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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坪乡人民政府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水浸坪乡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

予审议。

一、2023 年工作回顾

2023 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刚刚胜利召开，描

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面对风高浪

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全

面落实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我国发展取得来之极为不易的新成就。今年以来，水浸

坪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之一思想为指导，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邵阳市、武冈市委

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仅仅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布局，团

结带领全乡干部群众，攻坚克难，苦干实干，迎难而上，有力推

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协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现将今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经济建设稳中有进。

2023 年在武冈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六稳”、

“六保”任务，凝神聚力，知责担当，攻坚克难，较好的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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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目标任务，预计全年国民生产总值

4.17 亿元，同比增长 7%。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0.95 亿元。

一年来，我们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党委政府立足实际，开展“结

对服务访民情”系列主题活动，组织 242 名干部对 1278 户脱贫

户、53 户监测户走访排查，逐户研判，精准施策；开展农村低

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坚持“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健全完

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机制，截止 10 月底，全乡低

保 795 户 1386 人，其中今年新增低保 56 户 98 人,清退 77 户 84

人。特困 87 户 89 人。发放低保金约 360 万，特困金 45160 万，

临时救助金 135 人 155800，孤儿金 19000，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金

53351 元。低保扩围增效走访 795 户 1386 人，精准核算 795 户

1386 人，提档 7 户 14 人；设置公益性岗位 83 个，联系企业帮

扶部分劳动力外出就业 1978 人，最大可能地降低农民群众因经

济下行影响收入大幅度下滑风险；发放义务教育补助 1022 人次

41.92 万元，春、秋季学期雨露计划分别补助 210 人 34.65 万元、

168 人 25.2 万元；开展农村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护活动 150 余

场，建立控辍保学工作台账，春、秋季学期分别送教上门 6 人、

5 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家庭医生、卫生院对

脱贫户、监测户开展签约服务，重残、特困等低收入人群参保资

助政策全部落实到位。2023 年全乡共实施危房改造 10 户 28 人，

其中 D 级及无房户 3 户，C 级 7 户，补助资金共计 2008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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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商会设立社会帮扶资金，采取政府出一点，企业资助一些，

社会爱心人士捐助一些的模式建立帮扶救助基金，针对性的解决

实际困难。

2.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以来我乡持续推动桑蚕养殖、

奶山羊养殖、果林种植等项目。桑蚕养殖在全乡 5 个村建成了初

具规模养殖场，奶山羊养殖覆盖到了 4 个村，富明生态农业、天

鹅种猪场、天天食蔬菜等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有效带动了本

土劳动力就业和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截止 10 月份底我乡

共完成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入账 198.47 万元，完成了全年任务的

82.3%，预计在 12 月底可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一年来，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平安建设扎实有序。

1.坚守防溺水安全底线。今年四月以来，我乡强化组织保障，

突出党建引领作用，明确各村联村、驻村干部、村书记为各村防

溺水工作第一责任人，包片村干部为直接责任人，上门上户开展

敲门行动，发放防溺水宣传资料，签订承诺书，大力宣传防溺水

工作；在全乡 31 个重点水域树立了安全警示牌，在重点水域设

置应急竹竿、长绳、救生圈等物品，每个水域安排专人蹲守，对

水域进行巡逻，发现下水游泳行为立即制止，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截止今年年底，我乡未发生一起溺水事故。

2.扎实抓好安全生产。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推进主体责任落

实。扎实落实“3533+1”制度，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具体分工，把安全生产工作提到党政会议重要议事议程。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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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安全员安全生产素质。多种形式深入广

泛地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普及

安全知识，提升了我乡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事故的防范能

力。今年全乡共印发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7000 余份，悬挂横幅 64

条，书写固定标语 26 幅，形成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的良好

氛围。三是加强安全监管，推动工作落实。在乡域范围内扎实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全年共开展检查次数 200 余次，出动检查

人员 260 余人次，排查隐患 112 个，整改隐患 112 个，检查生产

经营单位 40 余家。

3.深入开展平安创建工作。一是以增强家庭安全防范措施为

重点，推进“雪亮村庄”建设。二是以营造团结和谐社会关系为

重点，开展“民情恳谈”活动。三是以倡导健康向上生活方式为

重点，实施“文明新风”工程。

一年来，我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一是全面排查，形成清单。各村各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区、本

部门实际，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做好突发环境事件预警

预报与应急准备、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领域疫情防

控等有关重点工作，分类形成环境风险隐患问题清单，加强动态

评估和监测预警，实现风险隐患“数量清、分布清、问题清”。

二是全面整治，消除隐患。各村各有关部门根据隐患问题清单，

系统梳理分析，找准问题根源，实事求是、科学精准确定整改目

标、整改时限、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加强统筹，协调推进，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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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隐患问题整改销号管理，全面消除环境风险隐患。三是严格执

法，形成震慑。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专项执法，严厉打击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加大重大典型案件宣传曝光力度，形成强大震慑，

营造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四是专项督察，压实责

任。将生态环境风险排查整治情况纳入日常督察重点，同时组织

开展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整治专项督察。

一年来，我们奋发实干、创新转型，实现农业农村再发展。

1.农业工作。粮食生产方面：在仁堂村、石林村建成双季稻

种植示范点；大力发展旱杂粮生产，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全乡完成 25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面积。整合高标准

农田项目和小农水项目，优先建设 2 个网点村的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确保调查地片内全部种植粮食作物。在全乡落实冬种油菜项

目 4000 亩，冬季蔬菜示范项目面积 50 亩，现长势良好。农技培

训方面：在 15 个村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30 场次，下到田间地头现

场技术指导 20 余次。聘请专职农业保险协管员，抓好病虫害防

治技术指导，降低农民损失。耕地保护和设施农业管理方面：严

格落实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大耕地抛

荒治理力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

耕地“非粮化”。加强设施农业日常巡查和备案登记, 规范设施

农业用地,巩固"大棚房"治理成果。

2.林业工作。我乡全年人工造林 1774 亩，封山育林 825 亩，

义务植树 45 亩，油茶新造 500 亩，油茶低改 400 亩，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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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级下达的生态建设任务。

3.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攻坚年”行动。政府工作人员全员参与周二集中清洁日，每

周统一行动，进行卫生清扫。将全乡15个村分成三个片，设立片

长，加强保洁员的管理，常态化巡察。乡环境卫生整治办安排专

人每日巡逻整改。村支两委将环境卫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

宣传，积极督促，发动群众一同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二、2024年工作思路：

1.加强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一方面，通过开

展主题教育和中心组理论学习，提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更好

的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加强对各项政策的宣传指导（特别

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森林防灭火、安全生产等领域），提

高百姓的思想认识，激发群众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2.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投入。拓宽投资渠

道，吸收社会资金；做好整体规划，争取项目建设。

3.进一步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渠道。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切实转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加强业务能力水平，筑

牢基层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根基。二是统筹推进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三是充分发挥乡贤引领作用，深入挖掘

乡域范围内有能力乡贤，引导他们返乡创业，向上级政府争取政

策支持，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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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改变观念，要

由政府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积极为广大农民服务，带领群

众致富；另一方面要培养农村种养、加工、生产、运输、销售等

方面的专业大户，带动产业化、规模化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