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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7日是首个“中小微企
业日”。当天上午，市经信委在邵阳经开
区等地通过悬挂横幅、发放资料、政策咨
询、交流互动等多种形式，向社会进行广
泛宣传。近年来，我市中小微企业发展迅
速，在保障财税增收、稳定经济增长、推进
技术创新、保障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充分肯定中小微企业在实现全球
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作用，2017
年4月，联合国第74次全体会议决定每年
6月27日为“中小微企业日”。目前，邵阳

市中小微企业已涉及冶金化工、金属制
造、采矿选矿、农产品加工、建筑建材、医
药食品、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社会中介等
90多个行业和领域。2016年全市中小微
企业经济实现增加值1025.70亿元、比上
年增长8.1%。至2016年底，全市中小微
企业达22157家，其中产值过亿元的企业
571家，比上年增加57家。

为了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我市相继
出台了《关于迎老乡回家乡创业发展的若
干支持意见》和《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
本的若干意见》，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方针，

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加快推进中小
微企业转型升级和创业创新。并通过开展
以“三进（进企业、进商会、进部门）三听（听
诉求、听建议、听诤言）三送（送政策、送信
息、送服务）”为主题的与邵阳民企“手牵
手”活动，深入全市200余家民营企业和商
会进行走访调研。开展“一企一干部一专
家”专项行动，组织1000名干部，发动1000
名专家，帮扶1000家规模以上企业，近两
年共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用地、环
保、融资、技术、周边矛盾等各类问题1300
多个。 （谢文远 曹立国）

中小微企业成为我市经济增长助推器
全市有22157家中小微企业 571家企业年产值过亿元

谢文远 刘郁 许丽慧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环保大战。
这是一场关乎民生的环保“大考”。
今年以来，面对环保工作中的一些

短板问题，北塔区委区政府积极行动，进
乡镇、进社区、进企业，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打响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环保攻坚战。

北塔区面积84平方公里，是我市传
统的畜禽养殖大区和粘土砖厂瓦厂生产
重点区。据不完全统计，至2014年底全
区有粘土砖厂瓦厂22家、页岩砖厂9家，
在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有洗砂场8家，
石材加工作坊26家，有大大小小的畜禽
养殖户三四百家，还在资江沿河网箱养
鱼32口等，环境污染问题严重。2015年

《新环保法》出台后，北塔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环保污染治理，2016年9月，北塔
区制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
养区划分方案》。

今年，中央环保督导组进驻湖南、进
驻邵阳后，北塔区委、区政府以此为契
机，采取史上最严环保措施，对全区环保

问题进行彻底整治。为了对禁养区内的
179 家畜禽养殖场实行“退养清零”，区
委、区政府制定了“退养清零”行动方案，
把全区分成新滩镇、状元洲、陈家桥三个
片区，从60多个部门抽调人员参加，采
取区委常委分片、区级领导包部门、部门
包场的办法，上门做养殖户的思想工作，
签订“退养清零”协议。畜牧、财政、环
保、城管、监察等部门还组织成立验收小
组，对“退养清零”户进行验收。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既出征又挂帅，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使众多积年累月的环境污染
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今年5月底，禁
养区之内 179 家规模养殖场 100%签订
了关停退养的协议书，其中清退178户，
验收 178 户，并且政府给予的退养奖励
全部发放到位；全区22家粘土砖厂瓦厂
全部关闭取缔到位；依法取缔禁止的煤
炭销售加工企业5家，行政拘留3人；依
法查封洗砂场8家；停产整治页岩砖厂6
家；取缔资江沿河网箱养鱼32口；依法
责令11家企业停产整治，其中强制断电
5家，查封企业及加工厂16家，立案行政

处罚4起。
与此同时，北塔区积极引导业主转

型升级，为企业主转入新的绿色环保产
业牵线搭桥，搞好服务。农业商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为陈家桥等地一些业主提供
贷款服务。国土部门还帮助一些废弃砖
厂瓦厂进行土地重新复垦，使一些被取
缔的砖瓦厂陆续转为大棚蔬菜、玫瑰花
卉、特色油菜、精品水果、现实版的QQ
农场基地。昔日一些黄沙漫漫的不毛之
地，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景象。

为了巩固环保整治工作成果，北塔
区形成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条块互动、齐心协力、共抓整改的工
作局面。区督查室、区监察局成立联合
督查检查组，对照已列出的责任清单和
问题清单，逐项督查整改效果，做到整改
一件销号一件，直至任务全部完成。同
时督促各有关单位按照整改方案，现场
办公、挂图作战。区督查室每周向区政
府报告各单位的行动情况。积极构建环
境保护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动机制，公安、
检察、法院全力支持环境执法活动，始终
保持从严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
势。对工作不力、措施落实不到位、完不
成任务的部门，纪检部门严肃追究有关
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并在年度考核中
实行“一票否决”。

严督办 抓整改 促落实
——北塔区开展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纪实

记者 杨波

她从绥宁的大山走出去，在
上海打拼多年，多年前年薪就达
到了 100 万元。可是，去年 12
月，她却毅然回到家乡创业。

吸引她回乡的居然是鹅公
岭大山里的豆腐。

鹅公岭的豆腐蕴含着一个
用传统美食孝敬老人的故事。

这个让不少村民觉得不可
思议的 80 后苗家阿妹叫龙依
依。“鹅公岭豆腐以其独特的制
作工艺和口感而久负盛名。然
而由于地域原因，鹅公岭豆腐从
来没有走出过当地。”她说，“我
从大城市回来就是想借助互联
网，把鹅公岭豆腐变成北上广深
高端消费者的美味佳肴。”

这里的豆腐选用的是本地
农民种的上等黄豆，经过清洗、
磨浆、压榨过滤、点卤，油炸等工
序，全部都是传统的手工作业，
不但味道鲜美，而且环保。

龙依依的家乡地处鹅公岭
侗族苗族乡西部，距离乡政府
1.3 公里，全村 1030 余人，苗族
人口占全村人口的95%，共8个
村民小组，林地面积6153亩，水

田面积约543亩，是典型的贫困
村。“我要把家乡好的产品都带
出大山，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
大山里的美味，从而带动家乡的
经济发展。”

回到家乡后，龙依依组建了
团队，成立了绥宁山夫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并注册了商标苗
侗阿妹豆腐。

“近两年我计划主打苗侗阿
妹豆腐为主，以后整合菜籽油、
小黄豆、辣椒、红薯等当地特色
农特产品，利用互联网进行推广
营销。”看到家乡贫穷落后的现
状，龙依依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给
家乡带来变化。在她看来，只有
通过互联网才能将山窝窝里这
些最地道的农特产品及时推广
出去，让乡亲们的劳动成果变得
更有价值。上线三个月来，龙依
依制作的豆腐实现了销售收入
22万元。

传统的鹅公岭豆腐制作关
键取决于点卤的时机把握，相比
于石膏豆腐制作工艺复杂，在当
地慢慢失传。龙依依打算将这种
最传统的工艺传承下去，目前她
正准备向县文化局申请非物质文
化遗产，来保护这一传统技艺。

苗家阿妹放弃百万年薪返乡创业

潘 琴

农行邵阳分行党委根据我市贫困地
区经济状况、资源凛赋与贫困人口需求，
不断加强产品创新，量身定制了系列“精
准扶贫”信贷产品，吹响金融精准扶贫“协
奏曲”。据了解，截至2017年3月末，该行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 15.06 亿元，带动
4390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架起致富高速路
“六条通组路通到家门口，以前去镇

上卖个稻谷、柑橘来回得折腾一天，现在
水泥路通到家，在家坐等收钱。”农行邵阳
分行扶贫点洞口县梅塘村刘奶奶讲起村
里的变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要想富，先修路”。为改变梅塘村交
通闭塞的现状，2015年，农行邵阳分行研
究制定修路先行方案，按“政府补助+农行
专项资金+村民自筹”的模式开启了村村
通修路工程，目前该村已修好2条通村路、
6条通组路，为全村3111人出行提供方
便。每当秋收时节，在平坦的水泥路上，
就有商贩的车停在村集体活动中心楼下，
吆喝着收稻谷、柑橘，路修通了，村民的腰
包也鼓起来了。

我市9个县市就有8个县市为贫困县，
贫困人口占湖南的六分之一，数量最多，任
务最重。交通闭塞是相当一部分群众长期
贫困的主要原因。市委、政府把交通扶贫

放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交通先行”的口号，
农行邵阳分行积极响应市政府扶贫战略，
先后投放26亿元公路项目贷款，不仅支持
通村公路建设，还支持城步儒林大道、新宁
道路连接线、武冈过境公路、新邵路网建设
等4个贫困县县城主干道扩容提质建设，并
为衡邵、坪上、怀通高速公路提供信贷支
持，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路网结构。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新宁崀山是享有“中国丹霞之魂”美

誉的著名风景区，但景区日趋饱和的接待
容量却成了发展的“拦路虎”。2016年，湖
南崀山盛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把建
设生态停车场为崀山旅游的“一号工程”，
正当其为资金缺乏犯难时，农行邵阳分行
组建由省市县三级的专家团队为其送去
了“及时雨”，通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市
场前景等方面的综合评价，给该公司授信
2.5亿元，支持该司3000个停车位建设和
配套用房及基础设施建设。

该项目直接带动周边1200余名被征
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有些被安置在景区
停车场指挥游客停车，有些在景区做起小
买卖……据悉，项目竣工后，崀山接待游
客将以平均每年6%的增速增加，每年将为
当地经济多贡献2亿元产值，并将产生上
万个就业岗位。

近年来，该行先后为新宁崀山、城步
南山牧场等旅游配套设施及旅游景区项

目累计投放近10亿元贷款。
支持农民发家致富

“2015年至今，农场经营规模从189
亩到339亩、979亩，流转经营土地扩大了
4倍，感谢农行信贷的支持。”新宁县立家
家庭“农场主”刘立佳满怀感激地说道。

刘立佳是土生土长的农民，2015年，
县扶贫队入村开展创业扶贫政策宣导时，
他萌生创业想法。可“想去银行贷款，没
有抵押，也没有人做担保，贷不成。”正当
他一筹莫展之际，农行的客户经理及时登
门服务，详细了解刘立佳的种植技术、信
誉条件及流转规模，被认定为符合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试点范畴。不出一个月，中华
联合财保公司为刘立佳提供担保，他一下
子贷到了20万元，在村里流转了189亩土
地，当年除去田租、农药、化肥、劳务开支
等种植成本，净收入近12万元。

该行先后引入贷款保证保险、政府
风险补偿基金等担保增信模式，向没有
抵押担保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放纯信
用贷款，从供给侧领域着力破解新型农
民“融资难”问题。近两年来，该行共累
计发放个人生产经营贷款4.45亿元，先
后扶持 862 个新型农民发展，有效促进
了当地粮食、
油茶、药材、
养殖等产业
发展。

心忧贫困群众 创新金融产品
——农行邵阳分行致力金融精准扶贫纪实

本报讯 “以前有些业务需
要自己去找专管员签字审批，现
在由业务支撑小组帮忙搞定，真
是省时又省心。”6月26日上午，
正在北塔区办税服务厅办理业
务的某公司会计曹丽平用了不
到十分钟时间，就办完了认证专
用发票、发票领购等业务。这是
北塔区办税服务厅优化硬件设
施，强化人员配置，推行一体化
办税方便老百姓的真实写照。

5 月 9 日，北塔区办税服务
厅正式揭牌运行。在硬件设备
上，北塔区办税服务厅充分考虑
了纳税人的办税需求，设立办税
服务区、休息等候区、自助办税
区、办税业务咨询区等业务区
域，有专人负责电子税务局线上
线下服务，并更新了所有办公电
脑。同时，办税窗口也由之前的
8 个窗口增加至现在的 14 个窗
口，涵盖了国地税的各项业务，

开通“同城通办”、“省内通办”、
“绿色通道”、“快速涉税”等特色
通道，从而提升了办税服务效
率。在人员配置上，经过市政府
组织统一招考的层层选拔，该局
新进工作人员 18 名，经历了为
期一个月的业务技能培训和二
次考试后，才正式上岗，确保了
新进人员的业务技能过硬。

“6月17日在2017年度全市
国税业务知识（纳税服务类）大比
武中，北塔区荣获团体第二名的殊
荣，为更好地服务于纳税人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北塔区办税服务厅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体化办税服
务厅这个新的平台上，北塔区国、
地税局将“一条心、一股劲、一家
亲”，合力说好办税故事、共同书写
办税文章、共同打造合作典范，为
纳税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童中涵 蒋苏 肖奋勇
实习生 杨灿）

北塔区一体化办税方便百姓

为全面提升“窗口”服务形象，近日，邵阳湘运集团公司为司
属14个汽车客运站一线工作人员更换了新制服，新颖别致的服装
既方便了旅客识别工作人员，也成为车站内一道靓丽的风景。

杨敏华 李高雄 实习生 方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