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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草原学校，孩子们利用大课间时间跳竹竿舞。

该校利用课间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广播操、跳舞、武术、跑操、跳绳等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 曾勇 摄

12月5日，志愿者在给环卫工人发放爱心棉衣。当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志愿者在民族文化
体育中心开展义诊、捐赠衣服、爱心理发等活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严钦龙 罗钰琳 摄影报道

在隆回县羊古坳雷峰村的超级
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科研基地内，袁隆
平铜像静静竖立。他抱着一把沉甸甸
的稻穗，深切地望着眼前这片稻田。

今年10 月，湖南省农业科技服
务中心邀请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
南农业大学、湖南水稻研究所等单
位专家，对该基地示范片栽培的单
季稻“甬优 1538”和再生稻“甬优
4949”进行现场测产，其中单季稻平
均亩产 1112.05 公斤；头季亩产为
817.2公斤，加上再生季亩产562.2公
斤，周年亩产达到1379.4公斤，刷新
了湖南省再生稻示范最高产纪录。

对于这一结果，基地负责人王
化永还是摇了摇头，因为距离袁隆
平院士提出的单季稻亩产 1200 公
斤、周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仍有
一定差距。很快他又目光坚毅，扭头
望向着雕像，坚定地说：“袁老师，答
应您的事我一定会做到。”

一个承诺

这份承诺要追溯到2020年11月
13日。当天，王化永荣获第十一届“袁
隆平农业科技奖”，接受袁隆平院士
亲自颁奖。王化永和其他获奖人员不
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学历不高，没有
论文更没有职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超级农民”。颁奖时，袁隆平评价道：
“他的论文是写在田埂上的。”

颁奖典礼之后，王化永受邀来到
袁隆平家中。袁隆平语重心长地嘱咐

道：“羊古坳这个地方有一定基础，很
有希望实现单季稻亩产1200公斤、周
年亩产1500公斤的目标。你要继续冲
一冲！”王化永回忆说：“当时刚获得这
个特殊的奖项，袁老师又寄予厚望，
激动之下就立下了‘军令状’。”

没承想第二年 5 月 22 日，袁隆
平离世的消息便传了过来。当时正
带领团队在基地插秧的王化永悲痛
不已。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儿，低头默
哀。“袁老师走了，但超级稻基地不
能倒，杂交水稻事业不能停！我们要
继续把超级稻高产攻关这一科研项
目搞起来，为农业科技进步和粮食
安全贡献力量。”王化永铿锵有力的
声音在田间回荡。

谈起以前的工作环境，王化永苦
笑着说：“那时候条件困难，也有很多
难言之隐。”一天晚上，他带着一位

“90后”助手在田间工作，穿着拖鞋在
田埂上踩来踩去，突然感觉脚底有东
西在蠕动，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
一条两指粗细的蛇在他裤脚上不停
地撕咬。“我当时心提到了嗓子眼，头
发都竖起来了，可既不敢动也不敢
叫，担心让助手知道了，他们就不愿
意在夜里来田间管水了。”

守望稻田

王化永的办公桌上，压着两张
他亲手绘制的稻田规划图。
他不会用电脑，只能用这种
笨办法来作图。“随便你指

出哪一块田，我都能告诉你这块田
里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具体情
况，哪怕是禾苗的生长情况如何，我
都一清二楚。”王化永骄傲地说。

说话间，王化永拿出一沓厚厚的
日记本，如数家珍般地一本一本递给
大家：“我们做农业试验的，每天都要
记录稻苗的生长情况，除了工作上必
要的记录，偶尔也会记录一下自己的
生活。”2022年9月23日，是袁隆平铜
像顺利建成并揭幕的日子，同日又进
行了超级稻测产，平均亩产达1138.5
公斤。从袁隆平离世，到倡导群众、乡
贤捐款建造铜像，王化永几乎没有休
息过。次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今天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疲倦，休息1天。”
字里行间，满是疲惫。

2020年12月，王化永被招聘到镇
农业站工作，次年经考核调入邵阳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王化永笑着说：“我
至今没有去市农科院的办公室坐过一
天，在这里做水稻试验也是农科院的
重点工作之一。我清楚自己，离开了农
民，离开了稻田，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从一个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农民
企业家、科技型农民、超级稻高产攻关
项目负责人；从村党支部书记，再到市
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全国党代表，王
化永凭着一股韧劲，在超级稻试验田
里展现了他人生靓丽的风采。

裹粮坐甲 再争佳绩
——记超级稻高产攻关项目负责人王化永

邵阳日报记者 易 鑫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孟辉 饶茵） 12月8日，市委常委、
副市长仇珂静到邵阳学院调研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邵阳学院领导
张平、刘承智、蒋剑平等参加调研。

仇珂静首先来到邵阳学院多电源
地区电网运行与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李国杰院士工作站等地调研，详细
了解其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邵阳学院关于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院士工作站建设、校地校企合作、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邵阳区域分中心
筹建等工作情况介绍及意见建议。

仇珂静对近年来邵阳学院在邵阳
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
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期待邵
阳学院发挥更大智力资源优势，在促
进邵阳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更大贡献。

仇珂静说，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校
地、校企合作机制，组建合作联席会议
机制，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有效链接。
要进一步重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
应，把成果转化运用到促进地方发展、
提升产业发展韧性和安全度上；深挖
现有创新成果潜力，做足做大，掌握市
场更大话语权。要整合资源加强创新
平台建设，校、地一道凝心聚力，加快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邵阳区域分中心
建设步伐，打造更多省级创新平台，尽
快实现国家级创新平台的突破。要在
服务地方人才引培上贡献更大力量。
要在研发投入上增量提质，进而支撑
学校未来发展。要加快攻坚重点科技
创新项目建设，推动早竣工、早见效。
要发挥好院士工作站作用，用好资源
和科研成果，更好服务邵阳发展。

发挥优势促进邵阳高质量发展
仇珂静到邵阳学院调研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郭慧鹏 通讯员 彭璐） 12月8日，
邵阳市浙江商会举行换届选举并迎来
湖南省浙江商会总商会的各地代表
共赴2023年“浙商邵阳行”，奏响浙商
助力现代化新邵阳建设的团结奋进集
结号。市领导龚红果、诸葛军、李小平、
晏丽君、杨博理，湖南省浙江总商会
会长陈旭荣、党委书记董文款等出席
邵阳市浙江商会第三届一次会员代表
大会暨商会成立25周年庆典。

龚红果肯定邵阳市浙江商会成
立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广大浙
商为邵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向浙江商会成功换届和新当选的商
会领导班子成员表示祝贺。他表示，
邵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商会发
展，高度重视企业家的健康成长，高

度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将全力当好
“红娘”“保姆”“店小二”，热心支持广
大浙商以及各地企业家在邵阳奋斗
兴业，期盼更多企业家走进邵阳、投
资邵阳。

我市现有浙商1.3万多人，浙商独
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超过2200家，解决
就业10万人以上，年上缴税收3亿元
以上，每年参加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
费用400万元以上。近年来，邵阳市浙
江商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引老
乡、来邵阳、创新业、谋发展，接连获得

“全国四好商会”“全省四好商会”“湖
南省示范社会组织”等荣誉称号。

会上，还举行了武冈市人民政府
与浙江展隆投资管理公司就武冈市狮
子湖片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项目5.6
亿元投资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为现代化新邵阳建设贡献浙商力量
邵阳市浙江商会成立25周年庆典和“浙商

邵阳行”活动举行 龚红果诸葛军等出席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马晶）“项目用地报批顺利吗，相关职
能部门是否存在敷衍、推诿等作风问
题？”11月29日，在湖南君志达保温材
料有限公司，北塔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与项目建设方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了
解君志达改扩建项目进展情况，了解掌
握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及项目诉求，
持续为项目推进纾困解难。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北塔
区纪委监委开展重点项目“挂牌监
督”，选取全区社会投资类重点项目7
个，由班子成员带队组织专项监督组，
不定期深入企业督导调研，深入整治
不作为、不担当、不守信、不务实、不知
止等问题，着力打通惠企纾困政策贯
彻执行中的堵点、难点。

该区纪委监委对照省市优化营商
环境“十不准”“十条禁令”，研究出台

“六条措施”及“十项负面清单”，划定政
企交往法纪红线。通过发放营商环境监

督卡、建立营商环境监测点、开通营商
环境举报绿色通道等方式，不断完善立
体受理体系，拓宽问题受理渠道。

目前，该区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接受管理和
服务对象宴请问题3 起，党纪政务处
分5 人，通报损害营商环境和漠视侵
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2 起。会同区发
改局等单位常态化开展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督查，督促有关职能部门认真对
照检视、及时查漏补缺。

开展重点项目“挂牌监督”以来，
该区纪委监委已走访企业（项目）68
个，推动解决各类问题 120 个。“营商
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还是
干部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的‘试金石’。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实落细，
引导督促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主动服
务，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助推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北塔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蒋劲飞说道。

精准挂牌监督 优化营商环境

北塔区持续为项目推进纾困解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文辉屹） 为推进优质中
小企业梯度培育，引导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促进全市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12月8日，我市举办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培训，邀请专家
为我市拟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的企业代表作专题辅导。

培训会上，中小企业培育专家

黄东风围绕“专精特新”时代背景和
发展意义、什么是优质中小企业及
申报解读、“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培
育规划路线等进行培训，为企业详
细介绍项目认定条件、评价指标和
给企业带来的好处，鼓励企业积极
申报“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创新型企业，并对标对表逐条逐
项查漏补缺、提质提效，补齐短板弱
项，凸显擦亮企业优势特色，通过申

报认定拿下“牌子”，实现蜕变成长。
近年来，我市全面加快完善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围绕中小企
业发展核心需求，开展全方位的公共
服务，推动中小企业成长壮大。截至
目前，我市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3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1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61家。

当天还邀请省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和省融服公司专家，围绕中小企
业运行监测分析平台填报、“湘企
融”平台应用作专题辅导，助力我市
提升中小企业运行监测能力，推进

“湘企融”平台注册应用，服务企业
高质量发展。

我市举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培训

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 鑫
通讯员 刘健 王萍 李庆丰 屈红亮）
12 月 8 日上午，邵阳县青少年国防
动员应急技能培训在塘渡口中学启
动。塘渡口中学1000多名师生参加
了本次活动。

演练中，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
紧急疏散，弯着腰，用手或袖口捂住口
鼻，按照规定路线和要求，有序从各栋

教学楼撤离到操场指定位置。湖南省
青少年人防应急技能培训组委会的教
官们带领学生、教师，开展紧急疏散、
着戴防毒面具、穿戴防化服、止血包扎
与搬运、心肺复苏、搭建帐篷等国防应
急技能培训，介绍（仿真）95式步枪、40
火箭筒、迫击炮等常规武器性能并进
行实操演示。培训中，教官与学生们密
切互动，学生们踊跃参与，争先体验。

邵阳县青少年国防动员应急技
能培训活动为期5年，从国防（人防）
应急救援教育系列活动、青少年国
防应急技能培训工作专题会议、人
防应急救援知识宣讲等七个方面开
展国防动员应急技能培训。

当天，省青少年人防应急技能
培训组委会还向塘渡口中学赠送了

《现代防空防灾》书籍200余册。

邵阳县开展国防应急技能培训进校园活动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