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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新宁

县万塘乡桐木冲

村，村民李代宽在

采剪玫瑰花。近年

来，李代宽发展玫

瑰花种植增收致

富，今年预计可创

收逾3万元。

郑国华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李威） 5月13日，邵阳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挂牌成立。市委常委、副市长仇珂静出席
挂牌仪式，市政府秘书长陈秋良主持。

按照《邵阳市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建的
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主
要负责组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
稿；对涉及全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
开放等全局性工作的重大课题牵头组织调

查研究；对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分
析和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等工作。

组建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
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充分
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经济研究工作的高度
重视，对进一步提高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
水平、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邵阳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挂牌成立
仇珂静出席挂牌仪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5月13日，
中共邵阳市委社会工作部挂牌成立。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卫平揭牌。

市委社会工作部作为市委职能部门，
加挂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
作委员会牌子，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
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和落
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统一领导全市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
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
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
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负责志
愿服务工作等。

组建市委社会工作部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深化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
系改革的重要举措，对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的社会工作在
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体制机制上更加完
善、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运行管理上更加
高效，进一步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邵阳市委社会工作部挂牌成立
杨卫平揭牌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邹振中） 今年5月13日至19日是第34个
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绿色转型，节能攻
坚”。5 月 13 日，我市举行 2024 年节能宣传
周启动仪式暨设备更新供需对接专场活动。
市领导李小平、沈志定、孙清良出席。

近年来，我市把节能降碳作为促进全市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节能环保、
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等绿色能源产业，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2021年至2023年，全市单位GDP能耗
持续下降，分别下降4.3%、3.7%、5.5%。

启动仪式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邵阳

经开区、中国人民银行邵阳市分行负责人分
别以“设备更新推动节能降碳”等主题作主旨
演讲；23家优势产品设备生产企业、30余家设
备更新需求企业、2家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展示
了优势设备产品；5对供需企业就设备更新合
作签约；4对银企就设备更新项目再贷款达成
合作意向签约，资金金额近4亿元。

节能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组织开展节
能科普、低碳体验、供需对接、设备展示等活
动，推动实施节能降碳工程和设备更新及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强化节能挖潜服务、严
格项目源头监管，不断促进我市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

设备更新助力绿色低碳转型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5月9日，
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资江干流
生态环境保护市县联动视察发现的重点
问题把脉问诊，凝聚共识、共商对策。市政协
副主席伍先明出席会议。

会上，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介绍
了前期调研情况。针对我市重要水源地保护
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委员们就日常监
管、污染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生态
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交通
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自来水公
司相关负责人立足自身职能，积极回应委员

们的意见建议。
伍先明指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

对我市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意识，以实际行动
扛牢“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政治责任。要坚持
问题导向，深入分析重要水源地保护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利用好本次协商座谈会上的好
意见和建议，推动形成责任明确、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注重疏堵结合、上下
联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积
极性，确保重要水源地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
效，进一步营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良好
环境，让人民群众真正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强化水源地保护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通讯员
黄得志） 5月9日，市政协召开“赋能红色
传承 保护性开发三线建设遗址”提案办理
协商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杨博理出席会议
并讲话。

座谈会上，提案者就提案有关情况进行
介绍。原红日机械厂始建于1966年，是国家
安排在湖南的“大三线”建设项目。1997年，
该厂整体搬迁至岳阳市冷水铺，留下的厂址
是我市“三线建设”期间现存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工业建筑旧址。

提案承办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新
邵县人民政府就提案办理有关问题进行了

汇报，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提”“办”双方还
进行了协商互动。

杨博理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重要指示和落实省委十二届
六次会议精神，积极作为，通过提案办理协商
来“接地气”“连民心”，加快文旅融合发展。要
整合资源，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三
线建设”遗址开发利用；要加强沟通，搞好策
划包装，抓紧申报省级工业遗址和国家级三
线建设博物馆；要加快招商引资，市场化运
作；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军工小镇的独特魅
力，宣传“红日精神”的传承。

加强遗址保护利用 擦亮“红色名片”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肖薇） 5月3日，邵阳
经开区宝隆产业园内，邵阳嘉维
德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维
德铝材）的生产车间里，一派争
分夺秒抓生产的景象。只见机器
高速运转，工人手脚麻利，各种
门窗产品陆续下线。

“为加快订单交付，我们‘五
一’不打烊。”嘉维德铝材负责人颜
亚凌说，“今年来，企业订单向好，
企业效益看好，工人也乐得上班。”

2013年，颜亚凌退役回乡后，
创办了嘉维德铝材，专业从事铝
合金节能门窗、安全门窗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2018年，嘉维德铝材
与另外两家工厂合并、抱团发展。
秉承以质量求发展、服务优先的
理念经营，企业快速壮大。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下
行，门窗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
烈。当前情况下，是继续扩大生
产、谋取发展，还是维持现状、控
制规模，以避免风险？

“当前，看似行业面临危机，
实则也孕育着生机。”颜亚凌说，

“如果及时转型升级，坚持创新，
走品质化、品牌化道路，就能实现
发展的新突破，在激烈的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

们坚定地选择了第一种方式。”
2023年底，嘉维德铝材毅然

决定增资扩产，累计投资2600万
元，在宝隆产业园购买标准化厂
房，建设了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
标准厂房及500平方米的产品展
示厅，并购置了当前国内最先进
的数控全自动化门窗生产设备，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今年4月30
日，全新的嘉维德铝材正式投产。

“做好门窗产业，不单纯是
让它能遮风挡雨，更要为客户提
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需要
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颜亚凌说，“我们将持之以
恒抓创新，以质量、服务、口碑赢
得市场，努力打造湘中地区门窗
类标杆企业，让邵阳的门窗厂走
出湖南、走向全国。”

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邵阳嘉维德铝材有限公司
坚定增资扩产——

转型升级 化危为机

生命的诞生，总会牵动个人
和家庭。然而，现实生活中，除了

“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也
是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

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公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30
万名“试管婴儿”出生。他们的母
亲或因高龄、患有生理疾病，或因
为伴侣的原因无法怀孕。这些患
者在求子的过程中一直追逐着不
确定的结果，面对着来自生理、心
理、家庭、社会的多重压力。幸运
的是，在辅助生殖技术飞速发展
的今天，许多家庭可以通过现代
医学实现孕育的梦想。

生与不生，是选择，而非对错

武冈市邓家铺镇的姚莉（化
名）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2019年，33岁的姚莉和丈夫
一起来到邵阳市中心医院生殖
医学中心，准备接受“试管婴儿”
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姚
莉的丈夫早年因意外导致高位
截瘫，丧失排精功能，只能通过
穿刺的方式取精。然而过程并不
顺利，丈夫在取精过程中大小便
失禁，因放不下面子当场大发雷
霆，姚莉耐心地为他擦洗干净、
更换衣服，像哄小孩一样一遍又
一遍地做他的思想工作……

遗憾的是，姚莉的第一次
“试管之旅”以失败告终。

姚莉与丈夫此前已育有一
个女儿。在不少人眼里，通过试
管的方式再生一个小孩的决定
是不明智的。但这是姚莉坚持
的，在她看来，生与不生，是选
择，而非对错。

第一次试管失败后不久，姚
莉再次来到医院接受移植，这一
次，她如愿以偿。2020年，姚莉顺
利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主任黄小艳回忆道：“在姚莉试
管求子的过程中，为她进行过治
疗抑或是听说过她背后故事的
医护人员，无一不为其坚韧品格
和为家庭的全情付出而感动。我

们也通过向医院申请报告，为其
减免了一部分费用。”

如今，姚莉经常在朋友圈晒
自己一双儿女嬉笑打闹的画面，
丈夫也不再吝啬脸上的笑容。

在一些家庭的观念里，通过
试管生小孩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情。市中心医院作为我市较早具
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资质的
公立医院，平均一天要接诊一百
多例因不孕不育前来生殖医学
中心咨询的患者，但最后真正选
择试管求子的只占少数。

1988 年，中国大陆第一个
“试管婴儿”顺利诞生，开启了我
国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新历程。

“试管婴儿”技术发展至今，一路
伴随着质疑，但同时，也为许多
濒临破碎家庭带去了希望。

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的医护人员见证过许多希望燃
起的瞬间：来自洞口的失独夫
妻，将近 40 岁的年龄和不够好
的生育条件让自然怀孕变得困
难重重，在“试管婴儿”技术的辅
助和省爱心助孕项目的支持下，
一步步走出了生活的阴影；来自
隆回的跨国夫妻，因身体原因选
择“试管婴儿”技术，最终生下了
一对双胞胎；23岁的患病医务工
作人员，因治疗会对生育力造成
损伤，在经过专业评估后选择冻
卵，为自己进行生育力保存……

降低门槛，通堵点，备受期待

据了解，育龄女性通过辅助
生殖成功活产一次需要花费5万
元左右，甚至更多。如果经历多个
周期，或者胎停之后从头再来，费
用就会叠加上涨。与支付能力不
成正比的价格，使得一些中低收
入人群对辅助生殖项目望而却
步，随之而来的则是越来越多的
生育困难群体寄希望于依靠政策
缓解接受辅助生殖的经济压力。

对于邵东的李玲（化名）来
说，两年的“试管之路”给她的家
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好在
经过三次“试管婴儿”手术后，她

成功诞下了女儿。
“现在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一路走来，真的太不容易了！没
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只能用自
己的时间、精力、金钱一步步去试，
失败了就重新再来。”李玲说，抛开
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煎熬，经
济上的压力也一度让她喘不过气
来。“选择‘试管婴儿’技术的人，一
般生育意愿都很强，但整体治疗费
用并不低。如果有相关补助的话，
会缓解很多家庭的压力，也会激励
更多患者尝试辅助生殖。”

早在2022年7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明确表示将指导地方综合考
虑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可承受
能力、相关技术规范性等因素，逐
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
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范
围。此后，北京、广西、内蒙古、甘
肃等地区和省份相继将辅助生殖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据今年4月湖南省医疗保障
局印发的《关于规范辅助生殖类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从
2024 年 5 月 1 日开始，湖南的辅
助生殖医疗服务实现降价，原有
的19项辅助生殖类项目被规范
整合为12项，价格管理也从医疗
机构自主定价转变为政府指导
价，平均降价幅度达14.3%，“取
卵术”“胚胎移植”等核心项目的
一类价格加权平均价降幅甚至
高达30%。此文件的出台，不仅让
患者受益，还为辅助生殖技术纳
入医保报销范围奠定了基础。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辅助生殖医疗政策，我们每天都
会接到不少咨询电话。由此可见，
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并非个人，而
是一个群体的期待。”市医疗保障
事务中心生育保险部部长李瑛说。

一“ 管 ”孕 未 来
——不孕不育群体背后的选择与期待

邵阳日报记者 黄 云 易 蓝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5 月 11 日，交通银
行邵阳分行在双清区棕
树岭社区开展现金支付
宣传，为社区居民提供
零钱包兑换服务、宣传
人民币知识，不断优化
现金使用环境，打造更
优质的金融服务。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罗晶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