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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全年签订合同金额1.14亿元，实现
生产产值1.57亿元，设计产值、业务营收
同比增长24%、28%。

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成功晋升甲级测绘资质（工程测量），多
项技术创新成果获国家级、省级奖项。

……
2023年，是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一年。这一年，
该公司锚定行稳致远发展目标，以“做有
情怀的设计人”主题活动为抓手，以“文
化”聚人心，以“突破”赢未来，培养全体
职工担当情怀、奋斗情怀、追求情怀、包
容情怀、操守情怀，克服经济下行压力，
穿越行业周期，实现逆势发展，为加快实
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设现代化新
邵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守正创新铸匠心

2023年11月，湖南省优秀国土空间
规划设计和案例评选结果出炉，由市规
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邵阳
市双清区白马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
市设计项目榜上有名。

白马片区位于邵阳市南部，东邻邵
阳经开区、西邻桃花新城，是城市副中
心，也是产城联动的重要平台。近年来，
随着城市发展步伐加速，早年间编制的
白马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我市“十四
五”规划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存在偏差，
其用地指标、空间布局、功能结构均无法
满足片区未来的发展需求。

为此，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以国土调查数据和地形图为基础，
先后四次对片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多
次衔接与完善，最终将白马片区规划为

城景融合的共享公园城市单元。
“当时比较棘手的是白马大道的选

线问题。白马大道已完成施工图设计，
但设计方案两次跨越邵水河，不仅造价
高昂且对河流两岸景观影响较大。我们
通过十多个方案比选，从经济性、交通通
达性、与规划的协调性、对片区的建设影
响等方面进行论证，最终决定采取不跨
邵水河，西与桃花桥相接，道路宽度 50
米这一方案。”回想白马片区规划设计过
程，项目负责人谢伟乾感触颇深：“项目
的规划编制历时近10个月，方案改了一
遍又一遍，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空间
布局，全面增强片区综合承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作为城市建设的先行官，市规划建
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坚持贯彻新发展
理念，以情怀融设计、以技术强实力、以
服务创品牌，在发展的赛道上拼搏冲刺，
推动城市建设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今
年以来，该公司2项BIM技术创新成果
荣获国家级奖项，5个应用型设计项目、
9篇专业技术类论文荣获省级奖项，3个
案例荣获湖南省村庄规划助力“和美乡
村”优秀案例。

乘势而上开新局

“全体干部职工要立足岗位，在埋头
苦干中感悟情怀，在正心明道中坚守情
怀，在求真务实中提升情怀，在攻坚克难
中升华情怀。”“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
市场，要查找当前公司在质量技术方面
存在问题，分析原因、吸取教训、全面整
改 ，加 快 构 建 质 量 强 企 的 新 发 展 格
局。”……如何推动规划设计工作提质增
效，更上一层，经过多次工作部署会上的

热烈讨论和研究，市规划建筑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激励全
体职工做有情怀的设计人，将规划设计
工作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企业文化打
造、为民办实事等深度融合，在提升工作
质量、改进工作作风中增强工作效能。

为加强质量技术管理，该公司调整
了8个专业质量技术委员会，制定出台
了《集团公司技术委员会管理制度》，并
加大力度落实企业标准《三环节管理制
度》和《技术成果校审会签制度》。全面
加强质量体系建设，组织召开“找差距、
强担当、抓落实”对照检视会，结合工作
查问题、找不足、促整改。对生产经营、
质量管理工作进行一月一调度，对各个
项目实施动态管理。加强员工对新技
术、新规范的学习，定期开展专题讨论
会，着重对新规范在应用过程中存在争
议的条款分专业进行探讨、交流、学习和
研究。

在作风建设方面，该公司将廉洁文
化融入企业文化，集中排查梳理公司业
务流程存在的廉洁风险点，推动弥补制
度漏洞，改善薄弱环节，坚决纠正制度执
行“搞空转”“打白条”等行为。常态化开
展“靠企吃企”“两带头五整治”等专项整
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精准分
析研判，对症下药，以“监督常在”形成

“监督常态”，涵养企业正气清风，最大限
度保护全体职工干事创业热情。

“未来，我们将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质量引
领发展、以情怀开拓向前，尊重城市发展
规律，充分发扬‘工匠精神’，在改革创新
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该单位主
要负责人表示。

以情怀为笔 绘发展蓝图
——市规划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通讯员 何国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肖佳 王非） 在多部门联合下，经过 12
个小时连续奋战，1月3日20时30分，工业
街水厂取水泵房原水管道更换完毕，至此，
水厂阀门更换全部完成。在水厂工作人员
按程序逐个检查阀门确认安全后，当天晚
上24时，工业街水厂开机送水；4日凌晨1
时30分，水压恢复正常。

为提升水厂供水保障能力，确保春节期
间安全供水，连日来，市自来水公司加大对供
水设施设备巡查力度，及时掌握设备运行情
况。为有效解决工业街水厂部分阀门因使用
多年出现的关闭不严、漏损严重问题，市自来
水公司决定对该水厂相关阀门进行更换。为
此，该公司制定了会战方案，并召开专题协调
会，组织工业街水厂、城西水厂、桂花渡水厂
和宝泉安装公司工作人员联合开展作业。为
做好前期保障工作，该公司生产技术部制定
科学调度方案，维修中心调节相关管道阀门
缩小停水区域并提前告知居民停水信息，工
业街水厂提前2天做好施工准备。

1 月 3 日上午 8 时，各组施工人员就
位，工业街水厂按时停机，制水车间、送水
泵房、取水泵房三个作业区域按计划开展
作业。排水、拆卸旧阀门、启动桁车吊装、
清理、安装新阀门、对口、上螺栓······各组人员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送水泵房的 2 台 DN400 和
DN600的阀门最先完成更换，清水池清洗工作顺利开展。下
午5时，制水车间6台DN400阀门全部更换到位。宝泉安装
公司在完成DN600阀门更换后，加快推进截断DN800原水
管，新装两段DN600管道并新装了2台阀门，最终在20时30
分完成了全部作业。工业街水厂工作人员认真检查了阀门、
水质后，最终启动机组，逐步恢复正常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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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鑫
通讯员 翁煜） 1月4日，在邵
阳县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工
作人员通过“数字城管”发现塘
渡口镇第一农贸市场有店主占
道经营，马上通过语音进行劝
离，并通知附近的城管工作人员
前往处理。这是邵阳县充分发
挥“数字城管”优势，以科技“智”
理城市，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的
写照。

邵阳县数字城管系统建设
覆盖城区约20平方公里，在城区

集市路口、流动摊贩和卫生死角
易发生区域安装了80个高清视
频探头，实现对城区范围内城市
管理重点区域全天候视频监控。
同时，该系统还可以通过语音劝
导对城市管理问题进行处理，以
大数据推进科技执法手段。

2023 年，该县依托数字服
务平台智慧指挥中心，劝离流动
摊贩及占道经营 2000 人次，劝
离人行道违停机动车 1100 余
辆 ，纠 正 乱 停 乱 摆 共 享 单 车
1220余台次。

邵阳县

“数字城管”助力城市“智”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周卓） 1月9日，记者
在市区资江南路看到，完成翻新
美化的西湖古井干挂小品、浮雕
焕然一新，又呈现出建设之初的
模样。

西湖古井干挂小品、浮雕位
于资江南路靠近西湖桥处，以宝
庆八景为主要内容，展现出独具
特色的邵阳文化。随着时光流
逝，原干挂结构出现老化锈蚀、
外挂石材脱落等问题，既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又破坏城市景观，
亟需修复改造。

2023年9月，市公园管理所
启动资江南路西湖古井干挂小
品、浮雕修复改造工程。经过一
个多月紧锣密鼓施工，修复工作
全面完成。

此次修复改造对原有干挂
结构进行了替换更新，并对老旧
石材进行清洗打蜡翻新，让融入
了宝庆八景的干挂小品、浮雕墙
重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西湖古井干挂小品、受损浮雕翻新如初

旧景翻新 城区更美

干净的环境、宽敞的路面、种类多样
的健身器材、新加装的电梯……日前，记
者走进大祥区邵檀路片区老旧小区看
到，曾经破旧的老小区焕然一新。老旧
小区改造作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是
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既关乎民生福祉，
又关乎城市发展。如何让保障性安居工
程项目落好地，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

“撑”起群众满满的幸福感？
2023年，市财政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

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持
续强化资金管理，助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
目建设取得新成效。去年，我市380个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投资11.54亿元，项
目完工率、投资完成率居全省前列。

高站位谋划部署，强化组织领导“力
度”。市财政局成立以局长任组长、分管
局长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直达资金监管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
充分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同时，该局建

立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多部门参与的
联动工作机制，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
程领域直达资金管理工作。

高标准筹措推进，增进资金统筹“强
度”。市财政局紧盯我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的要求和目标任务，注重中央资金的
申报程序、时限、范围等内容的衔接，积
极争取中央资金，统筹安排市级资金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2023年，市级财政
共筹集2.5867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此外，出台增设电梯实施细则，规
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由市级财政最多按
5万元/台补贴，减轻居民出资压力。

高效率规范流程，提升资金拨付“速
度”。市财政局加强完善管理流程，确保
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下达及时。在
收到上级下达资金预算后，该局第一时
间通知住建部门，会同其科学测算，及时
制定资金分配方案，按照直达资金管理
要求，30 日内将资金预算分解下达。
2023年，我市收到并拨付中央保障性安

居工程项目资金 29477 万元，分配率
100%；其中租赁保障住房资金 6890 万
元，棚户区改造资金 1604 万元，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资金20983万元。

高要求完善机制，扩展资金监管“深
度”。市财政局注重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等相关单位之间，厘清职责边界，督
促相关部门切实履行预算执行主体责
任，在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下达、分配、
执行等环节，提高预算项目执行进度。
该局建立起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
制，将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资金纳入直
达资金监控系统管理，及时监控资金分
配下达和支出进度，保障资金安全。在
强化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切实提升
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市财政局还督促
指导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建立健全部门协
同工作机制，压实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
责任，实行每月一督导，加快推动政策落
地生效和项目有序开工，促进资金快速
落实到位、规范安全使用。

市财政局强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

城市大提质 幸福感爆棚
邵阳日报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刘莉萍 唐鑫

▼▼ 施 工施 工
人员连接阀人员连接阀
门与管道门与管道

上月 30 日，
元 旦 假 期 第 一
天，学生在隆回
县桃花坪街道学
士阁图书馆阅读
书籍，静享假日
时光。

曾勇 钱卫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