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要闻
审稿：李顺桥 责编：易桂媛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 2019年1月29日 星期二

1月23日，农历腊月十八，乡下的年味一天天
浓起来。来自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天堂村的
脱贫户杨光松闯进县城长铺镇政府大院一位副镇
长的办公室，执意要将自己放养的两条稻田鱼送
给“于教授”。再三推辞不掉，“于教授”只得用合适
的方式给对方以回赠。

没想到，脱贫户杨光松这一“闹腾”，竟让长铺
镇副镇长于定增“走到哪里就带富哪里”的事迹逐
渐浮出水面。

稻田养鱼助农脱贫

2018年，天堂村3组的残疾贫困户杨光松利
用4.8亩稻田养鱼，获利8万多元，一举脱贫。说起
脱贫史，他毫不含糊地说：“一要感谢扶贫工作队
给我提供资金，二要感谢于教授给我提供技术。”

杨光松4岁时被大火烧伤，致使右手截肢，右
脚掌和脸部严重变形，被评定为三级肢体残疾。因
脸部严重烧伤，形象不佳，杨光松多次外出务工受
挫，一度心灰意冷、丧失信心。他的妻子同为三级
肢体残疾人，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夫妇俩还要养育
一对儿女，家庭经济十分拮据。

2018年4月，驻天堂村的第一个精准扶贫工作
队——绥宁县科协扶贫工作队来到该村。有什么

“短、平、快”项目可以让杨光松这样的家庭迅速走
出贫困呢？与扶贫工作队一同来到天堂村的县科协
编外专家、长铺镇副镇长于定增一锤定音：稻田养
鱼！

通过于定增精心配比，2018年5月初，1500条草
鱼苗、500条鲤鱼苗、300条鳊鱼苗、100条鳙鱼苗投入
杨光松的4.8亩连片稻田中。投放鱼苗的当天晚上，
天堂村乍暖还寒，于定增专程从县城来到杨光松家
里，围着火炉传授了整整一夜的稻田养鱼技术。

“如果哪天我不打电话问他稻田养鱼的问题，
于教授晚上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我养鱼的情况。”
杨光松说。

秋季，稻子收割后，稻田养鱼进入最关键的育
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于定增又专程来到天堂
村向杨光松等人面对面传授稻田养鱼育肥技术。
看见杨光松严格按照自己布置的规程育肥，于定
增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兄，今年脱不了贫你找
我！”

2018年12月24日，正逢乐安铺集日，杨光松
按照于定增的吩咐适时“干塘”，2500多公斤高档
稻田鱼卖了83000多元。

“您说，我能不感谢您吗？明年我还要养鱼，您
还要帮我，我还要来给您送鱼，您还得乖乖地收
下！”给于定增送鱼当日，面对推辞，杨光松连珠炮
似地“轰”。

（小标）走到一处带富一处

于定增1973 年出生于长铺子苗族侗族乡大
碑村。1997年从湖南农业大学水产教育专业毕业
后，于定增回到绥宁鹅公岭侗族苗族乡中学任教。
在三尺讲台报效家乡之余，他常常想起大学一位
恩师对他说过的话：“将来，你走到哪里，就要用你
的知识带富哪里！”

当时，正值鹅公岭刚刚兴起辣椒产业，村民对
种植辣椒的技术如饥似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于定增这名当时在当地唯一科班出身的“农
业专家”总是工作日在学校上课，周末即到田间地
头指导百姓栽种优质高产辣椒，甚至晚上也到村
里组织村民开展辣椒栽种技术培训。在他的指导
下，鹅公岭成为当时湘黔边界最大的辣椒生产基
地。

东山侗族乡的葡萄闻名遐迩，但很少有人知
道，东山葡萄竟也凝聚着于定增的大量心血。2005
年，于定增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乡镇领导岗位，
并被分到东山侗族乡担任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这
一回，于定增如鱼得水、如龙入海，在乡党委、政府
和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培育和大力推广

“猪—沼—果”葡萄立体种养模式，先后举行葡萄

种植技术培训180余场次，培训农民2700余人次。
“十年磨一剑”，到2014年于定增调离东山时，该
乡葡萄种植面积突破 2000 亩，葡萄种植户突破
200户，葡萄产值突破1亿元。

2014年5月，于定增调任长铺子苗族侗族乡副
乡长。当时，正值该乡杨梅树面临老化和退化的关
键时期，于定增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常采取“5+
2”“白+黑”的方式下到杨梅种植户家中传授嫁接
改良技术，并通过将杨梅基地向更高海拔迁移的
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杨梅的品质。如今，绥宁杨梅
又有了与靖州木洞杨梅竞争的底气。

进城难忘乡村百姓

2016年4月，于定增调任绥宁县城长铺镇副
镇长。虽然进了城，但他念念不忘“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乡村百姓，主动要求加入县科协编外科普
工作者队伍。

随着时代的进步，于定增发现自己原来掌握
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技术需
求。于是，他每天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
道的《每日农经》，还自费订阅大量科技报刊，学习
现代农业实用种养技术。近年来，在于定增的悉心
指导和帮助下，仅临近县城的长铺子苗族侗族乡，
便涌现出了维多利亚红提种植大户朱宁英、高山
杨梅种植大户刘文忠、生态养鱼大户李军等致富
能手。在给种养大户倾情服务的过程中，他也获得
了“于教授”的美誉。

工作之余，于定增特别注重给贫困村民提供
技术帮助。除了天堂村的杨光松成为他的固定帮
扶户外，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游家湾村的两户贫困
户也进入了他的常帮常助视野。就在最近，于定增
引导他们一户学习养蜂，一户承包他人的杨梅园。

“我完全有信心在一两年内，让这些贫困户彻
底摆脱贫困！”于定增胸有成竹地说。

于教授走到哪儿
致富苗栽到哪儿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东平

邵阳日报 1 月 28 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王希文）
1 月 22 日起，市交通海事部门
组成 4 个暗访组，对全市范围
内的水上交通安全全面展开暗
访督查，确保水上春运安全。

1 月 24 日，暗访组来到邵
阳县、新宁县辖区的重点水
域、渡口码头，详细查看客渡
船按章航行、农村自用船管
理等落实情况，并要求水上
从 业 人 员 严 格 遵 守 签 单 发

航、“六不发航”制度，将安全
措施做到位，确保水上交通
春运安全。

确保水上交通安全，是近
年来邵阳市交通海事部门的
头等大事。全面摸排取缔废弃
船 舶 、彻 底 清 理 整 治“ 僵 尸
船”、坚决取缔非法砂石码头、
对农村自用船舶进行编号管
理 、加 强 日 常 巡 逻 巡
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
查、对水上从业人员进

行常态化培训……每一项举
措都有的放矢，“组合拳”多点
发力，“安全网”全面铺开，形
成了邵阳水上交通长治久安
的基础性保障。暗访组表示：

“越是遇到节假日，越要提高
警惕，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
意。要牢记教训，时刻警示，确
保水上交通安全。”

市交通海事部门强化暗访督查

全力保障春运水上交通安全

邵阳日报 1 月 28 日讯
（通讯员 李斌 黄生勇）
“今天免费领到的这几副对
联是知名书法家的精品，真
是可遇不可求！”1月27日上
午的绥宁县城绿洲广场上，
捧着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聂德
荣书写的春联，长铺子苗族
侗族乡秋木田村村民曾新伍
高兴地说。

当天，绥宁县文联、绥宁
县书法家协会在绿洲广场举
办“我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送春联活动，40多名书法
家冒着寒风，饱含热情地泼
墨挥毫，为群众送上一副副
寄托着美好祝福的春联。

据该县文联负责人介绍，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春节期间全县广泛

开展“我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主题活动，动员和组织全
县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
创作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高质量文艺产品，并开展送
图书和春联字画、送艺术培
训、送歌舞等形式多样、内涵
丰富的文化活动，将欢乐和文
明送到千家万户，将党的声音
和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

文 化 迎 春 韵 味 足

1月25日下午，“幸福北塔春意浓”2019年北塔区迎

新春文艺汇演在湘窖酒业进行，干部群众欢聚一堂，辞

旧迎新。图为歌舞《相亲相爱一家人》。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杨能武 摄影报道

文 艺 惠 民

春 意 浓

稻田养鱼助农脱贫

2018年，天堂村3组的残疾贫困户杨光
松利用4.8亩稻田养鱼，获利8万多元，一举
脱贫。说起脱贫史，他毫不含糊地说：“一要感
谢扶贫工作队给我提供资金，二要感谢于教
授给我提供技术。”

杨光松4岁时被大火烧伤，致使右手截
肢，右脚掌和脸部严重变形，被评定为三级肢
体残疾。因脸部严重烧伤，形象不佳，杨光松
多次外出务工受挫，一度心灰意冷、丧失信
心。他的妻子同为三级肢体残疾人，基本没有
劳动能力。夫妇俩还要养育一对儿女，家庭经
济十分拮据。

2018年4月，驻天堂村的第一个精准扶贫
工作队——绥宁县科协扶贫工作队来到该村。
有什么“短、平、快”项目可以让杨光松这样的
家庭迅速走出贫困呢？与扶贫工作队一同来到
天堂村的县科协编外专家、长铺镇副镇长于定
增一锤定音：稻田养鱼！

通过于定增精心配比，2018年5月初，1500
条草鱼苗、500条鲤鱼苗、300条鳊鱼苗、100条
鳙鱼苗投入杨光松的4.8亩连片稻田中。投放鱼
苗的当天晚上，天堂村乍暖还寒，于定增专程从
县城来到杨光松家里，围着火炉传授了整整一
夜的稻田养鱼技术。

“如果哪天我不打电话问他稻田养鱼的
问题，于教授晚上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我养
鱼的情况。”杨光松说。

秋季，稻子收割后，稻田养鱼进入最关键
的育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于定增又专程
来到天堂村向杨光松等人面对面传授稻田养
鱼育肥技术。看见杨光松严格按照自己布置
的规程育肥，于定增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兄，
今年脱不了贫你找我！”

2018年12月24日，正逢乐安铺集日，杨
光松按照于定增的吩咐适时“干塘”，2500多
公斤高档稻田鱼卖了83000多元。

“您说，我能不感谢您吗？明年我还要养
鱼，您还要帮我，我还要来给您送鱼，您还得
乖乖地收下！”给于定增送鱼当日，面对推辞，
杨光松连珠炮似地“轰”。

走到一处带富一处

于定增 1973 年出生于长铺子苗族侗族
乡大碑村。1997年从湖南农业大学水产教育
专业毕业后，于定增回到绥宁鹅公岭侗族苗
族乡中学任教。在三尺讲台报效家乡之余，他
常常想起大学一位恩师对他说过的话：“将
来，你走到哪里，就要用你的知识带富哪里！”

当时，正值鹅公岭刚刚兴起辣椒产业，村
民对种植辣椒的技术如饥似渴。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于定增这名当时在当地唯一

科班出身的“农业专家”总是工作日在学校上
课，周末即到田间地头指导百姓栽种优质高
产辣椒，甚至晚上也到村里组织村民开展辣
椒栽种技术培训。在他的指导下，鹅公岭成为
当时湘黔边界最大的辣椒生产基地。

东山侗族乡的葡萄闻名遐迩，但很少有
人知道，东山葡萄竟也凝聚着于定增的大量
心血。2005 年，于定增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
了乡镇领导岗位，并被分到东山侗族乡担任
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这一回，于定增如鱼得
水、如龙入海，在乡党委、政府和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下，积极培育和大力推广“猪—沼—
果”葡萄立体种养模式，先后举行葡萄种植技
术培训 180 余场次，培训农民 2700 余人次。

“十年磨一剑”，到 2014 年于定增调离东山
时，该乡葡萄种植面积突破2000亩，葡萄种
植户突破200户，葡萄产值突破1亿元。

2014年5月，于定增调任长铺子苗族侗族
乡副乡长。当时，正值该乡杨梅树面临老化和
退化的关键时期，于定增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经常采取“5+2”“白+黑”的方式下到杨梅
种植户家中传授嫁接改良技术，并通过将杨
梅基地向更高海拔迁移的方式，进一步提升
了杨梅的品质。如今，绥宁杨梅又有了与靖州
木洞杨梅竞争的底气。

进城难忘乡村百姓

2016年4月，于定增调任绥宁县城长铺
镇副镇长。虽然进了城，但他念念不忘“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百姓，主动要求加入
县科协编外科普工作者队伍。

随着时代的进步，于定增发现自己原来
掌握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技术需求。于是，他每天准时收看中央电视
台军事农业频道的《每日农经》，还自费订阅
大量科技报刊，学习现代农业实用种养技术。
近年来，在于定增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仅临
近县城的长铺子苗族侗族乡，便涌现出了维
多利亚红提种植大户朱宁英、高山杨梅种植
大户刘文忠、生态养鱼大户李军等致富能手。
在给种养大户倾情服务的过程中，他也获得
了“于教授”的美誉。

工作之余，于定增特别注重给贫困村民
提供技术帮助。除了天堂村的杨光松成为他
的固定帮扶户外，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游家湾
村的两户贫困户也进入了他的常帮常助视
野。就在最近，于定增引导他们一户学习养
蜂，一户承包他人的杨梅园。

“我完全有信心在一两年内，让这些贫困
户彻底摆脱贫困！”于定增胸有成竹地说。

“于教授”走到哪儿，

“致富苗”栽到哪儿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东平

1月 23日，农历

腊月十八，乡下的年味

一天天浓起来。来自绥

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

乡天堂村的脱贫户杨

光松闯进县城长铺镇

政府大院一位副镇长

的办公室，执意要将自

己放养的两条稻田鱼

送给“于教授”。再三推

辞不掉，“于教授”只得

用合适的方式给对方

以回赠。

没想到，脱贫户

杨光松这一“闹腾”，

竟让长铺镇副镇长于

定增“走到哪里就带

富哪里”的事迹逐渐

浮出水面。 于定增（右）指导贫困村民养蜂。

(上接1版②) 我市发制品已
占非洲 60%的市场份额，占
全球 20%的市场份额；一次
性打火机占全球 70%的市场
份额；玉竹片占全国 98%的
市场份额。

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的
同时，我市围绕智能化、信息化
等新技术新行业，引进培育新兴
产业。通过搭建全球邵商大会等
多个招商引资交流平台，瞄准

“三类500强”企业，主动对接趋
势性新兴产业，引进了南京锁
业、珠海横琴恒生源环保设备制
造、武冈帝立德智能制造、讯源电
子信息产业园等一批技术含量
高、发展前景好的新兴产业项目。

2018年前11个月，全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365.49亿元，同比增长9.3%，占
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19.7%。

实施创新驱动

提升企业活力

2018年，我市积极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着力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和发展活力。

鼓励三一湖汽、东亿电
气、维克液压、邵阳纺机等先
进制造企业加速发展，加快
形成“50 亿元级企业领航、10
亿元级企业带动，亿元级企
业支撑”的先进制造企业群
体。同时，积极引导个体户
向法人企业、规模企业转变，
老板向企业家转变。引进邵
东智能制造研究院、锐科机
器人等研发机构、团队，以信
息化、智能化对传统产业进
行改造升级，让东亿电气、东
方神鹰等一批企业通过智能
改造，成本大幅度降低，效益
大幅度提升。

2018年，全市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21.69亿元，同比增长
141.2%，创历史新高。全年净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6家，总
数达到 118 家，新增有高新技
术产品企业 111 家，总数达到
617家。

2018 年 ，我 市 不 断 加 大
涉企服务力度，优化营商环
境。推行“马上办、网上办、
就近办、一次办”改革。推进
企业降本减负工作，为企业
减少各类成本约 30 亿元。继
续 开 展“ 真 情 结 对 、精 准 服
务”企业专项帮扶行动，市本
级增加重点帮扶企业 37 个。
积极引导企业入规，实行一
条龙服务。

创新驱动激发企业活力，
增强企业实力。2018年，全市
企业规模不断做大。全年新增

“四上”企业 757 家，仅次于长
沙，排全省第二位。其中新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5 家，连
续五年居全省前列。骨干企业
持续做强，2018 年 1 至 11 月，
全市产值过亿元企业达 506
家 ，占 规 模 企 业 总 数 的
77.9%。企业效益持续向好，
2018年前11个月，全市累计实
缴工业税金21.97亿元，同比增
长19.8%。

(上接1版①) 项目建成后，我
省高速铁路路网可在长沙、益
阳、娄底、邵阳、永州、衡阳、株洲
间形成“一大两小”三个高速铁
路环线，我省高速铁路路网结构
将更加完善，运输组织更加灵
活，省内主要城市之间联系更加
紧密。二是有利于加快形成湘粤
第二高铁通道，推动湘粤加快实
现一体化，可形成我省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的第二通道和出口，极

大缓解京广高铁的运输压力。三
是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
动湘中湘西南地区崛起，可充分
发挥邵阳、永州等地的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带来大量的人流、
物流和经济流，为沿线地区对接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我省
重大政策落地生效、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发
展、形成我省新的增长极。四是
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打通对外联系通道。将湘南
湘西六市打造成有机整体，接受
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带动和产
业转移，加速推进示范区的建
设。

住邵省政协委员还向大会
提交了关于支持邵阳产城融合
示范区建设、规划建设中国（邵
阳）特种玻璃谷产业园项目建
设等多件事关邵阳经济社会发
展的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