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边 鼓 录

2024年8月 日 甲辰年七月十五 星期日 第13480期 今日4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
讯员 肖薇） 8 月15 日，省财政厅
公示了 2023 年度“湖南省企业税收
贡献百强”“湖南省民营企业税收贡
献百强”“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贡献百强”“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税收贡献五十强”4张榜单。我
市多家企业分别入选。

在“湖南省企业税收贡献百强榜
单”中，身为专业技术服务业企业的
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限公司
位列 46 位。酒、饮料和精制茶叶制
造业企业——湘窖酒业名列60位。

在“湖南省民营企业税收贡献百
强”中，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

限公司、湘窖酒业均入选，分别位列
13位和19位。我市食品制造业企业
——邵阳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也成功入选，位列第56位。

在“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贡
献百强”榜单中，我市也有3 家企业
入选，分别是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
计有限公司、湘窖酒业和三一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分别排名第13位、19位
和91位。

在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税收贡献五十强榜单，邵阳也有两家
企业入选，分别是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和湖南东亿电气有限公司，分别排名
第19位、46位。

2023年度“湖南省企业税收贡献百强”
等榜单公示

多家邵企跻身其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8 月16日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周文主持召开市政协十三届三十
八次主席（扩大）会议，协商讨论

《2023 年市级决算（草案）和 2024 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龚红果列席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刘承智、肖平、伍
先明、丰新妹、杨博理、孙清良、冯东
旺，秘书长王大松出席会议。

会上，市财政局就 2023 年市级
决算（草案）和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
行情况作了汇报。与会人员围绕议
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讨论，并从持续培
育壮大财源、强化税收精准监管、推
进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把牢安
全发展底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和建议。

周文对今年来全市财政工作取
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就下阶段工作，
周文建议要强化财源培植，千方百计

抓收入，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目标任
务。要积极对上争取项目资金支持，
提前着手谋划，主动对接、抢抓机遇，
紧紧围绕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和方向，
以增加地区生产总值、充实地方财政
收入等为发展目标，争取更多见效快、
利长远的上级项目在邵阳落户实施。

周文要求，全市政协组织要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最大限度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振各界信心，
凝聚发展合力，为持续提升财税工作
质量、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贡献智慧力
量。各级政协机关、政协干部要严格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尽量
压减开支，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支持政府抓好财政各项工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邵阳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主席会
议对违纪违法政协委员及时作出处
理的决定》，听取和协商了有关人事
事项。

市政协十三届三十八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周文主持并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
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增进
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
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
发谋划和推进，充分彰显了我们党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
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从加强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到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再到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不论改革的目标，改革
的原则，还是改革的举措，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
人员社保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
系……字里行间饱含深厚的人民情
怀，切实回应了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下一步，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要继续瞄
准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好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
力量。推进改革，要走好新时代党

的群众路线，善于把加强顶层设计
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在改革
设计中充分吸收社会诉求、群众智
慧、基层经验。要紧紧依靠人民推
动改革，广泛争取群众对改革的支
持，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在群众的探
索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动力。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
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从老
百姓的呼声中寻找切入点，以改革
之力为民解忧、为民谋利，必能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

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
刘怀丕 翟濯

商代龙柄兽面纹铜壶。

8月15日，一批批游客走进市
博物馆，在商代龙柄兽面纹铜壶前
长久驻足，仔细端详。看着这件精美
的文物，游客张玲不由得发出啧啧
的赞叹声。

市博物馆副馆长邓程兮介绍，
商代龙柄兽面纹铜壶（又名“夔龙
壶”）是该馆一件人气极高的文物。
2005 年，它被湖南省文物鉴定委
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历史
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极高，深
受参观者和文物专家的青睐，被公
认为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该器物
通高 37 厘米，口径 7.1 厘米，底径
12.5厘米，重3.5千克，为新宁县文
物部门于 1988 年从飞仙桥乡（现
合并为金石镇）枫木坳村村民家中
征集而来。

作为商代龙柄兽面纹铜壶的
守护者，原市文物局副局长曾晓光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
新。曾晓光回忆，1988 年，新宁县
枫木坳村村民在修建房子时挖出
了一件商代涡纹双耳青铜鼎、一个
玉环和一件商代龙柄兽面纹铜壶。
听说此事后，新宁县文物管理所工
作人员立即骑着自行车赶到村民
家中。在努力劝说下，按照当时铜
的市场价，新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
人员花了18元从村民手中征集到
了这三件文物，用蛇皮袋将它们装
好，用自行车驮回了单位，并将此

情况汇报给市文物工作队。
收到新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

人员发来的照片后，曾晓光和时任
市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曾佳柱觉得
这三件文物十分珍贵。于是，他们
马上报告给时任省博物馆馆长、青
铜专家熊传薪，随即一同前往新宁
县进行鉴定。 （下转2版）

伍鹏在母校邵阳体育运动学校门口与师生们合影。

8 月 17 日，巴黎奥运会男子速
度攀岩亚军伍鹏载誉回到母校邵阳
体育运动学校和家乡邵阳县，受到
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欢迎伍鹏回家！”当天下午，在
邵阳体育运动学校大门口，老师和
师弟师妹们热情迎接这位为国家、
邵阳争得荣誉的奥运健儿，为他送
上鲜花和掌声，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欢呼声。同学们秒变“迷弟迷妹”，
将伍鹏团团围住，纷纷上前与他合
影，请其签名，现场秒变“追星”现
场。伍鹏露出腼腆的笑容，一一满
足他们的要求。

2015年，伍鹏被选入邵阳体育
运动学校，成为一名柔道运动员，开
启自己的体育生涯。2017 年 4 月，
他被湖南省攀岩队选为攀岩运动
员。2021年成为湖南省攀岩队正式
队员，2021年12月被选入国家队训
练。在巴黎奥运会男子速度攀岩决
赛中，伍鹏以4秒77的成绩获得亚
军。这枚银牌意义非凡，这不仅是
中国攀岩队首次在男子项目中夺得
奥运奖牌，也实现了我市奥运奖牌

零的突破，开创了邵阳体育史上新
的辉煌。

“伍鹏弘扬了吃得苦、霸得蛮的
宝古佬精神，诠释了‘更高、更快、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邵阳
体育运动学校校长强勇说，伍鹏载
誉而归是该校深化体教融合的成果
体现。欢迎伍鹏荣归母校，不仅是
为了分享他的胜利和喜悦，更是为
了传承他的精神和力量。希望学弟
学妹们以他为榜样，无论在赛场还
是训练场上，都要保持对梦想的执
着，对挑战的勇气。

16 岁的梅倩华是邵阳体育运
动学校的一名运动员，学习柔道已
经一年了。“我要向师兄看齐，不断
突破自我，今后更加刻苦训练，争取
在全省比赛中拿到好成绩。”拿到伍
鹏签名后，梅倩华坚定地说。

回 到 邵 阳 县 九 公 桥 镇 长 冲
村，父老乡亲们拉起横幅，响亮的
烟花爆竹声在路边响起，热烈欢
迎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奥运健儿
凯旋，敲锣打鼓的氛围让欢迎仪
式更加热闹。院子里的邻居也纷

纷来到伍鹏家里，送上祝贺。看
到家乡人民给予的热情，伍鹏的
内心十分温暖。他感言：“回家的
感觉真好！”

伍鹏回来了，最高兴的莫过于
他的家人们。母亲肖海英当天早
上特意从广东赶回来，她已经有一
年时间没有看到儿子了。看到儿
子，她十分激动。“2023 年杭州亚
运会，我从宁波去往比赛现场，亲
眼见证了伍鹏登上冠军领奖台。”
孙子回来了，爷爷伍伯仲脸上笑出
了褶皱，他高兴地说：“他难得回
来一次，他喜欢吃的鸡鸭，我都做
给他吃。”

伍鹏的体育梦在邵阳起航，荣
耀在巴黎绽放，他对家乡充满着感
激之情。“看到一张张熟悉且温暖的
面孔，我内心激动且感动，感谢大家
的鼓励支持。”

伍鹏表示，接下来，他将带着邵
阳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继续
在攀岩路上勇攀高峰、挑战自我，用
实际行动回馈家乡，为邵阳争光，为
中国添彩。

奥运健儿伍鹏载誉归来受到热烈欢迎

“回家的感觉真好！”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易鑫 通讯员 邝薇 黄征高 廖海飞

文物是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
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文物承载着灿
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
族精神，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
邵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物
资源十分丰富，现有12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89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8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可
移动文物总量达1657处。

这些文物穿越千百年岁月更
迭踏浪而来，它们看似静默不语，却
无声地记录着岁月、传承着文化、诉
说着历史。今日起，本报推出“邵阳
文物”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邵阳文物”系列报道之一

商代龙柄铜壶：走出国门的青铜珍品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周东锋 邓程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