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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宁 煜 通讯员
蒋岳峰 实习生 赵琦） 6月20日，第
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邵阳市选
拔赛在市区开赛，来自各县市区的34支
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团市委、市残联
等单位联合主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局承办。大赛项目类别分为创业组、创
新组和专业组，采用“6+6+1”赛制，即每
支队伍有6分钟路演时间，评委与参赛队
有6分钟的提问互动，剩余1分钟时有倒
计时提醒。

此次参赛的团队有硕士毕业生、返乡
农民工、在校大学生，还有留学归国人员。
参赛项目既有高科技项目，又有节能环保
项目、商贸服务项目、农业旅游项目、共享

经济项目。湖南锐科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的参赛项目，直戳行业“痛点”，研发工业
智能机器人，提升我市传统工业的智能化
水平。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的邵阳市黑宝石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利用创新技术将废旧
轮胎合理有效二次处理，研发出的常压连
续低温精炼再生产橡胶新工艺绿色环保，
可促进我国再生橡胶工业发展。此次大赛
还吸引了邵阳学院的在校学生前来参赛，
他们基于C2C共享模式开创了“Friend-
book（共享书籍）”这一应用项目，充分展

示了当代大学生利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
创新创业热情。

现场专家评委和投资机构认为，参
赛项目大多很有创新意识，不少项目抓
住了行业“痛点”机遇，很有市场潜力，不
少创客团队研发的产品很有竞争优势。

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金学
华表示，通过此次大赛的示范引领，将有
效推动我市实体产业发展，切实服务于

“二中心一枢纽”和“产业兴邵”战略，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邵阳添砖加瓦。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邵阳选拔赛开赛

“创翼”起飞 创意无限

本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蒋岳峰 实习生 杜韫汇

6 月 4 日，武冈市工业园区内，武冈
市鑫达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
开平忙着检查冷藏库运营情况。这座能
容纳3000吨蔬菜水果的冷藏库，可以对
葡萄进行低温保存，通过错开成熟高峰
期销售，为农户带来更多的利润。

今年50岁的蒋开平是武冈人，大学
毕业后成为当地客运站的一名普通职
工。2000年，他从客运站辞职，成立交通
运输公司，主要经营邵阳至广州的客运
业务，赚到了第一桶金。

2009年，蒋开平偶然认识了一个葡萄
种植户，并随他到葡萄园里转了一圈。“刚
到果园，我就被晶莹剔透的葡萄吸引住了，
它们仿佛还发着光！”就这样，蒋开平像中
了“魔咒”一样，与葡萄结下不解之缘。他

说：“我希望将来的某一天，能在长满葡萄
的园子里喝茶看书，享受幸福时光。”

为了圆自己的葡萄种植梦，蒋开平辗
转来到浙江、新疆等地考察学习葡萄种植
技术。2010年，蒋开平在武冈市荆竹铺镇
流转土地30亩种植葡萄。为了尽快建好葡
萄园，他把家安在葡萄园里。“野外夜晚湿
气很重，第二天起来，被子上都能看到露
珠。”忆起创业的艰苦岁月，蒋开平如是说。

正当栽下的葡萄苗枝繁叶茂时，葡萄
园却突遭天灾：那年的梅雨季节，大雨下个
不停，空气潮湿导致葡萄患上了霜霉病。由
于没有防治经验，葡萄园当年损失惨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意外没有
击倒蒋开平，反而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短
板。自那以后，他专心向农业专家取经，
学习葡萄病害防治技术，深入农业研究
所请教护理经验。“现在我只要看一眼葡
萄，大概就能知道它出了什么问题，能挂

多少果。”蒋开平笑道。
2011 年，蒋开平成立武冈市兴业红

提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带动周边农户
种植葡萄。经过7年的发展，308名农户加
入合作社，蒋开平的葡萄园也从最初的
30亩扩大到1000余亩。

6月4日，记者在武冈市兴业红提农
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看到，1000 余亩
红提长势喜人，果子开始着色。预计到今
年9月丰收季节，合作社能带动308名农
户人均增收上万元。

为了适应市场，让葡萄卖个好价钱，
蒋开平搭建促早棚，控制室内温度，让葡
萄提前上市，抢占先机，并在工业园内建
了冷藏库，便于错峰销售。同时，他积极开
拓市场，跟省内各大超市合作，并成立电
子商务公司，为葡萄销售提供平台保障。

“我的‘葡萄梦’正在慢慢地实现。未
来我将带动更多的农户种植葡萄，让他
们也享受到果子丰收带来的喜悦和财
富。”蒋开平信心满怀地说。

蒋开平的葡萄梦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坤
刚） 6月13日，邵阳雀塘循环
经济产业园管委会召开会议，
专题学习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下发的相关文件，汲取长沙市
经济建设的先进经验，聚焦园
区实体经济，着力改善营商环
境，热心服务企业发展。

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自2016
年下半年开建，经过近两年的发
展，现已初具规模，园区3.2公里路
网已建成通车，一期10.5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已交付使用，入园企业18
家，其中7家已开工生产。

产业园管委会要求全体干
部职工进一步明确职责，勇于
担当，营造干部敢于干事的良
好氛围；要当好服务企业的“店
小二”，对企业做到有求必应；
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坚持
对政商关系中各种违纪违法现
象“零容忍”，加强机关工作人
员“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积
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邵阳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

“清”上加“亲”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唐洁 李侦） 6 月
14日，邵阳经开区组织召开动
员大会，宣告该区非公有制企
业党组织集中组建攻坚月专项
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7月15
日。行动期间，该区各工作专
项小组将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制
等方式，对全区非公有制企业
党组织进行地毯式排查。在摸
清底子后，将对应建党组织的
非公企业实行“挂图作战”“销
号管理””，展开党组织集中组
建；对已经建立的党组织，将进
行全面核查；对不规
范、不正常的党组织，
立即开展整改提升。

邵阳经开区希望

通过此次攻坚行动，破解制约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发展的瓶
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两个覆盖”，确保有 3 名及以
上党员的非公企业 100%单独
组建党组织；确保有1至2名党
员的非公企业，通过联合、挂
靠、行业统建、区域联建、增员
组建等方式，100%组建党组
织；确保已经建立的党组织直
管党员人数达到3名以上。对
于没有党员的非公企业，将通
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建立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方式实现
党的工作全覆盖。

邵阳经开区：

集中推进非公企业“两个覆盖”

本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王都宁 张斌 实习生 向芳容

作为全市工业经济的核心与产业建
设的聚焦地，邵阳经开区在过去的数年
里不断壮大，园区经济正由快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其原生动力是什么？6
月19日，邵阳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陈秋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了解答。

在陈秋良看来，就是一家家企业挺
起了邵阳经开区的脊梁，它们是经开区
坚强的“筋骨”。只有“筋骨”强健起来，才
能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要让企
业这一“筋骨”强健起来，关键是坚持技
术创新。因此，邵阳经开区近年来大力实
施科技创新引领战略，不断推动园区企
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让企业发展壮
大，与园区携手共进。

近年来，邵阳经开区不断出台实打
实、看得见的鼓励措施，推动企业科技创
新，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今年初，该区先
后出台了招商“十条”和产业发展“黄金十
条”。前者明确提出，对成功引进未转化的
科技成果的招商单位和个人，按实际到位
资金的5‰予以奖励；后者对企业实施科
技创新亦予以超乎以往的大力支持。

邵阳经开区还出台相关措施，支持企
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牵头组建邵阳科技

创新联盟，加快特种玻璃研究院、机器人检
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建设，为技术服务
产业并转化为生产力架通桥梁。该区还大
力优化创新环境，支持中小企业担保公司
优先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或贴息，
对企业智能化生产线改造、企业首套重大
技术装备和重点新材料产品首批次应用进
行奖励。在邵阳经开区的全力推动下，越来
越多的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越来越多
的高新企业落户园区。截至目前，园区内的
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超过46家。

陈秋良介绍，在致力帮助成熟企业实
施科技创新的同时，邵阳经开区还积极孵
化和培育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中小
微企业。早在2009年，邵阳经开区就成立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创业中心），在“众创
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全方位发
力。每年，该区都会启动“春苗行动”，筛选
30家左右的小微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
所等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并安排专人
指导其创新发展，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积极参与建链、
补链、强链。同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财
政、融资和人才培训支持力度，确保每年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5家以上。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中小微
企业得到成功孵化，迅速成长起来。截至
目前，邵阳经开区“双创”服务平台已成
功孵化出天香生物、金鹰锅炉等高新技

术企业16家。在不断的科技创新中，越来
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有效带动园
区经济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7年，邵
阳经开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68亿元，同比
增长29.4%；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176亿元，同比增长26.8%。

陈秋良表示，科技创新已然成为支撑
和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此，
邵阳经开区将夯实科技创新基础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来抓。今年，该区投入3100万元
以上用于科技创新，推动工业企业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
1.3%以上，建立省级及以上研发中心机构
11家以上，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8家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区“四上”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40%以上。

此次承办市首届创新创业大赛，也
是邵阳经开区推动创新引领工作的重要
一环。陈秋良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大赛，
选拔优秀企业和项目，集聚资源，催生新
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
小企业转型升级及‘上云’，促进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以期实现优势产业链聚
集、‘产业兴邵’和‘制造强区’的目标，为
邵阳经开区成功创建国家级开发区提供
坚强的智力保障。”

以科技创新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访邵阳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陈秋良

邵东生态产业园以境
外商会为引领，引进30多
家箱包企业入园投产，并
进行转型升级，创建自主
品牌20多个，带动箱包服
装产业出口和税收成倍增
长。去年，入园企业实现
出口3.5亿美元，完成税收
超亿元，箱包行业跃居邵
东县第一大出口产业。图
为邵东金鹰皮具制造有限
公司员工在加工箱包。

记者 罗俊 摄

（上接二版）

实惠三：生态大改善，老百姓生活环境“优起来”

40年来，湖南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资源
环境的保护。特别是省第九次党代会以后，更加注重处理好经济
增长和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资源能源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调整经济结构，从关闭
重污染企业到治理中小污染企业，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到“绿
色湖南”建设，从实施洞庭湖区、湘江流域污染整治到全面完成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从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到打
响“蓝天保卫战”……湖南的天空越来越蓝，水越来越绿，空气越
来越清新。全省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38.9%提高到2017年的
59.68%，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1.5%，监
测的345个地表水断面中，达到III类标准的比重高达93.6%。

就拿湘江来说，在有的地段，以前往江水里乱排废水、乱扔
垃圾、乱挖沙的现象很多，江水浑浊，死鱼、死虾经常出现。现在
湘江湖南全流域的水是清澈的，两岸的道路宽敞，流经城市的地
段建设的沿江风光带风景宜人，走在江边会油然而生对湖南美
景的赞美。40年来，翻开湖南生态环境发展的绿色地图，老百姓
随处可见绿树成荫的公园，风景如画的广场和生机盎然的绿地，
蓝天、绿水、青山、白云，将湖湘大地装扮成了一幅色彩斑斓、五
光十色的精美画卷。越来越美丽的新湖南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
了生活环境的优化，家园越来越充满生机与活力。

实惠四：文化大繁荣，老百姓文化生活“美起来”

40 年来，有着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湖南迎来了文化大繁
荣、大发展的春天。截至2017年底，全省有艺术表演团体439个，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143个，公共图书馆137个，博物馆、纪念馆
115 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8.49%，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9.30%，“电视湘军”“出版湘军”“理论湘军”“演艺湘军”“报业湘
军”快速发展，“湖南文化现象”享誉全国，已步入文化强省行列。

就拿很多长沙老戏迷来说，以前看戏不但地方少、票难买，
还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每碰到一场好戏，都得先掂量掂量。现
在好了，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各种文艺节目，对老百姓来说，
这就是家门口的幸福感。40年来，湖南文化的发展有目共睹，湖
南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成效显著。“欢乐潇湘”群众文艺汇演，百
姓唱主角，草根当明星，成了三湘百姓的“星光大道”；“雅韵三
湘”高雅艺术普及推广活动，每年超过200场的演出，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可以欣赏高雅艺术；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覆盖，缓解了
广大群众“看书难、借书难、买书难”问题；“送戏下乡、演艺惠民”

“村村响”“户户通”，让越来越多的偏远农村可以看上大戏、看上
电视、听上广播。图书馆多了、博物馆多了、体育馆多了、电影院
多了、电视节目多了……一系列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
的生动实践，让老百姓看书不再少、看戏不再远、休闲不再难，文
化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有味。

风雷激荡40年，天翻地覆慨而慷。改革开放40年，是三湘大
地发生巨变的40年，更是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不断
提升的40年。我们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的再出发，三
湘儿女的生活将会更精彩、更美好、更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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