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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梁潜

时下虽是严冬，党的二十大精神却如春风吹拂

城乡大地。近日，记者走进长沙市城郊的开福区沙

坪街道茶子山村，感受这里乡村振兴的火热激情。

大会、屋场会、小分队，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地生根

茶子山村位于开福区最北端，与长沙县北山

镇接壤。

12 月 2 日 9 时 30 分，在村部门口，正赶上村党

总支书记邵建强准备去农户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记者便跟他一起来到袁家冲组 15号熊志林家。

三角梅盛开，农家小院干净别致。大家在堂屋

里围坐，邵建强开门见山地说：“党员和党支部是

乡亲们的主心骨，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责无旁贷，

靠我们带头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处。”

邵建强介绍，农村跟城市社区不一样，下辖的

10 个村民小组居住分散，前段时间通过开大会、屋

场会等形式举行了多场宣讲，村党总支决定通过

上门入户的形式，走进河冲、庞家冲等组和部分农

庄，深入宣讲好党的新政策，收集了解群众的诉求

和实际困难。

熊志林是袁家冲组的村民小组长，他家也是

党小组的学习阵地，经常开展学习活动。这几年，

村里的变化他深有感触。他说，近年来，在村支两

委班子的带领下，茶子山村坚持党建引领，基础设

施发生了质的改变，宽敞平坦的水泥路修到了家

门口，村民健身场、文化公园、幼儿园、养老院、村

级卫生所等设施完备，村民的幸福感节节攀升。

熊志林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让我们倍感振奋，相信在村党总支的带领

下，茶子山村一定会越来越好，走出产业发展与生

态保护和谐统一的新路径。”

走进茶子山村，新鲜空气沁人心脾，道路两旁

鲜花盛开。村里自然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到

70%；家家户户庭院整洁干净，院墙上彩绘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图画，展示新农村的别样之美。

近年来，村两委还将“清廉乡村”与美丽宜居

村庄创建有效结合，打造了 2100 余平方米的“清

荷公园”，寓情于景、德润人心，以“莲”喻“廉”，涵

养清正文明的乡风。

茶子山村先后获得湖南省两型村庄、湖南美

丽乡村示范村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湖南

省卫生村、长沙市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种植、养殖、多种经营，乡村振兴
“热气腾腾”

车路过田屋场组，田野里一派繁忙。村民正抢

抓水利冬修“黄金期”，疏通沟渠、加固堤坝；三三

两两的农人散落田间，翻土、播种忙碌不迭。

踏着刚翻过的新泥，村党总支书记邵建强指

着层层叠叠的田坝说，村里已经种植了 100 多亩

荷花，还有成片的向日葵、小雏菊，这一片正在播

种油菜花，等来年春暖花开，既能为农民增加收

入，又为乡村旅游增添人气。

近年来，茶子山村集体流转土地 900 余亩，发

展生态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

易德茂是村里的养殖大户，2019 年他带头流

转了 40 亩土地，养殖黑斑蛙，“稻+蛙”的共生模

式，每亩产蛙可达 2000 公斤，一年四季均可上市，

产品远销广东、云南，供不应求。

易德茂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让我对养殖更有信心；下一步将提高

养殖技术，增加产量，也可为村里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村 民 黄 力 是 一 名 退 役 军 人 ，有 着 30 多 年 党

龄。退休后他承包了省五星级农庄“河村非洲园”

的 100 余亩水塘，结合园区非洲文化主题发展乡

村旅游。

黄力指着宽阔的水面告诉记者：“现在鱼塘里

养的是四大家鱼，下一步将投放鲈鱼、桂鱼等进一

步提高养殖品质；还将在鱼塘周边添置新设备，改

善庄园环境，让乡村旅游更舒适。我们还尝试水上

养莲、水中养鱼、水下种藕，发展更多新品种。”

“一人致富不算富，百家都富才是富。在党的

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推动乡村振兴人人有责。”黄

力说。

据统计，茶子山今年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

83 万余元。新时代新征程，村民对茶子山村的未来

信心满满。

【基层声音】

茶子山村党总支书记助理刘昀煜：

从云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选调到茶子山村是

我参加社会实践的第一站。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愿意扎根乡村，走进基层，在这里我碰到很多

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他们都怀抱梦想干劲十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

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将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勤学苦练、增强本

领，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做

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知行合一，让青春在基层

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记者手记】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张颐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是我们描绘的乡村振兴美好蓝图，但这一

切都离不了乡村人才振兴。

走进茶子山，感受最深的是“人气旺”。村两委

干部，驻村青年大学生（研究生），带头致富党员、

村民，退役军人，还有外来投资者……都在新农村

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靠政策、靠投入、靠

科学技术，更靠自力更生，靠各类人才主动拥抱乡

村。

当广大农村成为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下、干

得好的广阔舞台，乡村何愁不会全面振兴呢？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帙恒

大豆就要收获了，但植株依然青枝绿

叶是怎么回事？近日，在视频号“农学博士

在慈利”发布的视频里，主讲人、慈利县

2019 年引进的中国农业大学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黎芳正在田间讲解。黎芳通过短视

频等方式宣传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深受基

层干部群众喜爱。为进一步营造人才发展

良好环境，慈利县将黎芳推荐为省党代

表、市政协委员。五年来，慈利县有 37 名优

秀人才担任了省、市“两代表一委员”。

近 年 来 ，慈 利 县 高 度 重 视 人 才 的 引

进、培养和管理，把引进人才纳入全县干

部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在职称晋升、评先

推优、提拔使用、政治吸纳上优先考虑，构

建全方位的关怀激励机制，确保人才引得

进、干得好、留得住，为赋能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人才支撑。

慈利县通过建立“双联双帮 ”机制 ，

县级领导联系高学历人才、各单位班子成

员联系本单位人才，帮助解决问题、帮带人

才成长。每年新引进的人才上岗之前，均

首先安排到县直综合部门、一线岗位学习

锻炼 3个月，熟悉全面情况，掌握具体方法，

帮助人才快速融入工作。县财政每年安排

200万元作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为引进的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发

放 20 万元、10 万元的安家补贴，连续五年

每人每月发放 5000 元、2000 元生活补贴，

正高职称人员每年发放 12000 元的年度生

活补贴。五年来，全县累计投入人才工作经

费 5680多万元，年均增长 32.68%。

针对乡村农技人才、医卫人才、教育

人才短缺的问题，县委变“开门迎”为“上

门求”，先后到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

高校开展“校园招才”活动。五年来，全县

共引进各类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258 名，

定向培养招录免费师范生、医学生、农技、

水利等特岗人员 323 名，选派科技特派员

和“三区”科技人才 120 名，畜牧、农技、水

利等急需紧缺人才占比由 2017 年的 28%

提高到目前的 73%。建成众创空间和青创

会等 2 个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平台，发展千

万级企业 2 家，百万级企业 10 家，420 多名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只有人才环境好，才能作用发挥好。

慈利县建成“拎包入住”人才公寓 52 套，为

引进人才提供“家庭式”服务；对于不入住

人才公寓的，按照每人每月 500 元标准发

放租房补贴。同时，着力解决引进人才思

想政治、工作生活、就医入学等实际困难，

对引进人才每年还安排 5—10 天的疗养、

探亲假期。

慈利县：全方位关怀激励机制
确保人才引得进干得好留得住

湖南日报 12 月 5 日讯（全媒体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陈可旺）近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 2022 年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

例征集活动入库案例名单，全国共遴选

100 个拟纳入库应用案例，湖南 5 个项目

入选。

我省入选的 5 个案例是：中国电信湖

南分公司国网输电线路通道可视化智慧

物联项目和基于 NB-IoT 的生命体征数

据监测及管理项目，中国联通湖南省分公

司基于移动物联网的城市环保卫生服务

项目，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红外无线无

源气体报警系统的研制及应用项目，湖南

旻一科技有限公司基于中医理论研发的

智能腹部按摩仪项目。

这次案例征集面向生活智慧化、产业

数字化、治理智能化、多网协同创新 4 个

重点应用方向。省工信厅人工智能处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我省把握消费物联网加

速向产业物联网转移的趋势，持续完善基

础设施，提升应用广度和深度。这次入选

项目涵盖 4 个重点应用方向，其中，能源、

医疗、环卫等行业是我省数字化普及率相

对较高的行业。

智能腹部按摩仪项目由用户端 APP、

按摩仪终端设备、云服务构成，是“中医理

论+移动物联网”的一次成功实践。生命体

征数据监测及管理项目可快速完成住院

患者早中晚数据检测，降低医护人员工作

量。此外，红外无线无源气体报警系统着

力解决燃气行业监管难题，城市环保卫生

服务项目可破解城市管理中人员考评难、

车辆监管难、设施管理难、数据汇总难等

问题，国网输电线路通道可视化智慧物联

项目可有效防范外力破坏、山火引发的线

路跳闸等。

工信部遴选100个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例

我省5个项目入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雨欣 张春祥

通讯员 彭晔炜 张亚娜 刘丽基

针对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印发了《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方案》，推进相关工作。近日，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科科长、主任医师张淑君和主任医师王志勇就老

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阐述了

其必要性和注意事项。

老年人深居简出，有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必要吗

一些老人觉得待在家不出门就没有感染风

险。专家表示，这个观点不可取。老年人虽然很少

出门，但与其接触的探访人员和照顾人员都有感

染病毒的危险，而在家里往往更容易放松警惕，因

此存在将病毒传播给老年人的风险。

此外，老年人大多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感

染新冠病毒后，发展为重症或死亡的风险会增加。

而且，新冠病毒感染还会导致一些老年人的慢性

病症状加重。

新冠病毒疫苗是保护老年人的有效措施。分

析国内外多起疫情相关资料可发现，全程接种或

完成加强接种疫苗，对预防重症、危重症和死亡能

达到较好的效力，特别是完成加强接种疫苗后，预

防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的效力能达到 90%以上。因

此，没有接种禁忌的老年人应尽快接种疫苗，并应

在完成基础免疫 3 个月后进行加强免疫接种，以获

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接种后，其
病情是否受影响

一些老年人因为年龄大、基础疾病多，担心疫

苗的安全性。专家表示，新冠病毒疫苗的安全性已

得到数据支持。

根据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

我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累计已超过 34 亿剂次。从

目前的数据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不良反应发生

率不高于其他疫苗，而不良反应 80%以上为一般

反应，主要为局部疼痛、红肿、硬结，以及一过性发

热、乏力等症状。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接种后，其病情是否受影

响？专家表示，根据分析监测系统的数据，没有发

现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

病情有影响。国内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开展一些临

床研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癌症、慢性

呼吸道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在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后，安全性与健康人群无显著性差异，主要不良

反应为疲劳和注射部位疼痛，大多数不良反应为

轻微的不良反应，呈一过性。

老年人患哪些疾病仍可以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

那么，老年人患哪些疾病仍可以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专家表示，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慢

性病人群，建议接种；患有心脏病、冠心病等疾病，

病情稳定期，不是急性发作期，可以接种；心脏装

有支架、搭桥、起搏器，病情稳定期也可以接种；高

血压药物控制稳定，血压低于 160/100mmHg，可

以接种；脑卒中，高尿酸，腰椎间盘突出、髋关节置

换术、骨折等术后恢复期，胃溃疡、肝硬化，只要病

情稳定可以接种。

糖尿病药物控制稳定，空腹血糖≤13.9mmol/

L，无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高渗状态、乳酸酸

中毒），可以接种。糖化血红蛋白在 7mmol/L 以下

可以接种。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各种药物（包括注射

胰岛素），均不作为疫苗接种的禁忌。

吃保健品或服用保健类中药，过敏性鼻炎和

过敏性哮喘，均可以接种。其他特殊疾病应在接种

前咨询经治医生，根据病情的状态和临床医生的

建议再予接种。

当然，老年人也有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例

如，既往接种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

休克、喉头水肿；急性感染性疾病处于发热阶段暂缓

接种；痛风发作、重感冒、心梗、脑梗等疾病急性发作

期暂缓接种；恶性肿瘤病人手术前后，正在进行化

疗、放疗期间暂缓接种；严重的慢性疾病处于急性发

作期暂缓接种，如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病人、出现高

血压危象、冠心病心梗发作、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

病处于进展期、癫痫发作期等暂缓接种。

湖南日报 12 月 5 日讯（全媒体记者

汤旖）初冬的东洞庭湖湿地，野草丰茂，成

群的“国宝”——麋鹿悠然觅食……连日

来，用户每天可以在新湖南客户端看到这

样的和谐生态景象。

近日，由湖南日报社和湖南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推出的东

洞庭湖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慢直播正式

开启，以“云端”的形式，让受众沉浸式感

受东洞庭湖的湿地美景及候鸟、麋鹿等生

物多样性成果。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

然资源丰富，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

基地”“中国观鸟之都”等称号。随着生态

环境持续变好，2021 年，监测到越冬水鸟

7目 12科 53种近 29万只，比 2015年增长了

一倍多。野生麋鹿种群数量由最初的 10 头

发展到 230 多头。

湖南日报社近年不断推进媒体深度

融合，以新湖南客户端为媒体融合创新发

展主平台和主阵地，致力于创新传播手

段，拓展自身功能，加强特色服务，满足用

户需求，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最近，湖南日报社与湖南东洞庭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长达 5年的战

略合作，通过新湖南视频频道、新湖南抖音

号、湘视频视频号等平台同步推出慢直播，

为受众带来观鸟、观麋鹿、观风景的视觉盛

宴。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局长童铮表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与修

复成效慢直播将成为展示洞庭湖生态环境

治理新成效的一个窗口，让更多人领略洞

庭湖碧水蓝天鸟翩跹、人鸟和谐共相亲的

美丽生态画卷，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保护湿

地生态、爱护野生动物的行动中来。”

湖南日报社启动东洞庭湖慢直播

在“云端”来一场
与候鸟麋鹿的约会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全媒体

记者 余蓉 科教新报记者 曾

玺凡）“记忆中的中国少不了血和

泪，更有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

一道疤，那便是‘九一八’……”12

月 4 日晚，湖南信息学院国际学

院学生张铭泽铿锵有力地朗读

《湖南日报》文章，让浓浓的爱国

情点燃现场气氛。

当 晚 ，“ 声 动 湖 湘·青 春 向

上 ”“ 邮 政 杯 ”2022 湖 南 日 报 朗

读者主题活动湖南信息学院专

场 决 赛 举 行 。11 位 来 自 湖 南 信

息学院的学生，在全场近 400 名

师 生 的 见 证 下 ，以 朗 读 的 力 量

激发报国信念、厚植爱国情怀。

该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大 一 新 生 张 俊 涵 参 加 了 比 赛 ，

他用半个月的时间精心选稿背

稿 。“ 在 选 稿 过 程 中 ，我 认 真 翻

阅 了 很 多《湖 南 日 报》文 章 ，感

觉自己接受了一次深层次的学

习。参加比赛，既锻炼了我的专

业 技 能 ，又 涵 养 了 我 的 精 神 。”

他凭着优异的表现获得银话筒

奖。

“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

的主旨与我校大力培养学生人

文素养，塑造‘有情怀、有格局、

有梦想、有使命’的当代大学生

的育人目标不谋而合。”湖南信

息学院党委工作部部长黄涛表

示，全校学子广泛参与，在“讲党

性，读党报”的热潮中补理想之

钙、强成长之基。下阶段，学校还

将 大 力 开 展 党 报 进 校 园 、进 课

堂、进教室等工作。

该校中国语言文化教学部

主任艾艳红教授认为，党报诵读

能帮助在校青年群体正确地了

解时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鼓舞青年学生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

据悉，本次专场活动在新湖

南 客 户 端 进 行 线 上 海 选 ，共 有

5000 多人积极参与。

“一人致富不算富，百家都富才是富”
长沙市开福区茶子山村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生动实践

12月 2日，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茶子山村，村党总支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流动宣讲课，结合“清荷

公园”的廉洁文化主题，学习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省委组织部 省委人才办 湖南日报社 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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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疾控专家解答

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为何不可忽视

湖南日报 12 月 5 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周文 谢文彬）尾菜只能

当垃圾处理吗？江永县的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记者在江永县瑶家人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加工车间看到，工人取出芋心后，

将剩下的边角料再加工，制成芋泥、芋圆，

香芋皮也被打包运往下游企业用于酿酒、

制作饲料。车间负责人唐文东介绍，以前

一个香芋的利用率只有 30%左右，该公司

进行技术升级后，一整个香芋都能“吃干

榨净”。

尾菜通常是指新鲜蔬菜在售卖前必

须去掉的老残部分，以及卖相不好的蔬

菜。江永县是蔬菜产业大县，有蔬菜地 30

万亩、香芋 7 万亩，尾菜的数量不少。以前，

一些被批发商挑剩下的香芋，质量和口感

并不差，只因卖相不好，卖不出去，大多烂

在地里。瑶家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香

芋深加工，将香芋的尾菜利用到极致，损耗

率降到 3%，每年可为公司增加约 1500万元

收益。该县其他香芋加工厂纷纷效仿，以尾

菜为原料，相继开发出芋圆、芋条、香芋扣

肉、香芋沙琪玛等产品。全县一年加工香芋

尾菜达 5 万吨，产值约 8000 万元。

比起香芋，白菜、包菜等蔬菜更不易

保存，损耗率在 25%左右。该县引进一批

脱水蔬菜企业，减少原料损耗，增加附加

值，并引导蔬菜种植企业将尾菜无公害化

处理，沤制有机肥，使尾菜走上了资源化

利用的道路。江永广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种植户、养殖户签订尾菜处理合同，将

质量较好的尾菜用于喂猪、喂鸡、养鱼、酿

酒等，其余的制成绿色有机肥，如今蔬菜

损耗率减少至 5%，每年可增收约 50 万元。

尾菜深加工变“废”为“宝”
江永县一年加工香芋尾菜5万吨，产值约8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