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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张勇刚 肖薇） 5 月 12 日，位于邵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一专用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内，生产车间内一派火
热——混凝土搅拌车源源不断下线。
在这里，每天可下线 80 余辆各式混
凝土搅拌车。

“用不了多久，它们就将分别奔
赴沙特、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以及河
北、四川、云南等地。”三一专汽相关
负责人介绍，高品质赢得国内外客户
的青睐，三一专汽的混凝土搅拌车销
售节节攀升，今年一季度已向国内外
客户交付 5100 余台，当前订单还在
加紧交付中。

三一专汽混凝土搅拌车的产销
两旺是有底气的。在 4 月底，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布的第八批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名单中，三一专用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混凝土搅拌车位列

其中，成为我市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
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
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先进，单项
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
业，代表该细分领域的最高发展水
平、最强市场实力，被誉为“制造业皇
冠上的明珠”。

此次新入选国家级单项冠军的混
凝土搅拌车是三一专汽的王牌产品，
底盘上装全部自研，具备全系列搅拌
车研发生产试验能力，打破混凝土运
输技术及产业底盘部分被进口底盘垄
断的局面，市场占有率长年稳居第一。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三一集团率先推
动数智化和低碳化转型升级，加速形
成新质生产力。目前，三一专用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工
程搅拌车生产基地，并通过全面推进
数智化转型，充分利用柔性自动化生
产、人工智能和规模化，建立重型设
备数字化柔性制造系统，实现了产能
扩大120%、生产率提高100%、单位制
造成本降低30%。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制造业单
项冠军的培育和发展，建立单项冠军
和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库。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8家企业入选省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库，1家企业入选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库。

三一专汽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市首个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搅”动全球 “零”的突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朱杰） 5月10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华学健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产业发
展，特邀发制品行业企业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分析行业发
展市场形势，听取企业家诉求，会商有效举措，共同推进
全市发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胡小刚参加。

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全市发制品产业的主要集
聚地，现有发制品企业46家，其中规模工业企业29家。

会上，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汇报了发制品产
业发展情况，鸿宇发制品、阳光发品、元通实业、元泰实
业、深镁科技、至泰发制品等企业代表纷纷就当前发制品
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听取了企业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发言后，华学健
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积极研究制
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
支持和保障。同时，他鼓励企业家们要坚定信心、勇于创
新、敢于担当，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华学健强调，要加强政策引导，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发
制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要加快产业
链条化、集群化建设，推动企业工艺、产品升级，完善园区
配套物流体系，提升园区发制品产业集聚能力，推动企业
产业集约、高效发展。要加强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要扩大发制品先进制造业集
群竞争优势，引导发制品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拓展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打造全国
最大的发制品研发生产基地、发制品集散地。

华学健强调，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
工作合力，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
和困难，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推
广，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政策、享受政策带来的红利。要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优化发展环境，推动
发制品产业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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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庞兆良 肖国中） 2022 年 11 月 29
日，来自邵阳的南瓜种子搭乘神舟十
五号飞船“飞天”。时至今日，已是一
年有余，这批种子去哪了？5月10日，
市农科院南瓜科研创新团队揭晓了
答案：上月已“入地”，实施地面培育，
如今瓜苗已经枝蔓茂盛。

2022 年，经航天育种产业创新
联盟征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批准，市农科院选取了两个品种398
粒38.5克南瓜育种实验材料，参与了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搭载实验项目。

通过航天空间诱变，使种子产生变
异，再返回地面筛选鉴定，获得抗性、
品质优异的南瓜新种质，并利用科学
技术高效创新一批新的育种材料。

市农科院南瓜科研创新团队负
责人罗华介绍，在太空“遨游”数月
后，邵阳南瓜育种实验材料返回地
面。2023 年 11 月 15 日，市农科院南
瓜科研创新团队的科研人员将其从
北京接回。今年4月7日，南瓜科研创
新团队正式播种，398粒南瓜育种实
验材料在市农科院科创园的基地生
根发芽。 (下转7版)

“飞天”的邵阳南瓜种子已“入地”出苗
现枝蔓茂盛，本月底将进入授粉阶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鄢跃斌 蒋森然 宋梦眉）
5月10日上午，新宁县委巡察组人员
来到该县崀山培英学校回访。有家长
谈到校门口乱停乱摆问题整改后的
变化时说：“现在，学校周边增加了许
多摩托车和非机动车车位，停车方便
多了。”

今年，新宁县以巡察整改为切入
口，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揪心事、难
办事，采用即时交办、全程督办、办结
销号的模式，推动解决民生难题。

今年3月上旬，新宁县委第一巡
察组进驻县城管局。通过走访调研，
巡察人员发现，春风路、大兴路等主
干道的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紧
张。特别是县城学校周边，每到放学
时段，摩托车、电动车乱停乱摆现象
严重，有的甚至停放在消防通道上，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新宁
县委巡察组立即将问题进行了交办，
与县城管局党组共同研究，同题共

答，全过程跟进整改。县城管局迅速
开展施划停车位和集中整治工作。在
城区春风路、舜皇大道、大兴路等主
干道、超市、广场、学校周边的人行道
上，城管人员新增施划200多个机动
车停车位和 1800 多个摩托车停车
位。将崀山培英学校门前停车坪改为
学生电动单车和自行车的停车处，新
增 150 多个摩托车停车位。同时，加
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日常停放巡查
与宣传力度，把精细化管理标准和责
任落实到“最后一米”，进一步增强市
民“停车有位，停车入位”的认同感，
确保城区车辆停放整齐有序，及时消
除车辆乱停乱放危及行人安全的隐
患，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巡察就是要紧盯群众关切的身
边事、烦心事、揪心事，用心用情用力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新宁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
该县正在边巡边改、立行立改，及时
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巡察工
作走深走实。

紧盯群众关切的身边事、烦心事、揪心事

新宁：巡察整改破解停车难题

漫步在双清区寒梅村的桑葚园
内，入眼的是一株株生长匀称、枝叶
分明、果实鲜艳的桑树。

“自从村里建设了寒梅生态农
庄，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可以
在村里就业了。”5 月 8 日，正在桑葚
园里采摘的村民高米林说。

消灭“白果病”

2018年，“80后”小伙李赟带着合
资人开垦了寒梅村4公顷闲置土地，后
又争取资金，建成寒梅生态农庄。截至
目前，这一大片园地主要种植桑树，再
附带种植黄桃、秋月梨与太秋甜柿。

2020年，第一批桑葚挂果。李赟
看着园内近60%的白化果，心里很不
是滋味，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园内桑
葚的“白果病”。

很快，李赟前往杭州市、湖州市
等地学习桑葚种植技术。他在桑葚企
业种植园内走访参观，又从外地聘请
了种植技术专员来到寒梅村指导如
何培育桑树。4年间，李赟多次前往外
地学习，终于将自家种植园里的桑葚

“白果病”彻底消灭了。
“我选择农业，就要摆正位置专

心致志去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

步，才可以更好地种植作物。”李赟说。
近些年，李赟完成“全国第二批

‘头雁’计划”学习。平日里，在我市范
围内，只要种植桑树的专业户向他请
教种植技术，他都会前去指导。

村民变工人

近日，寒梅生态农庄里，常常能
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穿行在
桑葚园中，采摘一篮又一篮黑得发亮
的桑葚。

今年4月25日，桑葚园迎来第一
轮果实收获期，高米林同其他村民在
里头忙前忙后。当游客前来采摘，她们
会告诉游客哪些树上的果实可能更香
甜，哪些树上的果实可能偏酸涩。

“等采摘季结束，我们还要给桑
葚树修枝。”高米林蹲下指着桑树的
主干说。为了让果实充分汲取阳光与
营养，种植园工人们会在每年9月份
剪去多余的枝条。

经了解，高米林与另一位村民是
寒梅生态农庄的长期工人，每月有
2000余元工资，其他短期工人则按日
结算工资。在桑葚收获季，这里最多
曾招聘了13位村民，平日里，则安排
5人打理果园。去年，寒梅生态农庄共

支出了8万元人工成本。

延伸产业链

去年，李赟与合伙人成立邵阳市
世平食品有限公司，如今已开发出桑
葚糕、桑葚酒两款产品。其中，桑葚酒
将在今年8月上市销售。

李赟直言，单靠桑葚园门票与桑
葚销售收入不足以支持寒梅生态农
庄的发展壮大。只有将桑葚做成高附
加值产品，才能产生高经济效益。

“在精加工工艺上，我们以食品
自然健康为第一要义，又充分考虑到
市场销售前景，才准备酿制桑葚酒。”
李赟透露，他曾前往安徽省寻找酿酒
师调制桑葚酒，又在贵州省、四川省
等地及网络购物平台上买了几十种
桑葚酒样品做实验。

李赟说：“自家桑葚酒口感醇厚、
色泽鲜艳，并制作了3种酒以面对不
同的消费人群。我们做的桑葚糕仍在
实验阶段，桑葚酒已准备上市交易。”
李赟信心满满地说，未来，他还将着
眼于打造当地桑葚产品品牌。

从采摘天然果实到精加工，从单
纯的水果到多样产品，一颗小小的桑
葚玩转出新花样，李赟也正从“新农
人”转变为“兴农人”。

小小桑葚果 玩出新花样

李赟：从“新农人”到“兴农人”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通讯员 邹小艳 曾玉娟

眼下正值油菜
收割季节，新邵县
9000 余 公 顷 油 菜
陆续进入成熟期，
当地农民抢抓晴好
天气，收割成熟油
菜。图为该县迎光
乡顺水村的种植大
户组织收割机在收
割油菜。

唐文峰
屈凌芙蓉
陈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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