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山党建

9 月 17 日，昭山脚下的湘江中停着

五六条挖沙船，机器轰鸣。 岸边，二十来

条渔船静静地停泊着，没有一条出河作

业。

现在，肖海平每天下两次河，一次是

凌晨 4 点到早上 8 点，一次是下午 5 点到

晚上 9 点。“白天，因为挖沙船的干扰，鱼

都呆不住。 ”肖海平说。

“靠打鱼，每个月只有一两千元收入，

最舍命打鱼的，也不过两千五六百元。”肖

海平说，打鱼靠天吃饭，一天下来，也就能

打到一、二十斤鱼，有时候甚至忙活一晚，

一无所获。

“现在河里的鱼， 是一年比一年少

了。 ”肖海平说，10 多年前，他仅用钩钓，

一个白天就轻轻松松收获四、 五十斤鱼，

那时的鱼种类也多，现在很多鱼在湘江里

已找不到了。

“十多年前，哪有什么电打鱼的呀？”

16 岁起就跟随父亲在船上打鱼的肖海

良，把鱼减少的原因，归罪于那些非法捕

捞者。“有电打的、有炸鱼的、有麻醉的，还

有用超声波的，一杆子下去，无论大小鱼，

能全部打绝。 ”肖德良说，他们职业渔民，

是从来不会这样做的。

而如今的渔民们，除了一些船上装上

了柴油动力外，其他的捕鱼技术，与他们

的祖辈并没什么不同。钩钓、流刺网、三层

网……在不同的季节和时段轮流使用。

“网孔小如一指宽的密网， 我们是不能用

的。 ”肖德良说，为保护鱼业资源，对渔网

的规格有严格限制。

鱼越来越少，光靠打鱼已难负担起一

家人的生活。“除打鱼外，我们基本上都要

在外面再打点零工，来补贴家用。”肖海平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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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昭山示范区易家湾镇，经常

听到村民这样说：“昨天夜里，又有干部到

我们家来了。 ”“他们答应会帮我们把村里

的路灯弄好。 ”“上次我们反映的垃圾站的

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好了”……

今年， 易家湾镇在群众工作方面，转

变思路，大胆创新，将重心下移，把工作做

到村民家中，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难题的同

时，也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践行“四个会议”

架起三级联动桥梁

努力践行“四个会议”，架起镇、村、组

三级联动桥梁 。 今年 9 月， 易家湾镇通

过镇联点领导和村群众工作室主任参

加的支村两委会、全体党员会、男女组

长会议和户主会议 ，一方面与群众走得

更近 ，另一方面为群众解决了很多实际困

难。

9 月 10 日晚上 7 点多钟， 天已经黑

了。 区管委会主任助理、该镇党委书记白

树根来到联点的新湖村下东组进行走访。

有群众反映，组上有一个垃圾站离居民房

屋太近，垃圾站散发的阵阵臭味影响了他

们的生活。 得知这一情况，白树根当场表

示，会对垃圾站尽快处理。 第二天，镇村干

部就开始确定迁移地址，并进行相关清理

转移，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9 月 9 日下午 4 点半，包括赵家、中心

等 10 个组的组长代表会议在路口社区会

议室举行。 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罗战在

会上得知，社区的一些路面被损坏，而且

没有路灯。 当地群众希望政府出面解决这

一难题。 会后，罗战立刻召集人员对这些

问题进行讨论，并作为“亮化易家湾”的重

要举措。 如今，路面正在整修，路灯也在安

装中……

“四个会议”的召开，让政府与群众沟

通的渠道更顺畅，也让群众对政府的工作

更认可。 能够当场答复和解决的，一定当

场答复 、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则会将

相关诉求搜集回来， 提交给镇党委联席

会议讨论； 对于因为某些特定原因不能

解决的问题， 则会耐心向群众做好解释

工作。

两人一组包百户

进村入户促和谐

“两人一组包百户， 进村入户促和

谐”， 是易家湾镇结合当前群众工作进行

的探索和尝试。 他们将全镇划分为 9 个片

区，根据各村和社区的人数，将干部分成 9

个联系组，以各村、社区的群众工作室牵

头，开展大走访行动，解决群众日常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言文静是该镇规划建设环保站的一

名普通工作人员，负责联系大塘社区前进

村片区。 该片区的群众都较为困难，房子

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老式宿舍， 路灯等

基础设施基本没有， 卫生环境也很糟糕。

对于这些问题， 当地的群众反映比较强

烈。 言文静立刻组织业主召开会议。 会上，

大塘群工室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

答复，并承诺立刻解决路灯以及环境卫生

等问题。

该镇的李华山负责联系新南村。 走访

过程中，他了解到，新南村有一名村民的

妻子不慎将自己和女儿烧伤。 李华山马上

通过镇党支部，组织机关干部募捐，并联

系镇民政部门予以救济。 事后，这名村民

特地给政府送来了一封感谢信……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大走访、大

调查、大教育、大化解”的要求下，易家湾

镇的干部积极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

平，为群众排忧解难。 今年，该镇共计走访

群众 4100 余户， 收集群众反映的各类问

题 159 个，已解决答复的 97 个，其余的均

在解决落实中。

下户走访解民忧

千万帮扶暖人心

易家湾镇共有红旗、 新南、 新湖、金

南、蒿塘 5 个村，路口、大塘、双建、窑洲 4

个社区。 每天晚上，到这些村组和社区走

走，是该镇干部的“例行功课”。

金南村的刘桂泉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了。 之前小孩在读书，家里靠养殖土鸡维

持生活，家境较为拮据，自从镇党委副书

记、 人大主席杨永对他一对一帮扶以来，

除了在小孩开学的时候给予资金援助外，

还热心地帮助他联系畜牧局专家现场传

授养殖经验，并联系开发商保证销路。 刘

桂泉感激地说：“政府真的是全心全意为

我们老百姓谋福利。 ”

正如该镇党委委员、 政协联工委主

任、常务副镇长戴翠所说：“只有下到村民

家中，和他们进行最直接的交流，我们才

能真切知道他们的想法， 了解他们的困

难，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每次

干部下到村里时，村民都们会非常热情地

迎上前去， 有问题的时候就反映问题，没

问题的时候就拉拉家常。 一来一往间，彼

此间也就更熟络了。

开展节假日的走访、慰问，将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手中；积极开展综

治维稳活动，耐心化解信访积案和民事纠

纷；不断完善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文化活

动室等实事工程项目……

9 月 22 日，新南村的一名村民来到村

里的农家书屋，从书架上取出几本农业技

术方面的书籍，然后认真阅读起来。 他高

兴的说：“以前总想学点知识，但不知道去

哪里学。 现在，村里有了书屋，有好几千册

图书，方便多了。 ”

走进基层，深入群众。 当倾听成为一

种常态，当排忧成为一种责任，当服务成

为一种习惯，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地群众

身边的困难少了，脸上的笑容多了，生活

也更快乐了。

如今，昭山示范区也给予这些渔民们

更多的帮助。 昭山示范区农经局工作人员

严志勇表示，渔民中生活困难的，示范区

都列入了低保补助对象，每年的 4、5、6 三

个月禁渔期，每月还按每户 500 元的标准

发放生活补贴，仅这一项，今年昭山示范

区就给渔民发放了 42000 元。

“包括我家在内，我们渔业大队大概

有一多半的人进了低保。 ”肖海平说，除此

之外，渔船装有动力的，且经过省市渔业

部门核查备案的十户机动渔船，每条船每

年还可领到 8000 元的燃油补贴。

因为昭山风景区提质改造，渔民们原

来的住房都要征拆，严志勇说，在拆迁政

策上，他们尽量向渔民们倾斜，并鼓励渔

民们洗脚上岸，开饭馆，做生意，在示范区

的一些临时岗位上， 也尽量安排渔民就

业，使渔民的生活有保障。

“让渔民洗脚上岸不是唯一的出路，

渔民们年纪偏大， 缺少其他谋生技能，难

找到合适的工作。 ”昭山示范区一位深入

研究过渔民历史的工作人员提出建议，

或许可以把渔民的未来与打造昭山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战略结合起来，把以

渔民生产生活习俗、吃鱼食俗等为主要

内容的渔民民俗文化打包开发，发展打

鱼、赏鱼、吃鱼的一条龙体验式旅游，打

造一张具有昭山特色的旅游名片。

如今， 由于工作辛苦和收入不高，

渔民后继乏人。“我儿子宁愿四处在外

面找工作， 叫他来学打鱼， 连船都不

上。 ”肖德良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一

个学打鱼的。

肖德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超过

了 45 岁，捕捞资格证只发给 60 岁以下的

渔民，也就是说再过十多年，如果没有变

化，昭山的渔民这一古老的职业，将只能

存在历史的记忆中。

本报讯（通讯员 方芳）时光如水，《绿心昭山》迎来了她

的第 10 期。 为总结《绿心昭山》出刊 10 期以来的成绩与不

足，改进办报思路与理念，9 月 14 日，《绿心昭山》编委会在昭

山乡马安村召开了采编座谈会。

翻开一份份《绿心昭山》报，成长的每一步都跃然纸上。

10 期里，《绿心昭山》 始终围绕示范区工管委关于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文明创建等重点工作，打造了“擂响百日会战战

鼓， 夺取项目建设胜利”、“昭山清风”、“昭山党建”、“项目第

一现场”、“工地日记”、“政经连线”、“视点”、“昭山夜话”等一

大批特色栏目。《绿心昭山》，她图文并茂，版式新颖，讲述昭

山好故事，传播昭山好声音；她注重品味，是昭山示范区对外

宣传的“名片”，外界了解昭山的“窗口”；她实事求是，为昭山

示范区的改革发展鼓与呼，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绿心昭山》正以成熟甘美的姿态展现在每一位读者的

面前。 10 期，凝聚了过去的不凡成绩，更代表了一个全新起

点。在采编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围绕《绿心昭山》的发展

出谋划策。“深度挖掘昭山新闻资源， 将宣传触角伸向纵

深。 ”区管委会主任助理、综合管理部部长肖青建议。“我区

已经形成了报 + 网的立体宣传体系，《绿心昭山》以后要更

加重视策划，将新闻做实做透。 ”该区宣传部部长尹奇军表

示。

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陈冠军高度评价了 《绿心昭

山》，他认为，该报有品味，有特色，有前景，有好队伍。他说，

《绿心昭山》要办成宣传方针政策、发展思路、发展理念和重

大举措的讲台； 要办成展示昭山形象、 传播昭山精神的窗

口；要办成促进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要成为锻炼、培养、输

送人才的舞台。

“《绿心昭山》的创办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和关爱。 ”昭山示

范区党工委委员、组织部（统战部）部长吴新琼说，《绿心昭

山》要不断提升高度、广度、深度；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宣传市

委、市政府，区工管委的方针政策；要强化阵地建设，围绕示

范区项目、经济、社会、党建等方面展开宣传，做出广度；要做

出有吸引力、让人回味的深度稿件。

湘潭日报社总编辑喻名乐表示，今后报社与昭山示范区

将进一步加强合作，继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挖掘更多的新

闻资源；提升采编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办报质量。

远程教育开展社会管理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肖荣彪）日前，针对部分基层干部在社会

管理上“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状况，易家湾镇以网

上远程教育结合网下集中培训，对村干部进行了培训。

据介绍，易家湾镇依托远程教育辅助教学网，采取网上学

习和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分别给村（社区）书记、村委会主

任、治保调解干部、妇女干部和大学生村官 5 个层面进行组班

培训，精心组织社会管理创新课件和政法、劳动、民政等部门

师资力量，着力强化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基层干

部社会管理的意识、能力和素质。

同时，易家湾镇通过远程教育辅助教学网、远程教育广电

平台、《党的生活》栏目进行展播和宣传，从正面加强基层党组

织的声音、基层干部的声音，努力把远程教育网络平台打造成

为传播基层声音的重要载体、宣传基层党建的重要窗口，调动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创新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芙蓉大道昭山段完成路灯改造

每年可省电费 120 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方芳）“LED 路灯真好，节能又明亮，道路

安全通畅。 ”在昭山示范区易家湾镇做生意的陈先生每天要开

车经过芙蓉大道昭山段，9 月 22 日，他向我们说道。 芙蓉大道

昭山段上，一盏盏 LED 节能路灯清晰透亮又节能环保。 据相

关技术指标检测，昭山示范区实施的芙蓉大道 LED 路灯节能

改造项目，每年可节约电费 120 万元。

为落实节能减排，打造创新型低碳城市，2012 年，昭山示

范区启动了芙蓉大道 LED 路灯节能改造项目，该项目对芙蓉

大道昭山段 858 个灯头进行 LED 节能改造，发光点总功率由

改造前的 42.46 万瓦降为改造后的 11.98 万瓦。 这个项目是湖

南省“两型社会”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于 2012 年 9 月顺利完

成。

改造一年后，LED 路灯节能改造项目运行如何？ 日前，项

目方和昭山示范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共同对芙蓉大道昭

山段路灯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检测， 一切数据均稳定， 无光

衰，照度指数正常，符合国家 LED 照明灯具检验标准。

翻开湘潭市电力局的缴费单可以清晰地看到， 仅是芙蓉

大道易家湾四维路口段，路灯改造前 2012 年 7 至 9 月的电费

分别为 13903 元、18444 元、16877 元，而改造后 2012 年 10 至

12 月电费分别降至 6990 元、7590 元、7636 元。 最多的一个月

节约了一万多元。

据初步统计，整个芙蓉大道昭山段，路灯节能改造项目每

年可节约电费 120 万元，节约电能 1225320Kwh，折合节约标

煤 404 吨，节约维护费 17 万元。 昭山示范区响应国务院《十二

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既实现了路段照明提亮，又带

动了昭山“两型社会”建设发展。

用行动赢得群众认可

◆

胡宁 石柳

昭山脚下

打鱼人

◆

本报记者 王航湘 通讯员 方欣文

“现在在河里讨生活是越来

越难了。”站在昭山脚下，望着湘

江河边停泊的一排渔船， 打了

30 年鱼的肖德良有些感慨。 河

里鱼越来越少，晚辈们都不愿意

下河，也许再过 10 来年，像他们

这样的职业渔民，将逐渐消失。

和昭山渔业大队的居民一样，50 来

岁的肖德良出生在水边， 成长在船上，其

间除出去做过几个月的临时工外，再也没

离开过湘江一步。

“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在湘江河里打

鱼了。 ”肖德良说，如今昭山渔业大队还有

28 户渔民，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盛时，

这里的渔民有一百多户。

昭山自古就是渔民集聚地， 在北宋

米芾的文字中，就有关于昭山鱼市的记

载，米芾在《山市晴岚》诗序中说 ：“依山

为郭 ，列肆为居 ，鱼虾之会，菱芡之都

。 ”易家湾古镇，也因鱼而兴。 而如今在

昭山定居的渔民，大都姓肖，据他们的

族谱记载 ， 他们祖先原 来 都 是 江 西 鄱

阳湖一带的渔民， 在明洪武年初迁入

到这里。

河里来， 风里去， 渔民的生活很苦。

“养女莫嫁黄沙潭，天晴落雨吃两餐。 ”肖

德良至今还记得， 小时候流传的这首民

谣。 黄沙潭位于昭山底下，曾是昭山渔民

的聚居地。 如今，渔民的生活虽大有改善，

年轻一辈的也早就不记得这样的民谣，但

相对而言，生活并不轻松。

肖海平也是在渔民世家里长大的，

与肖德良不同， 他有过洗脚上岸的机

会。 年轻时，他招工进了湖南农药厂，曾

以为这辈子告别水上生活了。 可 10 多

年前，湖南农药厂经营陷入困难 ，肖海

平下了岗 ，无奈之下，又重新抄起父辈

们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没

别的谋生技能，只好下河，毕竟打渔对我

们来说是生来就会的。 ”肖海平说，他们之

中，还有许多是像他这样从企业下岗后又

回到船上的。

渔民未来，或应寄托在旅游开发上

靠打鱼难维持一家生活

曾有一百多户，如今只剩下 28 户

讲述昭山好故事

传播昭山好声音

《绿心昭山》编委会举办出刊 10 期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 （李新辉 摄）

夕阳下，渔民成了湘江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彭明安 摄）

� 昭山渔民在

闲 暇 时 修 整 渔

网。（李新辉 摄）

易家湾镇多措并举开展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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