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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人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求真务
实，振奋人心。尤其是报告在部署今
年工作任务时指出，要以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
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
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提
升创新能力。”正在北京参加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吴继发说，这些
举措都表明国家科技强国的决心很
大，让人备受鼓舞。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
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作为一名科
技工作者，吴继发对今年的科技创
新事业充满信心。2018年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以来，他连续多年聚焦纺
织行业的科技创新工作，积极建言
献策。今年，吴继发针对目前高强聚
乙烯纤维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
出了《关于推动高强聚乙烯纤维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纤维的断裂强度等关键指标不断
提升，同时产能规模也得到了有效

提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是
继碳纤维、芳纶纤维之后的第三种
高性能纤维。与普通的聚乙烯纤维
相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具有
强度高、韧性好以及优良的抗冲击
性和抗切割性、高耐磨性、耐化学腐
蚀性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装
备、海洋产业、安全防护、体育器材
等领域。”吴继发说，发展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材料，对增强航天航
空、国防军工、高端民用等重点领域
关键材料自主供给能力，加快制造
业强国建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吴继发在建议中呼吁相关部门
要支持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装备
攻关，提高单线纤维的产量及纤维
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提高纤

维在应用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整合
相关资源，建立完善创新激励和试
错容错机制，推动国防军工、航空航
天、安全防护、海洋渔业等领域上下
游合作，提高纤维材料生产及应用
工艺装备水平，推动纤维在高端领
域规模化应用。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由于性
能优异、应用广泛，能生产这种纤维
的国家较少，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市
场。”吴继发还建议，为了企业能更好
地发展，国家可以出台有关规定正确
引导纤维及制品企业出口产品。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吴继发不仅
关注自身专业领域，还结合当前邵阳
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提出了《关
于支持邵阳循环经济打造国家级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议》。

推动高强聚乙烯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
——连线全国人大代表吴继发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杨加祥）
“在专门接待室开展谈心交流，不仅环
境好，而且心情好，有了回家的味道。”
一名群众捧着一杯热茶感慨地说。3
月1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代表接待室正式建成启用，县人大常
委会委员陈本荣成为第一位“回娘家”
走进代表接待室的县人大代表。

为了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拉
近人大代表与县人大常委会的距离，
帮助和促进代表依法履职，城步人大
常委会适时启动了人大代表接待室建
设工作，设立专门接待人大代表的接
待室，进一步增强了人大干部的责任
感、人大工作的归属感、人大代表的使
命感。

2023年以来，城步苗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常委会组成人员
联系基层县人大代表制度，县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每人采取座谈、走访和
互助互学等形式联系5至10名县人大
代表，有效架起了常委会组成人员与
代表之间的“连心桥”。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要
负责人表示，将把人大代表接待室作
为倾听代表呼声、回应代表建议的重
要平台，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人大
代表，带着感情与代表沟通，带着责任
引导代表履职，讲好贴心话、办好贴心
事、做好贴心人。县人大常委会也将认
真研究代表反映的问题，并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妥善处理解决，让代表高兴
而来，满意而归。

当好代表“娘家人”

做好代表“贴心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
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这让我很受鼓舞、
倍感振奋。”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邵
虹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正茂说，新质生产力应该是生产全
要素的提升，优势产业的延伸，新兴
产业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布局。

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这是

刘正茂正在思考的问题。“玻璃基板
制造作为典型的高技术壁垒产业，需
联合本土上下游产业链建立协同创
新基地，加大研发投入，加强行业对
标，加快机制创新，加速成果转化。”
刘正茂表示，近一两年内，将重点推
进玻璃基板窑炉日引出量的稳步提
高和有序提升，研发出达到和部分超
过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化技术，大幅
提升玻璃基板产线的投入产出比，大
幅推动建构自主、内生与可持续基础
之上的玻璃基板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是依靠科
技创新驱动。要想把邵阳打造成全国
第三大电子玻璃产业基地，关键技术
是买不来的，是靠自己做出来的。”刘
正茂介绍说，近年来，邵阳主动担负
起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责任，积极推进

电子玻璃“卡脖子”工程建设，加快新
型显示产业链发展。其中，新质生产
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刘正茂
提交了《关于支持将湖南邵阳特种
玻璃产业打造成全国第三大电子玻
璃产业基地的建议》。他认为，邵阳
是全国为数不多同时具备高世代基
板、盖板玻璃生产能力的城市，已具
备打造国家第三大电子玻璃产业基
地的良好基础和条件。此外国家和
省、市层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
发展特种玻璃产业的政策。

全国第三大电子玻璃产业基地
应该如何打造？刘正茂提出了三点
建议。第一，请国家发改委、国家工
信部支持全国第三大电子玻璃产业
基地布局邵阳。建议以央企为主体，
组建平板显示玻璃产业平台公司，

联合上下游产业链建立产业创新中
心，统筹推进产线布局和建设，实现
统一研发设计、统一生产管理、统一
技术支持、统一市场开拓。第二，加
大电子玻璃产业发展资金及政策支
持力度。第三，建立完善检测预警机
制，并对相关企业进行指导和协调，
通过诉讼、谈判等方式进行有效应
对。同时，鼓励引导国内面板企业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本土企业生产
的电子玻璃，支持企业产品优先享
受国家首批次产品有关优惠政策。

对于特种玻璃产业的发展前景，
刘正茂也有自己的看法。“目前的形
势非常好。一是国家非常重视；二是
地方积极性很高；三是自己在技术上
也有突破。”刘正茂表示，很期待能够
把基板玻璃产业做起来，在国内能做
到本土供应，达到50%的供应量。

将邵阳打造成全国第三大电子玻璃产业基地
——连线全国人大代表刘正茂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听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心
情非常激动，特别是报告当中提到
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深入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令人振奋。”全国人
大代表、绥宁县河口苗族乡杨家寨

村村民胡美娥说，作为基层代表，希
望国家能够出台更多的惠民政策，
让老百姓增收致富，加快完善养老
机制，让他们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2023年连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这些年，胡美娥年年为“路”执
着，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会为家乡
的交通建设鼓与呼。2018年，她建议怀
桂高铁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过境
绥宁；2019年，她建议规划修建贵州天
柱县-湖南会同-绥宁北-洞口南高速
公路；今年，她再次建议尽快开工建设
兴永郴赣铁路……近年来，胡美娥累

计提交农村公路提质、耕地保护、农
网改造、青少年教育等建议三十余
条，为家乡百姓传达心声。

“说到底，交通不便，我们山区的
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有了
铁路，发展情况会大为改观。”胡美娥
充满期待，希望兴永郴赣铁路项目尽
快推进，使农产品和乡村传统文化走
出大山，让家乡富起来、美起来、好起
来，助力乡村振兴和美好生活。

启程前，胡美娥就查阅了大量
资料，广泛联系各界群众，围绕老百
姓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如养老医
疗费用、乡村振兴、企业融资难等问
题收集方方面面的意见。胡美娥说，

这次赴京参加盛会，她除了为交通
建设、提高农民养老金、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等建言献策，还围绕产业发
展提交了《关于支持邵阳创建全国
竹产业集群的建议》。

邵阳素有“竹乡”之美誉，是全
国竹子中心产区和主要产区，其中
绥宁县是“中国竹子之乡”。胡美娥
在建议中说，目前，我市正在稳步
推进“以竹代塑”工程，出台《关于
加快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将竹产业列为全市 10 大优势
农业特色产业、农业产业化“七大
工程”大力发展，积极推进“以竹
代塑”。 (下转4版①)

支持邵阳创建全国竹产业集群
——连线全国人大代表胡美娥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 现 场 聆 听 了 政 府 工 作 报
告，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正
在北京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市自来
水公司城西水厂钳工班班长海
水说，作为一名来自供水行业的
代表，他将按照报告要求，积极
履职尽责，持续关注新型城镇化

供水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结合
工作岗位实际，为人民发声，让
优质的自来水安全顺畅地输送
到千家万户。

大中型灌区是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稳定粮
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区
域。邵阳境内有大圳、六都寨、威溪

等几处大中型灌区。
“此类大中型灌区为邵阳市

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城乡居民
饮水安全打下了重要基础，当前
这些大中型灌区设施不同程度老
化，有效灌溉面积远未达到原设
计标准，亟需进行续建配套和现
代化改造建设。” (下转4版②)

加大支持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建设力度
——连线全国人大代表海水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吴继发

刘正茂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杨霞）
3月6日，市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工作座谈会暨业务
培训会在武冈市召开。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志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

培训会邀请了省环科
院大气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
李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湖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
省重污染天气防治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一法一条
例一规定”）进行了解读释
义，并组织学习了《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
办法》，对全市拟开展的

“一法一条例一规定”执法
检查工作进行了专题培训
和部署。

座谈会上，市人大环
资委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
2023 年市人大环资委工
作情况和 2024 年市人大
环资委工作安排，部署了
代表专业小组活动开展等
有关工作。

蒋志刚充分肯定了全
市人大环资系统过去一年
来所取得的工作成效。他
要求，要切实提高工作站
位，继续深学笃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湖南的邵阳篇章建功助力；要
创新方法依法履职，找准依法履职的
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推动人大环
资工作在创新中不断发展；要优化作
风提升能力，重视密切联系、建议办理
和开展活动“三大法宝”，共同为全市
人大环资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蒋志刚强调，2024 年，全市人大
环资系统要立足人大视角、法治思
维，以“法治护绿”为主线，开展好环
资领域立法、监督、专题调研等各项
工作，切实做到以高效能履职服务高
质量发展、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
质量发展。

会前，与会人员还先后前往武冈
古城、武冈市星威污水处理厂等地，考
察了解古城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建
设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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