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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3月6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2023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498.32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
全省平均增速0.3个百分点；全市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19966元，增速5.9%，高
于全省0.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增速、新增和净增限上企业数均居
二类地区首位。

2023年，我市把促消费工作摆在
突出位置，将全年确定为“消费提振
年”。各级各部门强化政策激励引领，着
力打造核心和重点商圈，不断创新消费
模式和业态，全方位“点亮”城市夜经
济，激起一股“热辣滚烫”的消费热潮。

特色活动“吸睛” 消费市场红火

我市紧紧围绕住房、汽车、家电、
成品油、餐饮等行业，累计举办各类促
销活动 83 场，政府、平台、企业投入
7664万元，带动消费550亿元。同时，以
会展经济为着力点，先后举办邵东五
金机电博览会、武冈市百威啤酒卤菜
节、首届新春年货节等活动，其中多项
会展活动均是第一次举办。首届湖南
（城步）高山农业博览会吸引了来自海

内外245家企业参展，签约金额突破1
亿元；首届湖南（廉桥）中医药产业博
览会共有 400 余家医药企业、1200 余
家门店参展、960家专业采购商参会，
达成总贸易成交额128.64亿元。实践
证明，这些活动进一步活跃了消费市
场，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更好推动本土特色农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我市大力推进“湘品进商
超，万企促振兴”“湘品入名店，营销大
升级”等活动，鼓励大型商超、电商、流
通企业与本地农产品生产企业建立相
对稳定的产销对接模式，提高流通效
率，为老百姓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

服务半径延伸 消费场景升级

2023 年，市商务局将“加快推进
市城区夜间经济发展”列为重要调研
课题之一，先后赴邵阳大汉悦中心等
商业综合体和株洲市、郴州市等地调
研，形成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市商务局、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联合印发《推动市城区夜间经济发
展工作方案》，对全市发展夜间经济提
出指导意见。各县市区纷纷出台支持

政策，推动夜间经济发展，承办了全国
举重大赛、全国桨板大赛、旅游发展大
会等赛事，打造了一批夜间消费集聚
区。其中，双清区大汉悦中心、新宁县
舜皇里旅游度假区、武冈市春园、邵阳
县东方凤凰城获“首批湖南省夜间消
费聚集示范区”称号，武冈市同保楼、
新宁县舜皇里旅游度假区获“首批省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称号。

对南门口、火车北站农贸市场进行
智慧化改造；双清区五一南路成功获评
湖南省示范智慧商圈；邵阳友阿国际广
场、大汉悦中心获评湖南省示范智慧商
店……2023年，我市加快推进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全力促进消费增长，推动
31个项目审核验收，创造了良好的消费
环境，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市场主
体多点开花，全市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
通企业221家，比2022年增加68家。

去年我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98.32亿元，同比增长

6.4%；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966元，增速5.9%

“ 点 燃 ”消 费 新 热 潮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欧阳国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
讯员 杨雅兰） 3月20日，为进一步
强化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增强
广大群众识诈防骗能力，守护好群众
的“钱袋子”，邮储银行邵阳分行走进
双清区兴隆街道财桥村，开展以反电

诈为主题的宣讲活动。
宣讲活动中，该分行工作人员

与居民分享了身边常见的电信网络
诈骗形式，如虚构中奖诈骗、冒充网
购客服诈骗等。同时，通过面对面交
流、答疑解惑的方式，告诉大家如何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避免不必要的
损失。

“电信网络诈骗隐蔽性强，手段也
有很多种，我们希望加强宣传引导，不
断提升金融消费者安全防范意识。”邮
储银行邵阳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将反电诈工作
贯穿到业务办理的每一个环节，不断
提升预警、劝阻水平，严控银行账户涉
案风险，将金融普法带到群众身边，切
实保护财产安全。

邮储银行邵阳分行

面对面宣讲 守护“钱袋子”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卿婉娟） 3月18日至19
日，省财政事务中心组织调研组来
邵调研财政电子票据首批上线单位
推广实施情况。

18日上午，调研组来到新邵县
龙溪铺镇中心卫生院实地查看医疗
电子发票的运行使用情况。在财务收
费窗口，调研组现场观摩了挂号、缴
费、取票流程及操作情况。患者家属
在缴费后迅速取得出院结算凭条，只
需扫描凭条上的二维码，按流程操
作，即可迅速获取医疗电子票据，整
个过程方便快捷，用时不到2分钟。

据悉，该卫生院是全省首家上

线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的乡级医疗机
构，同时也是全省首批上线医疗收
费电子票据的20家医院之一。自2
月 23 日首张医疗电子票据成功开
出后，该卫生院于3月15日正式全
面启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系统。截
至目前，已累计开具电子票据 359
张，总金额为100818.85元。

医疗电子票据的推广应用，实
现了群众看病就医开票一站式服
务，减少了患者窗口往返次数和排
队时间，也避免了纸质票据丢失、毁
损的风险。截至3月19日，我市共开
具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40371 份，收
缴金额2454.29万元。

看病就医更方便 电子票据好处多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黄雅群 刘熹）“还有15分钟，大家
有哪些建议和诉求要向工会提的吗？”
3 月 12 日上午，原本 15 分钟的早班
会，自去年底每日又延长了 15 分钟。
在大祥区红旗路佳惠华盛堂商圈联合
工会主席吴双署看来，专属于工会与
职工的“15 分钟”互动，收效颇丰，极
为宝贵。

“工会驿站里的微波炉能不能多
加一台，方便我们中午热饭”“再办一
次 直 播 培 训 吧 ，线 上 销 售 也 热 起
来”……工会“元素”加入，早班会更加
热闹。各式各样的职工诉求，吴双署仔
细记下，按计划一一付诸行动。

延长15分钟的早班会，让佳惠华
盛堂商圈“活起来”，越来越多的商铺
自愿加入工会。这仅是大祥区红旗路
街道“小三级”工会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大祥区把楼宇商圈经济
作为全区经济工作的主阵地、主抓手。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为基层职工做好
贴心服务成为大祥区总工会面临的一

项新课题。
去年，大祥区总工会在红旗路街道

开展“小三级”工会建设试点。依据该街
道内五个社区的不同性质，依托社区

“蜂巢驿站”阵地，推行党务工作者与工
会工作者（主席、副主席）交叉任职“一
肩挑”，在基层开展形式各样的工会服
务活动，形成了“点有故事说、线有楼宇
拉、面有社区连、网有街道管”的“四有”
网格模式，串联起职工群众的心。

佳惠华盛堂商圈所在的九井湾社
区建立起“楼宇商业面”，以楼宇党工
共建带动形成非公党建网和工会组织
网；大安街社区依托南门口市场商圈
联合工会，打造农贸市场集群，推出工
会会员折扣日；宝庆中路社区致力“法
律援助面”，为群众提供各项法律法规
的政策咨询和援助。

打造工会文化公园，建设24小时
工会驿站，红旗路社区还依托邵阳市
少儿图书馆和市文联，开设“艺术读书
吧”，形成“周周有活动”的“文化艺术
面”。而这些日常服务均少不了志愿者

的身影。
“每周末，工会活动是社区职工群

众最期待的事情。”红旗路社区志愿者
周小颖告诉记者，社区活动都在微信
群里发布，报名参与的职工群众不少，
大家既是参与者，也是志愿者，现在这
个微信群有近500人了。

“聚焦‘小三级’工会建设，持续推
动工会组织向末梢延伸、优质资源向基
层倾斜。”大祥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邓蒲梅表示，将总结试点经验，
在全区范围积极推广，构建起街道、社
区、企业全覆盖的三级服务平台，把最
暖心的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让职
工幸福感成色更足，获得感更可持续。

大祥区：“小三级”工会建设初显成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马艳） 3月7日，经邵阳
海关报关，一批“邵阳造”优质产品
发往非洲。大洋彼岸，这些邵阳生产
的假发、箱包、打火机等产品，深受
消费者欢迎。“今年前2 个月，全市
对非出口贸易额预计能达到5.3亿
元。”邵阳海关相关负责人说。

非洲已连续两年成为我市第一
大贸易伙伴。2023 年，我市对非贸
易额61.6亿元、总量居全省第三，同
比增长 13.9%、高于全省 13.2 个百
分点。2012 年至 2022 年，我市对非
贸易额从 2.49 亿元增长到 54.13 亿
元，年均增长36%。

梳发、打发、排发、拉发……3
月 7 日，阳光发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不同工位忙碌。“这段
时间，非洲老客户下了 500 万美元
的大订单。”公司董事长黄永祥说。
从 2006 年拿回第一个非洲订单到
现在，阳光发品对非贸易份额持续
增加，产品一半以上销往非洲。2023
年，该公司对非贸易金额超2000万
美元。

我市目前已有发制品注册企业

115 家，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 15 万
人。本世纪初，为开拓市场，黄永祥
等一批企业家远赴非洲，拿回订单。

“非洲女性发质特殊，假发是他们追
求美丽的必需品，市场很大。”黄永
祥介绍，非洲市场广阔，我市发制品
行业抱团挺进非洲，目前非洲市场
上30%的假发来自邵阳。

百万邵商闯天下，邵商敢闯敢
拼，我市生产的打火机、箱包等也不
断闯进非洲市场，博得当地消费者
的青睐。

有人脉、有产业、有渠道，我市
对外贸易拥有坚实基础。近年来，我
市持续加大产业发展扶持力度，先
后培育了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小五金、发制品、打火机、服饰
箱包鞋帽等10个出口基地，推动发
制品、箱包、打火机3个基地成功获
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目前，全市已形成以轻工产品、
工程机械、工业消费品为主导的对
非出口格局。10 年来，与我市有贸
易往来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从 24 个
增长到43个，对非实绩企业数从34
家增长到343家。

去年我市对非贸易额61.6亿元，总量居全省第三

对非贸易节节攀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陆蕾 唐雨） 截至 3 月
25日，农行邵阳分行科技型企业贷
款较年初净增10.4亿元，其中专精
特新贷款余额1.27亿元，有效支持
全市45家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发展。

今年来，农行邵阳分行聚力“五
篇大文章”细化“施工图”，以金融动
能为专精特新企业提质升级赋能，
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近日，农行邵阳双清区支行成
功为湖南新巾帼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发放抵押“e”贷600万元，仅用
三个工作日就“跑完”贷款全流程，
高效便捷的服务获客户点赞。

湖南新巾帼农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农业种植、科研，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省级现

代化农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同时也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去年
8 月，农行邵阳分行针对全市科技
型企业进行清单制营销时，便与该
企业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期间一直
跟踪维护。

今年 3 月份，为满足业务发展
需要，该企业拟加大投资新建厂房、
增大研发力度，流动资金需求激
增。了解到这一消息后，农行邵阳
分行第一时间上门对接，针对企业
发展情况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并为其推荐抵押“e”贷信贷产
品。

“这款产品额度高、期限长、审
批快，利率优惠、随借随还。只用了
3 天，600 万元就到账了，农行的效
率就是高！”企业负责人对农行工作
人员连连称赞。

农行邵阳分行

按下“助力键” 贷出“加速度”

3 月 25 日，绥
宁农商银行工作人
员在关峡苗族乡插
柳村为村民办理春
耕生产信用贷款。
春耕生产时期，该
行员工深入田间地
头及农民家庭，为
春耕生产急需资金
的农户办理信用贷
款，助力春耕生产。
目前该行已累计发
放春耕生产专项贷
款1.2亿余元。
滕治中 向洁萍

摄影报道

3月20日，湖南农担邵阳市分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志愿活动，用实际

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陈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