黄姜 6 万多亩，产量逾

10万吨。过去，小黄姜都是“窖储”，营销商贩上

门收购，逐户讲价逐户成交，费时费力费成本。

2020 年，县里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设施建设项目，支持生姜协会成立营销公司，

在小黄姜核心产区马桥镇统一租赁地皮，动

员 7 家合作社集中建起 1 万立方米的冷库，可

储存生姜 6000 吨。

集中建库，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洼地效

应”。外地姜贩到此收姜，镇上农户送姜到此，

营销公司搞好服务，销售旺季每天冷链外销小

黄姜 20万公斤以上，姜农每亩增收 2000多元。

产销对接 调优结构

“近两年，永顺猕猴桃赚钱了。”永顺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王贤群介绍，冷库助力，“米

良 1 号”猕猴桃每公斤产地批发价 3 元，亩产

值可达 6000 元。

围绕猕猴桃、柑橘等主导产业，县里实施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给予用地、资金

保障，两年新增冷链库容 2 万多吨。

在高坪乡金鑫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刚采

下的猕猴桃正放入冷库。理事长彭四海告诉

记者，“米良 1 号”猕猴桃适合高山种植、耐储

存、口感好。猕猴桃进冷库，存放到春节再卖，

肯定更赚钱。

沿高坪、松柏、芙蓉镇一线，县里规划打造

优质猕猴桃产业带。眼见种植猕猴桃赚钱，农

民自发上山整地，“米良 1号”种苗供不应求。

田间地头建冷库，延长农产品市场周期，

调节了果蔬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引导产业结

构调整成效明显。汉寿蔬菜面积两年增长逾

3 万亩，汝城小黄姜以每年 5000 亩的速度递

增，澧县的阳光玫瑰持续扩张至 5 万亩，连片

成带上规模，崛起县域主导产业。

两年来，省农业农村厅不断优化冷链基

础设施布局，引导各地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建

冷库。“一县一特”农产品中，果蔬类多半通过

冷链运输实现增值。

冷链延伸田间地头，加速产业发展壮大。

湘阴藠头、祁东黄花菜、龙山百合、炎陵黄桃、

沅江芦笋、永兴冰糖橙等，加快转型升级。

抢搭冷链快车，合作社引领广大农民，走

“电商＋冷链＋基地＋农户”的路子，参与产业

链，分享利益链，挑起共同富裕的“金扁担”。

湖南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录取新生16.5万人，比去年增加3.38万人

职业院校成众多高考生的新选择
科教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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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日，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

空展在长春开幕。歼－20、运－20展翅长空，

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首次向社会公

众展示；歼－16、轰－6K、空警－500等新型

装备成体系集中展示。图为歼-16战机进行

单机空中展示。 新华社发

战机亮相航空展

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监管机构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8 月 26 日，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升力式

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获得圆

满成功。

这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26 日的消息。据悉，飞行试验采用的运

载器，经健康检测维护后，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按照设定程

序完成亚轨道飞行，平稳水平着陆于阿

拉善右旗机场，成功实现我国亚轨道运

载器的首次重复使用飞行。本次飞行试

验的圆满成功，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

输技术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的跨越

式发展。

我国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吃好穿好，还不叫美好。在沅陵乡里人眼里，有块

休闲场地，茶余饭后一块闲聊、健身、跳舞，那才是有滋

有味的快乐生活。

近 4 年 ，随 着 沅 陵 县 大 力 创 建 森 林 城 市 ，一 大 批

乡 村“ 微 公 园 ”建 成 使 用 ，当 地 人 的 这 个 观 念 越 来 越

明显。

8 月 26 日，记者走进该县沅陵镇桂竹潭村看到，这

个沅江边的小村，房舍一新，花草满地，绿树成荫。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大山顶上的后溶坪组，30 来户

人家，建有一个“微公园”，太阳能路灯、乡村大舞台、健

身器材、文化墙等设施齐全，家家户户房前屋后不是花

园就是果园，3 棵大古树立于园角，绿盖如云。

74岁的村民田明义陪老伴在“微公园”小道上散步，有说

有笑。小女孩张思怡和同伴在草地上跳舞。村民田树禾和几

个村民踩着舞步，沉醉在音乐中。

“云上山寨有公园，有花有树乐休闲。感谢党的政

策好，农民生活赛神仙！”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田明义

做梦都没想到，寨子越建越靓，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地。

与桂竹潭村接壤的是明溪口镇梓木坪村，村委会

在大路边，大约 3 亩地，也是按照“微公园”布局，中央是

广场，边上安装一排健身器材，四周栽满花草树木，村

民争相过把健身瘾。

山下是酉水河，明溪口集镇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

美得像一幅山水画。漫步镇上，随处是风景——公路两

边 紫 薇 盛 开 ，活 像 两 条 流 动 花 带 ；乡 政 府 背 靠“ 微 公

园”，更是“身”在花园中。

2019 年，建造集镇休闲文化公园，明溪口镇苗木老

板石太友将众多名贵花木免费移入，还投资修建园内

观景亭，如今这个占地 2000 平方米的“微公园”已成为

当地村民休闲好去处。

“生态越来越好，百姓生活获得感越来越高。”县林

业局干部全新介绍，目前全县 23 个乡镇 200 多个村已建

成“微公园”。

吃好穿好，还不叫美好。有块休闲场地
闲聊、健身、跳舞，那才有滋有味——

喜看沅陵乡村
建起“微公园”

▲ ▲（上接1版②）

2020 年 2 月 2 日，一组展示医护人员摘下

口罩后“面目全非”的肖像的创意海报一经推

出，就深深打动了读者，广为传播。这是湖南

日报社新湖南客户端制作的《创意海报|这些

痕迹，刻在你脸上，痛在我心里》。策划小组联

动抗疫一线摄影记者，以新闻特写照片为核

心要素，以一线医护人员摘取口罩后的勒痕

为主线，设计制作创意海报，通过他们脸上深

深浅浅的勒痕、坚毅温柔的眼神、略显疲惫的

微笑，传递温暖和信心，鼓舞士气。

“芒果云”推出的视频产品《20 岁的陈琳

琳，省长记住了你的名字》，真实展现了我省

援鄂医疗队员舍小家、顾大家的大无畏精神。

2020 年正月，时刻新闻客户端采访了湖

南赴武汉支援的志愿者小伙郑能量。仅仅用

32 秒新闻素材，他们剪辑为《视频丨泪目！如

果我不幸倒在武汉 请把我骨灰无菌处理撒

在长江》，让人物的闪光点迅速“击中”读者。

潇湘晨报推出的六秒钟短视频《心疼！这

是一双 22 岁护士的手》，全网流量超过 8 亿，

成为全媒体时代守正创新的典型案例。

以小见大，是新媒体的“绝活”，让同题材

报道也能各具特色。湖南日报社华声在线新

闻网站推出的融媒体新闻作品《村里最远那

一户》采用海报、视频、图文等多种形式制作，

聚焦一座座小村庄，一个个普通家庭，讲述的

却是乡村振兴的“国之大计”，获评第 31 届中

国新闻奖网络新闻专题一等奖。

在湖南广电推出的创意互动 H5《一张照

片背后的这七年》中，一张静态的图片，更是

一段可触摸的历史。主创团队寻访照片中的

十几位村民，结合 40 张照片、12 个故事、1 个

短视频，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十八洞村 7

年里的新变化，讲述的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的新故事。该作品获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

创意互动类一等奖。

技术迭代、资源整合，融媒
改革见成效

从“口与耳”到“纸与笔”，从“光与电”到

“数与网”，新技术定义媒体新未来。持续的优

质内容产出，离不开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媒体

思维的与时俱进，更离不开融媒体改革中针

对内容团队的“排兵布阵”。

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湖南日报融合

端、网、报为一体，在脚本创新、视频拍摄、创

意设计上充分发挥“融合”优势，探索角度创

新、视野创新、形式创新，音频、视频、VR、H5、

互动程序、大数据直接导入等新媒体方式，全

面覆盖内容生产，打造了一批刷屏热传的融

媒精品。大型融媒体报道《大道向前·沿着总

书记足迹》、融媒专栏《湖湘潮·百年颂》，涵盖

文字、视频、海报于一体，引发热烈反响。

近年来，湖南日报社还以融合为契机，助

推记者转型。纸媒记者从幕后走到台前，由单

一的“笔杆子”转型成长为全能“新闻战士”

“ 主 流 网 红 ”。《敏 坚 会 客 室》《小 恒“ 厅 ”说》

《“征”探》《“婧”行时》《英子谈》《军哥说新闻》

《新闻犇一下》《津津乐教》《霞姐帮帮帮》等

一批记者 IP，将公众关心的题材做专做精做

深做活，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犇

视频作为湖南日报面向市场、深耕民生的重

要短视频出口，秉持“无视频、不新闻”理念，

日出产原创视频 60 余条，全力助推融媒改革

提速。

以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主平台，整合所

有内容团队，全媒体参与、全年度贯穿，打造

高门槛、有竞争力的多形态融媒产品。2021 年

主推《党史上的今天》《理想照耀中国》《为有

牺牲》《百年正青春》等 16 个重点项目，涵盖电

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 10 个门类，全面奏响

主流交响乐。

红网实现了从转载为主向原创为主、从

轻量化传播为主与融媒体深度传播有机结

合的深度转变。注重对虚拟云演播、AI 短视

频、微视频、动漫等新技术新手段的充分运

用，实现了内容生产的融合创新，极大提升

了传播力和到达力。在党的十九大、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等宏大主题叙事上，融媒体报道

的比例占了近四成，形成了融媒体报道的独

特风景。

2019 年，潇湘晨报重组内容生产流程，以

互联网思维打造全域全媒体内容聚合与分发

平台，进入内容产业新赛道，找到了新的收益

增长点，几何量级扩充了内容生产效能和全

域全媒体影响力，探索全国传统媒体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格式。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与美国公

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

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将于近期启动

相关合作。

合作协议依据两国法律法规，尊

重国际通行做法，按照对等互利原则，

就双方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开展

监 管 检 查 和 调 查 活 动 作 出 了 明 确 约

定，形成了符合双方法规和监管要求

的合作框架。

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中美双方监

管机构在解决审计监管合作这一共同

关切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下一

阶段双方积极、专业、务实推进合作奠

定了基础。依法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

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也

有利于为企业依法合规开展跨境上市

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监管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