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许 红 胜 许 名 湘）
近日，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
关于2023年“一县一特”优秀农
产品品牌评选结果的通报，我
市洞口雪峰蜜橘、武冈铜鹅、邵
东玉竹三个品牌成功入选。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根据
《2023 年“一县一特”优秀农产
品品牌评分指标》，结合往年获

评情况、入选产业发展指导目
录情况、市州推荐情况，通过网
络投票、专家评审及综合评审
三个环节，共评选出20 个农产
品品牌为2023年“一县一特”优
秀农产品品牌。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品
牌强农”战略，建立以“邵阳红”
品牌为龙头、“一县一特”品牌为
支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品牌

和产品品牌为基础的农业品牌
体系。全市先后培育了邵东玉
竹、邵东黄花菜、隆回金银花、隆
回龙牙百合、洞口雪峰蜜橘、武
冈铜鹅、武冈卤菜、城步奶业、新
宁崀山脐橙、邵阳茶油、宝庆朝
天椒、北塔蔬鲜等县级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以及猪血丸子、宝
庆桂丁茶、青钱柳茶、绥宁东山
红提等特色农产品品牌。

我市三品牌入选省级“一县一特”

他曾是新邵偏远山村的放牛娃，而今是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说：“‘感恩’两个字一直铭刻在我的心灵
深处。感恩祖国的护佑，感恩父母乡亲的养育，感恩老师的教
诲，感恩朋友的帮扶。”

在探索生命科学的道路上，谢道昕将一生追求与祖国
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凭着真诚的感恩之心、高度的责任之
心、强烈的担当精神、切实的报国之举，成就了出彩人生。

“前辈科学家是我们的楷
模，是我的榜样。做好一颗‘螺
丝钉’，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
展和人才培养尽微薄之力，是
自己的责任、义务和荣耀！”
2006 年，谢道昕到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任教授，现兼任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等职。2005年，他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资助，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 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道昕带领的团队主要
从事植物激素的研究，发现两
类重要激素的受体感知机制。
其研究工作曾入选“中国生命
科学十大进展”“中国高等学
校十大科技进展”和“国际生
物信号传导领域重要突破”。

谢道昕甘为人梯、以身作

则，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深厚的家
国情怀、无私的奉献精神、严
谨务实的科学态度。

关心和支持家乡的发展，
是谢道昕始终不变的情怀。他
和水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孙传清是同乡好友，两人经
常在一起探讨水稻科研工作
和家乡农业科技的发展。

2023年10月，在湖南农业
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
大会上，谢道昕深情回忆往昔，
寄语学子，“要将个人的前途与
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胸怀强农
报国信念，获取广博的学识、磨
炼坚强的意志、形成高尚的品
格、锻炼健康的身体，早日成才，
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征途上
展示靓丽风采，留下青春足迹。”

甘 为 人 梯

研究生毕业后，正赶上出
国潮。谢道昕也想出国深造。
导师告诉他，实验室刚刚承担
了国家的一个重要项目，事关
国家生物技术发展的战略性
布局，希望他留下来实施这个
项目课题。谢道昕一口答应。
他放弃了去美国读博的机会，
在范云六先生指导下开展转
Bt基因抗虫棉的研究。

因为棉铃虫对棉花生产
造成毁灭性危害，当时的防
虫方法是使用农药，但高毒
高残留农药的施用造成了人
畜大量伤亡。转 Bt 基因抗虫
棉的研究和应用，可以大幅
降低农药的使用量，产生巨
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

1990 年，谢道昕获得博
士学位后，以自费公派的形式
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作物育种

研究所Mike Gale教授实验
室，从事小麦遗传图谱的研究
工作。

两年后，抱定“学成必归，
报效祖国”信念和决心的谢道
昕按期回国。过了一段时间，
他听从导师安排，重新出国从
事博士后工作，并于 1999 年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农业分子
生物研究院，作为资深科学
家，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

2000 年，包括谢道昕在
内的六位科学家提出建议，成
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院，按照
科学规律和国际惯例进行科
技管理，为我国生命科学实现
跨越式发展探索成功之道。这
一倡议很快得到国家领导人
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相关部委
和同行专家的领导和支持下，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筹
建工作顺利启动。

学 成 报 国

经乡亲们推荐，谢道
昕在言栗中学读了两年初
中、两年高中。1979年，他
以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
线的高考成绩，成为言栗
中学直接培养的第一位也
是迄今唯一的大学生。

填报志愿时，老师告
诉谢道昕：家庭出身不好，
可能会影响大学录取，你
最好填报城里人不愿报的
学校和专业。于是，他的志
愿只填报了湖南农学院，
第一专业选择了农学系的
植保专业。

1979年9月，谢道昕搭
乘前往长沙拉货的顺风车，
来到湖南农学院。“在这里，
我开始领悟人生的真谛，
学会了感恩和奉献；在这
里，我收获了知识和学问，
懂得了思考和探索。”

1983年7月，谢道昕来
到位于常德的湖南棉花研
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84
年7月，他顺利考上中国农
科院研究生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谢道昕认为，勤勉是
高于天赋的素质。研究生
学习时期，他总是每天很
早到实验室，很晚才离开，
周六周日也基本如此，几
乎没有节假日。

1987 年研究生毕业
后，谢道昕申请进入范云六
先生的实验室从事生物技
术研究。范云六是中国农业
生物技术开拓者之一，1997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勤勉求学

1963年，谢道昕出生于新
邵县小塘镇马埠江村（原言栗
公社马埠江大队第六生产队）
一个农民家庭。

那时的家乡还很贫穷。特
别是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
何让一家人吃饱饭，是大多数
家庭伤脑筋的事。虽然亲戚朋
友都不富裕，但大家互相接
济，共渡难关。不论走多远，谢
道昕始终记得并珍惜来自乡

亲的那份人情温暖。
那时候，农村孩子干农活

是第一位的。清早起来先放
牛，放完牛才能去上学，常常
来不及吃饭，就把母亲事先准
备好的饭团子带在路上，一边
走一边吃。学校离家较远，要
穿过几个山沟，走四十多分

钟。下午放学后，要先干完农
活才能吃晚饭，所有的作业必
须在学校完成。在那样艰苦的
环境中，热爱学习的谢道昕一
有时间就学习，干活、走路、放
牛时，他都会背书。

“经过儿童少年时期的艰
辛磨炼，在后来成长道路上，
无论遇到多少挫折，碰到何种
艰难，都可以坦然轻松地应
对。”谢道昕如是说。

奋 进 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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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孟辉 饶茵）3月18日，全市增发国债水利项目
建设推进工作调度会召开，研究增发国债水利
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实施难点及解决方案、进度
计划等事项。市委常委、副市长仇珂静出席。

会上，各县市区以视频形式汇报增发国
债水利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
步措施。市本级增发国债水利项目研讨环节，
各市直有关单位现场作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全市各相关部门务必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压实责任，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有利条
件、调动有利资源，按照规定的时间表、路线图，
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务必要进一步细化
任务、联合发力，对用地、环评、水保等工作统筹
推进、集中办理，各要素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密
切配合，强化前期审批、财政评审、挂网招标等关
键环节保障，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务必要
进一步强化监管、保障资金，严格按照国债资金
使用管理规定，规范项目建设资金使用流程，加
快拨付进度，确保增发国债水利项目顺利落地。

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全市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建设推进工作调度会召开

仇珂静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周千钧） 3月18日，副市长易洪海到邵阳学院
调研科技创新、产学研融合发展等情况。邵阳
学院党委书记宁立伟，邵阳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张平等参加。

在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易洪海到全自动
豆制品加工生产实验室了解多功能集成制浆
系统、高浓精磨技术，详细询问食品加工技术、
科研成果、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在机械工程
训练中心先进加工制造区，易洪海现场观摩教
学、实操成果，多角度、多层次了解智能制造、
先进技术攻关、学生创新创业等情况。

易洪海强调，要用前瞻眼光抢抓发展机
遇，突破传统思维、传统工艺，在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上下功夫。要锚定产业升级目标，完善
研发与产业对接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精
准转化为产业成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要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推进高水平创新平台发展，不断探索创新
路径和发展模式。

当天，易洪海还到设计艺术学院调研文创
产品开发情况，鼓励学校大胆创新，用好我市
文创资源和非遗文化，推进文化创意和科技创
新深度融合，打造富有邵阳特色的文创产品。

牢牢抓住科技创新“牛鼻子”

“献策邵阳”金点子摘登

1.大力实施五大工程，让魏源品牌
“响”起来。隆回应实施出版、翻译、数字、传
播、普及工程，组织力量编制通俗易懂的

《魏源文集》，建立魏源电子书库、移动图书
馆和移动阅览室，并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大
力宣传魏源文化。

2.做好五项工作，让魏源品牌“火”起
来。组织好魏源思想文化国际交流活动。办

好“魏源杯”全国演讲大赛。唱好《魏源故乡
人》本地歌曲。拍好魏源电影或电视剧。搞
好魏源文化创作。

3.办好五件实事，让魏源品牌“亮”起
来。抓好规划引领、项目落地、文化产品开
发、魏源品牌的保护和宣传策划，做足做好
生态、产业、文化三篇大文章，为魏源思想
文化赋能。

打造魏源品牌 弘扬湖湘文化
隆回县社科联 刘青云

1.强化基层文化的政治属性。红色文
化应成为乡村强化政治引领的文化源泉。

2.整合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厚植乡村
德育文化。进一步发掘整理散落在乡村的
中华传统美德资源，如清廉故事、民间传

说、家风家训等，为当代乡村治理提供精神
滋养。

3.建立科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制
度，保证传统道德文化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4.真正用好“农家书屋”。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赋能乡村振兴
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1.充分发挥和挖掘品牌效应。做大做
强“全国中医骨伤名科”和省级重点专科，
把邵阳正大医院打造成中医药产业的龙
头。擦亮“南国药都”品牌，扩大“中国中药
材之乡”影响，使邵阳成为全国有名的中药
材种植和销售基地。

2.全市上下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体
制机制。《邵阳市中医药产业链发展规划》

将中医药纳入全市九大先进制造业产业
链，县市区要对应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
稳步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

3.以项目为抓手，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加强中药材种植、药物研发、医疗技术创
新、原材料产业基地等项目建设。聚焦省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化”重点项目，争取更
多项目入选。

推动邵阳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邵县委宣传部 黄多生

1.从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
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压实各级党
委主体责任，切实解决县级层面人员配备、
基本待遇、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2.从思想层面解决认识问题，激发文
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3.从创新层面改进工作方法，推动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特色化、品牌化、科学化

发展。
4.从覆盖层面实现资源共享。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大数据平台，建立“群众点
单、中心（所、站）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
单”模式，实现“互联网+”志愿服务。

5.从阵地层面加强平台建设。统筹整
合阵地资源，建好用好文明实践县、乡、村
三级阵地，按照“五有”标准，确保全覆盖。

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杨成文

1.把居民小区管理纳入现代化治理体
系建设的重要范畴，纳入各级政府重要议
事日程，高规格开展“加强小区管理 共建
美好家园”系列行动，推动管理、资金、人员
和服务等下沉小区。

2.紧盯居民小区管理中存在的投入
不足、管理不优、服务不好等短板问题，采
取宣传发动、项目拉动、表彰带动、奖补推
动、执法驱动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小区管

理示范评比或达标创建，着力打造一批功
能完善、管理高效、服务一流的现代美好
小区。

3.把小区管理和基层党建、文明卫生创
建等工作结合起来，充分激发业委会、党员
业主、楼栋长、单元长等在参与小区管理中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居民小区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提升，确保自治有力、充
满活力、文明有序。

加强小区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唐波

探道生命科学探道生命科学
痴心强农报国痴心强农报国
————记邵阳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谢道昕记邵阳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谢道昕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