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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曾少石） 9 月 30
日，副市长易洪海率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市城区开展食品安全包
保督导、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特
种设备安全督查工作。

在邵阳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食堂、沃尔玛超市，易洪海一行
仔细察看了环境卫生、食品留样
等，详细对照包保任务清单督查食
品安全责任制度落实情况，要求加
强食品溯源管理，严格落实“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大祥区新腾达电动车行，

易洪海详细了解行业发展状况及
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要求牢牢
守住安全底线，严惩非法改装等
违法行为，严把电动自行车质量
安全关。

在城南公园游乐场，易洪海
检查了游乐设施、特种设备安全
状况，要求做好日常维保，严格履
行安全告知、风险提示责任，做到
人防技防物防同向发力。

易洪海还到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调研特种设备大数据安全监控
平台建设，要求进一步疏堵点、除
痛点，提升智能化、信息化监管水
平，层层构筑起安全屏障。

夯实责任 层层筑牢安全屏障

9月25日，位于邵阳国际数控机械智
能产业园的湖南台劲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内，一派火热生产景象。

“我们这两天交付了 80 余台钻攻机，
订单总金额超过2000 万元。”该公司董事
长胡宝华介绍。

邵阳国际数控机械智能产业园，由东莞
市湖南邵阳商会副会长以上单位注资成立
的东莞市金莞智联投资有限公司牵头建
设。其成功落成与高效运营，为推动我市装
备制造产业链发展增添了强劲的新引擎。

装备制造产业链是我市重点打造的九
大新兴优势产业链之一。近年来，众多广东
邵商响应号召，带着技术与资金回归故土，
推动九大新兴优势产业链不断发展壮大。

携手共进 汇聚邵商力量

湘粤两省，山川相依，人文相融，商贸相
通，历史渊源深厚。自改革开放以来，无数
勇于拼搏的邵阳儿女，顺应改革开放的浪
潮，南下南粤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愿景——让在广东这片土地上创业、发展的
邵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携手共进。

2007年，深圳市总商会宝庆商会应运
而生，并于 2011 年更名为深圳市邵阳商
会。该商会现有会员单位550家，涵盖了
制造、物流、建筑工程、跨境电商等多个行
业领域。“在商会这个大家庭里，大家可以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共同成长、成就、成
功。”深圳市邵阳商会会长刘世梁介绍，为
了更好地服务会员，商会紧跟深圳城市发
展的步伐，精心布局，设立了宝安、龙华、龙
岗、福田四大联络站，形成了覆盖全市的服
务网络。

2012年，广东省湖南邵阳商会正式成

立。经会长李惠海积极引荐，有10余个项
目落户家乡，有数十名商会会员返乡投资，
投资金额达50余亿元。颜盛繁接过商会
发展的接力棒后，继续深化商会的社会责
任与家乡情怀。2013年以来，他积极响应
号召，在新邵县打造大同福地康养小镇。
该项目总投资近20亿元，落成后将为地方
经济注入新活力。

“新时代下，异地商会的职能不局限于
联络乡情，更倾向于服务企业和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东莞市湖南邵阳商会会长胡宝
华表示，近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积
极带领在粤邵商“走出去，长见识”成为必
修课。该商会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各类经贸
合作、交流研讨和论坛展会等活动，不断提
升邵商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如今，广东邵商
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覆盖面广、凝聚
力强的商会组织网络。这些商会组织不仅
为邵商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支
持，更在推动粤湘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与合
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双向奔赴 蹚出发展新路

无论到哪里，无论成就有多大，家乡的
发展都牵动着在外邵商的心，邵阳市委、市
政府也时刻关注邵商的发展。

近年来，邵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邵
商资源与邵阳商会的发展，用心用情推动

“湘商回归”。我市定期召开异地邵阳商会
服务家乡发展年会和全球邵商大会，创造
性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等，市、县两级班
子成员和主要领导多次率队外出招商。在
政府的推动下，邵商们纷纷返乡参观考察，
看家乡发展变化，商家乡发展大计，探索出

一条以情招商、以商引商的新路子。
2015年，深圳市邵阳商会名誉会长邓

力晖投资26亿元，在新邵经开区建起了湘
中汇商硅谷产业园。该产业园凭借独特的
区位优势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成功引进了
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平台“橙品牌”入驻，为
园区内的企业搭建了直接对接国际市场的
桥梁。同时，产业园还吸引了众多高端电
子、机械制造、精密五金等领域的优秀企
业，形成了多元化、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

东莞市湖南邵阳商会利用人脉优势、
资金优势，成为邵阳引进人才、资金、技术
的桥梁。该商会会员企业和大湾区客商在
邵阳投资建设的邵阳国际数控机械智能产
业园，目前已带动数控机械产业链上下游
16家企业集聚入驻发展，推动形成具有较
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此外，会长胡
宝华还组织商会成员及异地邵商，深入邵
阳经开区、隆回高新区、邵阳县高新区等
地，实地考察，精心布局，投资建设了多个
产业园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为当地带来了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更促进了产
业升级与就业增长，为邵阳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饮水思源，回馈桑梓。广东省湖南邵
阳商会会员企业已累计在邵认助贫困学子
376名，认捐金额600余万元；为邵阳脱贫
攻坚捐助现金424.5万元；为邵阳乡村振兴
项目捐助善款246万元……该商会还积极
响应“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号召，踊跃
参加各级组织的招商引资座谈会、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组团参
加全球湘商、邵商大会。截至目前，已有
10余家会员企业返乡投资，投资项目近20
个，投资总额近100亿元。

协“商”有为 “智”汇邵阳系列报道

广东邵商 多点开花 活力迸发
邵阳日报记者 罗一琳 通讯员 谢荣华 鞠科文 刘媛

10月8日，在绥宁县东山侗族乡双门
村红提种植大户龙乙华的红提大棚里，务
工人员正将一串串鲜红透亮的红提采摘下
来，准备装箱发货给长沙的客户。

自9月25日举办东山红提品鉴暨首届
非遗文化旅游推介会后，东山红提深受邵
阳、怀化、长沙等地的市民青睐。国庆假
期，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订购红提的顾客络
绎不绝。据悉，目前该乡红提基地还有近
400万公斤红提，可销售至春节。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使得东山
红提的甜度、维生素C和钙铁锌硒等微量
元素含量远高于其他地区。加之我们勤劳
的东山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不断进
行品种改良，并对种植和管理技术持续提
升，东山红提已经成为我们以产富民的特
色名片、声名远扬的美食名片。”东山侗族

乡党委书记喻建军介绍，目前该乡红提种
植面积达373公顷，有63个红提专业合作
社、300余户农户参与红提种植，全乡红提
年产值达1.6亿元。红提种植已成为该乡
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也是该乡以“农文
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

每年到了红提成熟季节，都会吸引各
地游客及客商前来东山侗族乡采摘、购买
红提。尤其到了国庆假期，携亲带友前来
体验采摘、感受侗乡文化的游客更是络绎
不绝。好客的东山人民邀请远道而来的客
人们参与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合拢宴”，
大家一起品红提、尝美食，各族人民的深情
融合在悠扬的侗寨歌曲里，闪耀在篝火闪
动的火光中。

“每年在红提基地做事能有2万多元的
收入，家里的农副产品销售也能带来数千元

收入。这对我们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来说，不
仅发挥了余热，还很大程度减轻了儿女们的
压力。”双门村70岁的脱贫户陈征田说。

“近一个星期，我们红提协会从种植户
那收购了数万公斤红提进行包装，打算送
到附近县市区的超市及精品水果店销售。
我们还将与两家大型企业签订红提订购协
议。”东山侗族乡红提协会会长杨明坤说，
近段时间东山红提供不应求，得益于大家
对每颗红提的细致筛选，从品质到品相的
层层把关。

为了让市民能分时段品尝到新鲜的东
山红提，该乡建起了大型冷库及配送中心。
勤劳的东山人民还通过直播带货、线上平台
销售等方式，联通合作社抱团发展，全面拓
展红提及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走出了一条以
红提产业带动农副产业发展的致富路。

小小红提串起农文旅融合产业链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龙宪智 李永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唐铁钧 聂长春）
10 月8 日，记者从市农村公路处
获悉，自今年 7 月我市启动农村
公路桥梁检测工作以来，全市近
300座农村公路桥梁都接受了一
次全方位“体检”。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农村公
路桥梁养护与安全管理水平，及
时发现和治理桥梁病害，确保桥
梁安全运营，我市启动农村公路
桥梁检测工作。各县（市、区）桥
隧管养单位聘请专业检测机构，
对辖区内所有桥梁隧道进行全
面、细致的技术检测。检测内容
涵盖桥梁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及
附属设施的外观检查，重点关注
混凝土裂缝、锈蚀、变形及支座
老化等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安
全隐患。

针对检测结果，各桥隧管养

单位正制定详细的维修养护计
划，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切
实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加强
对桥梁的日常巡查，更新检测
数据，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的通
行安全。各级桥梁管养机构也
将依据定期检测报告，对桥梁
危害状况进行分类整理，并开
展专项整治。对于存在安全隐
患的桥梁，将及时采取管制措
施，组织桥梁专家进行会诊，合
作探讨解决方案。

市农村公路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将建立桥梁动态监测
机制，安排专人对桥梁进行不间
断巡查，确保病害信息第一时间
上报和处置。同时，加强桥梁养
护知识宣传，增强沿线群众的爱
桥护桥意识，并积极与气象、水利
等部门沟通合作，为群众提供安
全畅通的公路出行环境。

全市近300座农村公路桥梁接受“体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光
宇 通讯员 罗向阳 杨芳奇）

“当我和老师及同学将一束束芬
芳的野菊花敬献在宋明远烈士
墓前，我仿佛看到这位74年前壮
烈牺牲的北方英雄，慈祥地望着
我们，灿烂地笑着……”10 月 8
日下午，绥宁县麻塘苗族瑶族乡
联民学校一名学生讲述的“山花
祭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了全校
师生。

宋明远 1928 年出生在河北
省平谷县（今北京市平谷区），生
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12兵团第46军136师408团3
营 7 连 1 排排长。1950 年 11 月 1
日，宋明远奉命率领战士清剿绥
宁县高登山一带残匪，在激战中
壮烈牺牲，时年22岁。

宋明远烈士牺牲后，当地群
众将他安葬在高登山脚一处宽
阔地带。今年 7 月底，在社会各
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绥宁县党
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联系到了目
前生活在北京市平谷区的烈士
后人，他们计划于明年来绥宁拜
祭烈士英灵。

宋明远烈士安眠绥宁高登山
74 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多次给
他修缮墓碑和墓地。每年清明时
节，前往祭奠宋明远烈士的党员
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

“我们希望明年与宋明远烈
士亲人会合之后，进一步挖掘先
烈故事，整理先烈资料，力争建成
一个宋明远烈士纪念馆。”绥宁县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宋初发
介绍。

山花簇簇祭英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
丽 通讯员 林孝友） 9 月 26
日，我市节能家电以旧换新活动
正式启动，吸引了首批共 160 家
企业和门店积极参与，共同推
动家电市场的绿色转型与消费
升级。

市民刘爱姣和家人一大早就
满怀期待地来到通程电器邵阳南
站店，准备将新房家电的最后一
块“拼图”——空调补齐。最终，
一家四口各选购了1台高效节能
空调。刘爱姣高兴地说：“这次活
动力度真大，我们一共省下了
3000多元，真是太划算了！”

据悉，本次节能家电以旧换
新活动覆盖了冰箱、洗衣机、空
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
烟机等8类家电产品。年满18周

岁的消费者，在全市节能家电以
旧换新参与企业购买以上8类家
电产品时，可通过“云闪付”App
领取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
可补贴1件，8类产品最多可享受
8 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
2000元。

部分参与企业还为消费者带
来了专属优惠，在政府补贴基础上
加大消费让利，额外增加企业补
贴，并联动上游品牌资源再投入，
带来“政府补贴+企业补贴+厂家
补贴+旧机补贴”等多重补贴。

市商务局流通产业发展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节能家电以
旧换新活动的开展，能帮助消费
者降低更换新家电的成本，有效
激活家电消费潜力，推动我市消
费提质扩容。

我市节能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启动

最高补贴1.6万元，划算！

10 月 5 日，新宁
县江黄公路建设现
场，挖掘机、拉土车正
在忙着施工作业。

江黄公路是湖南
省“十四五”国省干线
公路规划改造项目，邵
阳市、新宁县重点项
目。起于新宁县江口
桥曹家园与S341崀山
大道相接处，止于与
城步苗族自治县交界
的黄皮坳，途经麻林
瑶族乡、黄金瑶族乡
及金石镇、水庙镇。

国庆假期，该公
路施工人员放弃节日
休息，在工程建设一
线加紧施工，以实际
行动向祖国献礼。

郑国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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