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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打好重点民生保障仗工作专班          2023年 4月 10日 

 

【重要新闻】 

市委书记严华在市区调研职业教育工作：3月28日下午，市

委书记严华在市区调研职业教育发展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

发展有邵阳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人才支撑。副市长蒋伟参加调研。 

严华先后来到市女子学校、市商业技工学校、市计算机学校、

邵阳工业学校、邵阳交通学校和市楚怡中职学校改扩建项目，走

进教学楼、食堂、宿舍和实训基地等地，与学校负责同志、师生

互动交流，详细了解办学规模、专业设置、教学实践、师资建设、

学生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职业教育是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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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是促进就业、服务民生的有力举措，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

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邵阳迫切

需要各类技能人才，发展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落实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紧扣邵阳高质量发展需求，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扎实

推动全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立德树人，把以学生为本

的理念落实到教学、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之中，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掌握过硬本领，努力成长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源：邵阳发布） 

注：继续推进职业教育“楚怡”行动，实施中职学校办学条

件达标工程，推动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今年全市职业教育年

度工作要点，也是2023年全省重点监测民生项目。其中，邵阳工

业学校拟计划投入1.23亿元，进行楚怡学校改扩建，目前正在进

行主体施工阶段。 

 

【部门动态】 

市卫健委：省专家组赴邵调研督导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

建设。4月 3 日，省卫健委调研督导组到邵阳市开展县级妇幼保

健机构标准化建设专题调研督导，为我市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标准

化建设“把脉问诊”。调研督导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

地考察等形式，分别对武冈市、邵阳县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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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了全面的调研督导。调研督导组充分肯定了邵阳县、武

冈市在推进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工作中采取的专班全

力推进、周密安排部署、充分保障资金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同时，

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建

设性意见，为邵阳市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二甲医院成功创建，

坚定了信心、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找准了关键。 

 

市生态环境局：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守好农村“水缸子”。

今年以来，邵阳市生态环境部门深入聚焦饮水安全问题，用心用

情为民办实事，采取高位推动、加大投入、精准施策、强化监管

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全力推进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整治，全面深化水源地保护区综合整治，切实提升水源地风险防

控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环境管理保

障。一是坚持高位推动。全面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范化整治，

将全市 117个“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列入政

府生态环保重点项目和市政府“三重点”工作，纳入规范化整治

项目范畴；二是坚持精准施策。坚持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

案”的要求，根据水源地问题排查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

方案，并采取有力举措，攻坚克难，推进水源地规范化整治落地

落实。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将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

治经费纳入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并在 2022 年底拨付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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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县（市）财政，为全力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提供了强

有力的资金保障。四是坚持狠抓监管。坚持每季一通报、每月一

调度，对整治进度缓慢的县市，及时开展督导帮扶。下一步，我

市将按照水源地保护区技术划分报告，持续加强保护区周边生活

污水、生活垃圾的整治，并形成长效机制防止污染；严格控制建

设项目准入，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确保水源地安全。 
 

【区县快讯】 

隆回县：发力“稳就业”，实现“开门红”。今年以来，隆

回县深入贯彻省人民政府“稳增长二十条”，坚决打好重点民生

保障仗，用心用情做好稳就业保就业促就业工作，一季度实现“开

门红”。目前全县新增城镇就业 1450 人，完成 31%；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4374 人，完成 50%；职业技能培训 1750 人次，

完成 46%；创业培训 633人次，完成 82%；创业担保贷款发放 1570

万元，完成 52%。一是拓宽渠道促就业。创业带动就业一批。

对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加强政策支持，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力度，今

年来，共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123笔，带动就业人数 378人。帮扶

车间吸纳一批。建立动态管理机制，保持就业帮扶车间规模

稳定、带动就业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全县共有就业帮扶车间 131

家，吸纳就业 7833 人，吸纳脱贫人口 2259 人。公益性岗位兜

底一批。开发公益性岗位与乡村振兴相融合，发挥部门工作



 
 

—5—  

合力，目前开发全县乡村公益性岗位 5054 个。二是优化服务

促对接。打造服务平台。深入实施“311”就业服务行动，构建

县乡村三级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帮助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建强服务队伍。开展人社协理员就业服务能

力提升培训，抓好就业社区建设，全面开展职业介绍和培训服务，

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提升技能水平。立足全县乡村振兴，开

展送技能下乡，在金石桥、三阁司、北山等乡镇，开设家政服务

员、豆制品加工、育婴师等技能培训，培训 1750人次。三是归

集岗位促援助。举办各类招聘会。通过“线上+线下”招聘，为

务工人员、用人单位牵起多样化的供需对接平台，今年举办专场

招聘活动 18 场，吸收企业数 312 家，提供就业岗 1.2 万个。组

织“直播带岗”。邀请本土直播网红、企业 HR走进人社直播间，

开展直播带岗活动，吸引 4.5 万人次收看直播活动,达成就业意

向 1200 余人。畅通信息渠道。创新开展“探企拓岗”“岗位速

递”系列小视频制作，并依托“隆回人社”“隆回人力资源服务”

视频号、抖音号等官方媒体进行新媒体推广。 

武冈市：密织“保障网”，守好水安全。今年来，武冈市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不能把饮水不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的嘱托，

坚持把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实事来抓，从狠抓协

调调度、强化资金保障、优化规划设计、压实工作责任、狠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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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等方面入手，扎牢织密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网”，打通农

村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武冈市城乡供水一体化

先后投入资金 12.43 亿元，在全省率先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累

计完成管网铺设 2700 余 km，建成加压泵站 31 座，自来水普及

率达 90%，城乡规模化供水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0%。一是思想高

度重视，协调调度有高度。成立以市长任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指挥

部，市政府主要领导一月一调度，分管领导一周一调度，一季度

实现现场调度 16 次。同时，坚持每周五定期召开监理例会，只

讲问题不讲成绩，切实解决工程推进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严把工

程质量关和进度关。二是强化资金保障，项目实施有力度。筹资

3860万元实施乡镇全域供水工程民生实事，完成管网铺设 105km，

完成管网铺设工程量的 67%，13处加压泵站全部完成选址，把城

乡供水一体化管网延伸到所有海拔高、位置偏的院落。三是优化

规划设计，便民利民有温度。针对项目线长、面广、点多、量少

特点，高起点规划、高位推进全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坚持精

准规划引领，按照饮水安全“不漏一人，不漏一户”的要求，实

施饮水安全全覆盖暨巩固提升 PPP 项目、11 个乡镇水厂管网延

伸及提质改造项目，涉及 15 个乡镇（街道）85 村，铺设管网

155.7km，新建加压泵站 13处，做到规划设计零变更。四是狠抓

责任落实，推进工作有深度。组建工作专班，设立综合管理组、

矛盾协调组、资金管理保障组、工程技术组 4个工作组，制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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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实施方案和工作任务清单，按 4 个规模化水厂供水区域划

分为 5个责任片，各片分别落实责任领导、责任人和技术负责人，

片区责任领导均由水利局等相关部门的一把手担任。五是加强日

常监管，工程质量有保障。严把工程材料关，对施工单位采购的

管材从厂家到工地进行全过程跟踪，从厂家生产能力、厂家的原

材料、到运抵工地后管材的标识、进供货单、原材料送检（“三

检制”）、现场试压等方面严格把关。严把工程验收关，按照施

工工序，每道工序完成后需施工单位自检后报监理、业主验收合

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对不按工序程序施工的一律返工

处理，坚持分片分区进行工程验收，做到完成一片、验收一片、

通水一片、试运营一片、移交一片、受益一片，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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