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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邵东“智赋
万企”、双清产业发展“万千百”工程、隆
回工业高质量发展 4 项工作获省政府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6.4%，工业固
定投资增长12.5%，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19.9%，全市13个重点工业行业中，9个行
业规模工业总产值实现同比增长……

2023年，我市锚定“三高四新”美好
蓝图，聚焦打好“发展六仗”，大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推动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让邵阳经济的“压舱石”不断稳固，先进制
造业高地建设取得新成效、迎来新局面。

企业实力更加强劲

2023年，我市坚持抓大育小、梯度
发展，不断强化企业培育。既培育具有行
业影响力和产业链带动力的龙头企业，
又向心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这一年，一批龙头企业爬坡进步。
百亿企业三一专汽自主研发出了国际
领先的支撑钢板，将专用工程车市场份
额扩大到全球市场的30%；邵虹基板玻
璃首条产线成功投产，实现批量销售；
投资过 10 亿元的比沃电子、邵阳液压
等项目投产达效。全市实缴税收过2000
万元制造业企业 20 家，口味王科技入
库 工 业 税 金 1.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2.22%。

这一年，一批中小企业活力满满。
全市新增国家级“小巨人”企业4家、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 115 家、5 个省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产品。培育了1家国家级绿
色园区（邵阳经开区）、6个国家级绿色
设计产品、5 家省级绿色园区、10 家省
级绿色工厂。

越来越多企业向上向好，离不开各
级各部门的精心帮扶。2023年，我市积
极开展“三送三解三优”等专项行动，用

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我
市积极推广运用“湘企融”平台，成功为
全市首批有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放款
1100 万元，融资成本下降 15%以上。市
本级选定 100 家重点帮扶“白名单”工
业企业，明确责任部门精准帮扶，全年
共解决企业困难问题159个，问题化解
率87.4%。

2023 年，我市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132家，总数达2096家，居全省第4位，
其中产值过亿元企业701家。

产业特色更加鲜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布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
单，邵东打火机成功入围，这是我市首
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我市注重推动产业发展集群集聚。
2023年，我市新增了邵阳县茶油、新邵
铜铝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隆回金银花和
龙牙百合等5个省级产业集群，省级集
群总数达到7个，排全省第2位。同时，
大力开展制造业发展“双亿”“双百”提
升行动，建设投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88个，新增亿元以上企业142家，产业
发展新的增长点不断形成。

这一年，全市装备制造、特色轻工
等九大产业链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2640亿元，占规模工业总产值87%，增长
6.7%，打造了1个千亿产业（特色轻工）。

2023年，我市坚持创新驱动，加强
创新主体培育、推进产业基础再造、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我市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进一步增强。

这一年，我市有研发活动的规模工
业企业占比58.3%，居全省第3位。培育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46 家、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7家。11个省产品创新强基项目
突破关键共性技术 75 项，已获得授权

的发明专利 42 项。通达汽零车用氮气
弹簧的产品耐久性、环境适应性居全球
前列，销量全国第1；湖南宁庆航空突破
国外对大型复合材料五轴加工中高精
度及实时动态监测等“卡脖子”技术，填
补国内空白。

数实融合更加深入

在当前奔涌而来的数字时代，谁掌
握了数字化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占领了
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2023年，我市将“智赋万企”行动作
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抓手，以建
设智能工位、智能制造产线（车间）、智
能制造企业为着力点，赋能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让
千行百业“数字化”武装，让万企千态

“智能化”前行，数实融合高质量发展不
断推进。

这一年，我市“上云”企业突破8055
家，“上平台”达到 808 家，智能制造企
业56家，居二类地区第1位，智能车间、
智能工位完成率居全省第2位。其中维
克液压获评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东
亿电气获评省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凯
通电子获评省级智能制造标杆车间。72
个项目入选2023年省级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三化”重点项目，总数居全省第1
位。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成为工信部第
一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平台（全
省仅 4 家）。五阳塑胶注塑加工数字化
工厂被评为数字湖南十大优秀应用场
景建设示范项目。成功举办“智赋万
企 走进邵阳”系列活动，22个重大数
字项目签约、4个数字产业研发机构揭
牌运行。

夯实“压舱石”
——我市阔步迈向新型工业化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何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刘勇军 张欢）
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遏制“两客
一危”和城市公共交通事故，减少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全年事
故起数、亡人数同比实现持续双
下降……2月2日，市交通运输局
召开全系统一季度安全生产例
会，提出大力实施“四项”整治，确
保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

今年，我市将着力抓好顽瘴
痼疾系统整治，对标省2024年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方案和考核任
务，持续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工作
不掉队、不掉链、继续保持全省第
一阵行列。抓好超限超载治理工
作，持续巩固治理货运车辆超限
超载“雷霆行动”工作成效，紧盯
货运源头治理和成员单位履职以
及治超制度落实，形成齐抓共管

整体合力。着力抓好打非治违整
治，以高压严管重罚的态势，督促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着力抓好风
险隐患路段整治，特别是对列养
的农村公路无路肩、无标志、无标
线、无防护设施的“四无”道路进
行集中整治，今年计划完成农村
公路风险路段治理1307公里。

经统计发现，2023 年，我市
的交通运输事故中普货车辆占比
较高，特别是重型货车发生起数
占66.67%。为此，今年我市在持
续做好普货车辆右侧盲区监控设
备安装的基础上，将会把重型货
车智能监管纳入“两客一危”智能
监控平台，一并实施监管。同时，
对挂靠的车辆要进行深入摸底，
对“挂羊头、卖狗肉”的道路运输
企业进行全面清查，确保行业监
管心中有数、手中有招。

今年，我市将大力实施行业领域“四项”整治

确保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孙良才） 1 月 26
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慰问组来
到该局乡村振兴联点村——洞口
县黄桥镇梅塘村，慰问抗美援朝
老兵和困难群众，为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致以美好的新春
祝福。

“老前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
你啦！”“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
在 94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王台阶
家中，慰问组关切询问其健康状
况，与老同志追忆革命往事、共话
光荣传统，衷心感谢他为社会作
出的贡献。

“我们希望老同志结合亲身
经历，多向社会宣讲党的光辉历
史、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教育引
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地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薪
火代代相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相关负责人说道。

当天，慰问组还走访慰问
了困难群众肖小书、曾祥业等，
与他们话家常，询问目前的身
体情况、生活状况及存在的困
难，鼓励他们保重身体、树立信
心、克服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慰
问金。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帮扶慰问暖人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罗晶）“感谢交通
银行的暖心服务，加班加点办理
业务，帮我们公司解决了一个大
难题，为交行速度点赞。”2 月 4
日，市区一家企业负责人说道。

近日，交通银行邵阳分行得
知该企业急需在过年前将800多
名职工的工资发放到位。时间
紧，任务重。该分行积极响应、快
速行动，组建专业金融团队上门
服务。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穿梭于企业各个办公地点，有序
开展工资卡开立及激活工作，用
实际行动诠释服务“零距离”。

该分行工作人员经过连续一
周的奋战，顺利完成该企业所有职
工工资卡开立工作，并成功发放工
资，高效满足了企业的金融需求。

“与此同时，我们还向企业职工普
及反电诈、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
识，提醒他们守好‘钱袋子’，增强
金融安全防范意识。”交通银行邵
阳分行相关负责人说道。

交通银行邵阳分行

服务“零距离” 助企“心连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振
华） 1月29日，由邵阳日报社主
办，邵阳市医疗保障局、邵阳市委
党校协办的“见证·纪念改革开放
45周年”征文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活动共评选出一等奖作品1篇、二
等奖作品2篇、三等奖作品5篇。

去年是改革开放 45 周年。
为全面回顾改革开放 45 年来波
澜壮阔的伟大历史征程，真实反
映和生动展现我市广大人民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努
力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以
及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励
全市人民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邵阳，本报特联合邵阳
市医疗保障局、邵阳市委党校举
办了此次有奖征文活动。

活动自去年 5 月启动以来，
共收到来稿100余篇，刊发40余
篇。经过专家评选，陈建湘的《我
的六次迁居》获一等奖，林日新的

《我的三次深圳之行》、申云贵的
《晚叔的幸福生活》获二等奖，魏
文娟的《我与北塔新城的爱恋故

事》、周乐彬的《“偷柴”岁月》、李云
娥的《我是家乡“陌生客”》、杨能广
的《故乡，一幅日益清晰的立体画》、
殷当生的《搬家记》获三等奖，另有9
篇作品获优秀奖。

优秀奖获奖作品名单：

1.《道路越走越宽阔》
（作者：夏太锋）
2.《明天的生活会更好》
（作者：肖翊霞）
3.《投稿方式的变迁》
（作者：黄田）
4.《我晚年的三件乐事》
（作者：曾又成）
5.《我的代步工具的变迁》
（作者：周志辉）
6.《我是“五星人”》
（作者：笔悟）
7.《石山湾的变迁》
（作者：唐志平）
8.《远方不再远》
（作者：袁光祝）
9.《说灶事》
（作者：黄三丛）

“见证：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征文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农行举办的‘惠农大讲堂’有很多
干货，听完老师讲课后，我对涉农信贷
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发展产业信心
更足。”2月5日，洞口县高沙镇居民张
华说道。

中国农业银行邵阳分行把“惠农大
讲堂”作为服务乡村振兴、提升品牌形
象的重要抓手，强化服务团队建设，发
挥点多面广、人熟地熟的优势，坚持高
规格引领、高标准打造、高效率推进，精
准对接农户金融需求，切实做好金融服
务下乡工作，唱响农行服务乡村振兴

“好声音”。
2023 年，该行共举办“惠农大讲

堂”109场，参加人员9701人，发放宣传
资料19362份；通过“惠农大讲堂”营销
惠农“E”贷 2768 户，授信 4.94 亿元，同
步带动了信用卡、掌上银行等业务的

快速发展。

统筹谋划 高规格引领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作为服务
“三农”的金融主力军，农行邵阳分行始
终把服务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贯穿
于各项工作的始终，成立了以主管行长
为组长，“三农”金融部、办公室等部门
参与的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形成了“惠
农大讲堂”、媒体宣传、墙体广告、村村
响有机结合的品牌宣传阵地。市分行
党委班子直奔一线现场，对“惠农大讲
堂”开展情况进行指导，在全行掀起“惠
农大讲堂”进乡村、进社区、进景区、进
基地的宣传热潮。

该分行特别邀请乡村振兴致富带
头人、致富能人等参加“惠农大讲堂”，
用接地气的语言、身边的故事向村民传

授致富经验。同时创新宣讲形式，让群
众静得下心、坐得下去、学有所获。如
隆回支行将“惠农大讲堂”搬进花瑶景
区，把政策解读与民宿行业变化结合在
一起，深受民宿经营者的欢迎；城步支
行在红军长征入邵第一村——汀坪乡
蓬赢村，与村“两委”联合开展“惠农大
讲堂”，实现红色教育与金融惠民知识
的有机结合。

特色鲜明 高标准打造

农行邵阳分行在省分行指导下，创
新推出全省首个烟商合作方建档模
型。为使该模型迅速在全市推广落地，
该分行以“惠农大讲堂”为载体，融入烟
商客群，实现破局营销，取得较好效
果。截至 2023 年末，该分行共举办涉
烟“惠农大讲堂”49期，烟商合作方建档
1024 户、授信 2.6 亿元；普通烟商建档
332户、授信0.65亿元。

讲堂搭桥，银政共享。该分行还联
合各县乡村振兴局、残联、行业协会开
展“惠农大讲堂”，广泛开展惠农知识宣
讲，做到与政府相关部门讲堂共建，资
源共享。 （下转7版）

让惠农“春风”吹进千家万户
——农行邵阳分行开展“惠农大讲堂”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陆蕾

为进一步提高水厂
停电响应效率和应急处
置能力，保障春节期间
供水安全，2 月 1 日，市
自来水公司在工业街水
厂开展高压断电模拟应
急演练。图为参演人员
在高压配电室排查事故
原因。邵阳日报记者
易蓝 通讯员 肖佳
摄影报道

回眸2023·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