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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土而出到长大“成年”，一棵南
竹只需生长 4 年，即可用于制造竹滑
板、一次性竹餐盘、竹家具、竹炭……较
短的生长培育周期和高利用率，让绥宁
南竹产业的羽翼日益丰满，成为该县脱
贫攻坚的中坚力量。

绥宁是“中国竹子之乡”和全省
4 个竹产业建设示范县之一，拥有南
竹 75 万亩，立竹数达 1.5 亿株。近年
来，该县坚持五大发展理念，通过做
大 总 量 、优 化 结 构 、转 换 动 能 等 途
径，把南竹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县的
支柱产业，并加快建设南竹加工全
省区域性中心、国家木竹产业示范
园，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三赢”。

该县坚持培育与开发并重，从南竹
资源培育入手，着力提升总量和质量，
实现了南竹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通过
政策引导，该县大力推进丰产培育工
程，每年实施南竹低产林改造与丰产培
育1万亩以上。

抓住了生产源头，就把握住了发
展的脉搏。该县通过示范带动，集中
资金建设丰产基地，先后投入 1500 万
元，集中连片建成万亩示范林 1 个、
千亩示范基地 6 个、五百亩示范点 22
个、百亩示范户 65 户，形成 3 条百里
高产示范竹带。

基地建了，竹林密了，修通把南
竹运出深山的路至关重要。为此，
绥宁大力推进竹林道建设，积极引
导和扶持竹农投身竹林道建设。全
县共建设竹林道 1500 千米，其中铺
砂路面 200 千米，重点林区道路密度
达 3 公里/千亩。竹林道建成后，改
变了南竹出山靠人扛马驮的传统方

式，全县“困山竹”面积减少 40%左
右，劳动力成本平均每百公斤下降
14 元左右。

只有让科技作强力支撑，南竹产
业才能在市场中不断壮大。绥宁通
过产业科技兴竹，科学实施丰产竹
林培育。实施了“国家南竹丰产培
育推广计划”等项目，取得了“南竹
笋材两用林实验推广技术”等多项
省部级科技成果。近五年，全县共
投入资金 2500 余万元，培育丰产南
竹 15.32 万亩，亩平新增立竹 120 株，
最多达 250 株/亩，亩平年产值提高
到 1500 元。

为持续提升南竹产业的市场竞争
力，绥宁县依靠“政策推动力、市场驱动
力、科技创新力”同时发力，为产业发展
解除束缚，减少阻力。2017年，全县统
筹整合产业发展资金 8581 万元，重点
用于南竹产业等扶贫产业。

绥宁县把南竹产业作为重要扶贫
产业，为竹农提供南竹低改或新造奖
补，集中连片50亩以上南竹低改的，奖
补 400 元/亩。经低改后，每亩竹林年
产竹40根，产笋100公斤左右，竹农每
亩收入600元以上。2017年，绥宁县农
民年人均竹业收入达1136元。

“每一块地都通了，方便得很，以前
要走半天，现在骑摩托车 10 分钟就到
了。”麻塘苗族瑶族乡三寨村贫困户梁
刚说，政府出资修了林道后，他家种的
40多亩南竹林，到今年10月份能砍60
吨左右，年底脱贫在望。

此外，绥宁积极鼓励和支持南竹
加工企业与竹农合作共建原材料基
地。先后有 13 家企业共投入 1600 万
元，建成南竹原材料基地 3.9 万亩，形

成了“企业+基地+农户”的竹产业发
展新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原料供应
难问题，也促进了竹农增产增收。

“我们用南竹取代了原来的优质木
材，不仅顺应了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
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湖南省丰
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青
云介绍，“公司已成为全国生产运动滑
板的龙头企业，我们的产品是第十三届
全运会滑板指定产品。”这正是绥宁南
竹产业纵深发展的缩影。

推动“竹子之乡”向“竹业之乡”转
变，绥宁持续发力。5月28日，国际竹藤
中心与绥宁县人民政府签订竹产业战
略合作协议，围绕竹资源培育、竹种选
育、竹资源综合利用、竹产业发展规划等
领域开展战略合作，推动绥宁县竹产业
发展。

绥宁县累计筹措资金 10 亿元投
入南竹产业园建设，引进南竹加工上
市公司1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全力打
造国家木竹产业示范园。目前，绥宁南
竹产业园竹滑板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40%，竹筷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30%，竹
木复合集装箱板年产量达6万立方米，
年南竹加工量达 1000 万根以上，加工
利用率由65%提升到98%，产值由每根
30 元提高到 80 元。2017 年，绥宁南竹
加工产值逾 17 亿元，占工业集中区比
重达90%。

以竹为生态底色，助力绿色发展。
绥宁竹产业正描绘出美丽乡村的一道
风景线。

竹林里擦亮生态底色
——“产业扶贫看绥宁”系列报道之四

通讯员 向云峰 何超

今年7月上旬，邵东智能制造技术
研究院邀请湖南省工业设计协会等行
业协会与机构的专家及省内外28家重
点工业设计企业、80家市县重点规模企
业来邵东对接，为邵东企业搭建发展平
台，打造邵东的打火机、箱包、小五金优
势品牌，推向世界各地。

“通过对接，推动工业设计企业与
重点园区工业企业紧密对接，着力解决
一批企业设计难题、推广宣传一批设计
机构、促进一批设计成果转化，推动工
业设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及全省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邵东智能制造技
术研究院院长杨海东介绍，在《中国制
造2025》行动纲领的引领下，湖南把智
能制造作为牵引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的“牛鼻子”，努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而工业设计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
核心驱动力，是各产业领域培育新增长
点、发展壮大新动能的重要推动力量，
是提升产业层次、增强产品竞争力、增
加有效供给的制胜利器。对接会创造了

知名工业设计大师、设计资源与企业面对
面对接洽谈的契机，推动了设计服务产业
合作的加速与落地，对后续湖南制造产业
的不断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邵东具备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良好
的制造业基础、丰富的高质量制造产
品，拥有巨大的设计需求与良好的市场
前景。此次“工业设计进邵东”，将是邵
东产业转型、升级、腾飞的重要契机。

对接中，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
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湖南
省工业设计协会会长何人可等工业设
计领域资深专家作了专题授课，为与会
企业家带来了一场工业设计助推产业
转型升级的思想启迪。

通过深入沟通和对接，湖南湘衡重
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邵东企业，
分别与省内工业设计专业机构、企业和
设计专业实力雄厚的院校签订战略框
架协议，计划开展系列设计对接与合
作。长沙基准机电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等专业设计企业，将针对邵东企业需

求，提供专业工业设计服务，以创新设
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邵智院与
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运营商湖
南同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共
建小商品创新设计中心。

此次战略协议的签订，实则是中国
（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的丰富设计资
源与邵东企业设计需求的深入对接合
作，将构建起两地资源互补发展的桥
梁，在强强联手的合力推动下，必将对
邵东制造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制造业是承载国家发展的“重型机
器”，而新时代背景下，设计力量逐渐成
为加速制造产业高速运转的马达。本
次对接会将湖南工业设计与制造产业
结合起来，全面解读工业设计的核心定
义，以工业设计创品牌、提品质、强效益，
致力打造含金量更高的“湖南智造”。

邵智院：为邵东企业“穿针引线”塑品牌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刘朋飞 邓星照 魏志刚

邵 阳 日 报 7 月 16 日 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罗艳）
为给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取得巨
大变化的大美洞口喝彩，并为《中
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军、洞口
籍青年雷海为点赞，7 月 16 日，

“雷海为杯”全国诗词大赛在洞口
县岩山镇正式启动。雷海为亲临
现场并殷切寄语，希望在家乡发
掘出一批传统诗词人才，掀起传
统诗词学习热潮。

本次赛事的指导单位为邵

阳市诗词协会、洞口县委宣传
部，由洞口县岩山镇人民政府
和洞口县蓼水潮文学社主办。
本次赛事自 7 月开始接收参赛
作品，至 2018 年 10 月 30 日结束
征集。征稿作品要求以雷海为
事迹或雷海为家乡洞口县的自
然山水、历史人文、风情物产、
发展巨变为主题，自由抒发作
者真情实感；每位作者限投诗、
词作品共 2 首，并要求参赛作品
均为原创。

“雷海为杯”全国诗词大赛启动

邵 阳 日 报 7 月 16 日 讯
（通讯员 郑慧 罗隆祥） 7月
13 日 22 时 38 分，崀山“橙子妹”
刘元元登上央视一套《星光大道》
舞台，深情演唱了《人民的信仰》

《崀山脐橙香》和《浪漫崀山》等歌
曲，其中《人民的信仰》已是第二
次在央视舞台唱响。

“不忘初心放飞理想和希望，
牢记使命把信仰擦亮，同心协力
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
就出彩的华章……”新宁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杨文国精心创作的
歌曲《人民的信仰》，歌词原为诗
歌《信仰》，发表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大地”副
刊。此诗经作曲家于玄子谱曲成
歌后，许多歌手纷纷演唱，得以迅

速传播。
今年 2 月 4 日 21 时 18 分，新

创主旋律歌曲《人民的信仰》在央
视一套《改革开放再出发——中
央电视台“心连心”赴深圳前海慰
问演出》中亮相，以豪迈大气的词
曲和声情并茂的演唱形成巨大张
力，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广大观
众备受感染和鼓舞。

今年，中共邵阳市委宣传部
发布了我市 2018 年至 2021 年文
艺创作重点选题规划方案。我市
从今年起将陆续推出一批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的精品力作，歌曲《人民的信
仰》等15个优秀作品在列。

据悉，《人民的信仰》大型音
乐电视正在紧张筹备中。

《人民的信仰》再上央视舞台

邵阳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刘志坚 罗亮红）
新建村级公路，安装自来水，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特色种养产
业……7 月 12 日，提起县移民局
扶贫工作队驻村以来所办的一
件件好事、实事，新邵县大新镇
和谐村村民张学珍不禁竖起大
拇指点赞。

和谐村是新邵县移民局的
帮扶联系点，该村共有贫困人
口 45 户 158 人，大部分是因病、
因灾及缺少技术等致贫。村里
土地稀少，村民居住分散，集体
经济薄弱，基础设施较差，是个

典型的山区乡村。
自 2017 年进村实施帮扶以

来，新邵县移民局共投入 92 万
余元用于该村的自来水项目建
设、水毁码头复建、村道院落绿
化，并新建公路 7 公里，重点实
施产业扶贫、危房改造、易地扶
贫搬迁等专项扶贫措施。全村
教 育 助 学 21 人 ，医 疗 救 助 18
人，所有贫困户均参加农合、农
保，全村稳定脱贫 18 户 69 人。
下一步，扶贫工作队将推动该
村利用资江小三峡、筱溪国家
湿地公园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
旅游业。

新邵移民局精准扶贫赢民心

今年以来，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镇长安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走出了一条“党支部牵
头、党员引领、合作社带动、群众参与”的蔬菜产业发展新路子。
该村蔬菜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180多户，其中贫困户7户21人，
带动群众规模化种植西红柿280多亩、青瓜150亩、辣椒120亩，
户均收入近32000元。图为村民在包装新鲜采摘的青瓜，准备
销往外地市场。 通讯员 陈全科 摄

（上接一版①）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按照一、二、三类
对全县363个村（社区）信访工作进行分类
管理考核排名，考评结果与村干部的工资
待遇、县财政下拨的村级组织工作经费挂
钩，与乡镇驻村干部奖惩挂钩，奖优罚劣。

2017年，洞口县创建信访三无示范村
124个，有3个村因信访问题未及时处理导
致上行受到“黄牌警告”，并被扣除下拨经
费 1 万元，有 15 名镇村干部受到责任追

究。高沙镇是全省总人口最多的建制镇，
辖37个村4个社区14万余人，地广人多、
社情复杂，信访工作难度颇大。高沙镇党
委政府对村（社区）信访工作实行真考核、严
奖罚，2017年先后有7名镇村干部受到责任
追究，树立了“信访工作干好干坏不一样”的
工作导向，镇村干部责任心明显增强，真正
做到“信访工作是主业，人人肩上有担子”。
今年来，高沙镇乡村两级共排查出各类矛盾
纠纷125起，已妥善化解109起，信访总量同
比下降28%，实现了进京零非访。

（上接一版②）

近年来，邵东县网球运动蓬
勃发展，邵东业余体校网球训练
基地常年参加训练人数达到百
余人，网球训练水平也跻身全省
前列。从这里走出去的运动员
莫业聪进入广东网球队，在2018
年3月举行的中国·成都国际网
联青少年巡回赛（U18）G3 站男
子双打决赛上，夺得男双冠军。

在今年 6 月举行的“中国体彩
杯”双打锦标赛上，他又获得双
打冠军。

邵东县业余体校网球训练
基地教练陈柱飞介绍，本次省运
会，训练基地将组建邵阳网球
队，派出13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
组网球项目的比赛、10名运动员
参加成年组网球项目的比赛。
运动员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
仅9岁。

陈柱飞说，今年 7 月 1 日，
网球队备战省运会进入集训阶
段。每天上午、下午都进行训
练，训练时间在4小时以上。上
届省运会，邵阳网球队夺得了 2
块金牌。本届省运会，他们将
着重突出针对性训练，重点解
决短板问题，围绕男子丙组团
体项目，成年组 45 岁以下男子
团体、双打以及 45 岁以下混双
项目，做好冲击奖牌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