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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
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对
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以大赛为平台，用在课堂
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创新实
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中外青
年的友谊，这很有意义。 (下转8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
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吉）
10 月 16 日，受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周文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段雪梅主持召开市政
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十三届四十
一次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副
主席伍先明、杨博理、冯东旺，秘
书长王大松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湖南省庆祝人民政协成
立75周年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
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5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人
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把认真领会省委全会精神与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
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要
把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和邵阳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目标任务作为政协履职的重要
方向，深入协商议政，加强民主监
督，广泛凝心聚力，提出更多具有
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

建议，以高质量履职为全面深化
改革添助力增活力聚合力。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市级
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
项工作机制会议以及有关精神，
通报省市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典型问题的情况，听取市
政协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
项工作开展情况；传达学习2024
年全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宣传
阵地建设座谈会会议精神；传达
学习省政协有关文件精神和政协
云与履职深度融合试点工作调研
座谈会精神；审议《关于优化政协
邵阳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界别设置
方案》；研究改善生态环境专项民
主监督重点工作。

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

为全面深化改革添助力增活力聚合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
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政贵有
恒。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
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
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

要把“恒”字镌刻在干
事创业基座上。一旦确定了
方向、认定了目标，就要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开展工
作 、落 实 政 策 不 是“ 竞 速
赛”，而是一场耐力赛、接力

跑，只有锲而不舍、驰而不
息，在注重日常、抓在经常
上持续用力，在反复抓、抓
反复上使出“恒”劲，一年接
着 一 年 干 ，一 事 接 着 一 事
办，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要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茬接着一茬干的工作思路贯
彻下去。各地发展思路需要因
地制宜，并根据形势变化作必
要调整和完善，但经过科学论
证的发展思路一旦确立，就应
当从总体上保持政策的稳定
性和工作的连续性，挂“图”作
战，不反复、不折腾，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劲头干出实效，以
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将改
革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坚定“功成不
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思想境界。各级领导干部要
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
利 益 的 关 系 ，不 贪 一 时 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
基础、利长远的事，推动改
革工作“滚动”向前，创造经
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检验
的实绩。

要在“恒”劲上下功夫
潘 晔

▶▶拓浦精工智能化生产线拓浦精工智能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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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七成以上的生产总值邵阳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七成以上的生产总值、、七成以上的税收七成以上的税收、、

七成以上的社会投资七成以上的社会投资、、八成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八成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九成以上的市场主体九成以上的市场主体

““7778977789””，，期待下一个传奇期待下一个传奇
邵阳日报记者 杨立军

10月10日，省委金融办公示2024年全省上
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入库企业名单，邵阳入围企业
数量排在全省前列，创五年来历史新高。

榜单的背后，是邵阳民营企业展现出的强大
活力和巨大潜力。

作为全省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邵阳民营
经济的发展历来备受注目。

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湖南省第一家民营
企业、湖南第一个民营经济开发区，乘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千千万万的邵阳企业家如一颗颗希望
的种子，把市场的荒野变成沃土；如一簇簇燎原
的星火，点亮了邵商品牌的火炬。

从某种意义上说，邵阳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
部邵阳民营企业家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奋进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全面深
化改革的号角，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邵阳民营经济何以走
向更广阔舞台、创造下一个传奇？

凯通电子生产车间。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只有看到未来，才会有未来。”
《繁花》里的这句台词，正是改革开放

以来邵阳民营经济发展的写照。
邵阳地处湘西南，三面大山环绕，资江

冲开一阙，一路奔腾入湖通江达海。群山阻
隔、车马缓慢，但求变求新的基因却一直藏
于邵阳人的血脉之中。

明清时期，筚路蓝缕的宝庆商人从水
运中寻得商机，顺流而下修码头、开商埠、
建会馆，缔造出“宝庆码头”的传奇。

改 革 开 放 ，让 邵 阳 人 挣 脱 思 想 桎
梏，并再次在商贸领域找到改变命运的
突破口。

35岁的“篾匠”曾小山说干就干，用积
攒的2000元创办湖南省首家民营企业，成
为全省工商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启
了新一代邵商的漫漫征途。

41 岁的粟武洪心系实业，毅然参与
“老东家”改制，创办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此后他坚守主业、不断革新，最终
实现邵阳上市企业零的突破。

为寻找新商机，刘纯鹰走出家门勇闯
东南亚，搭建起邵东箱包出口国外的桥梁，
此后他带领同乡开拓国际市场，将更多邵
阳产品推向世界。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从“挑箩摆摊”
“沿街叫卖”的艰难起步，到“前店后厂”
“下铺上居”的顽强生长，再到“买全球、卖
全球”的踌躇满志，无数邵商的奋斗，如同
五彩斑斓的笔墨，绘就了邵阳民营经济的
壮阔画卷。

40 多年来，邵阳民营企业家以“敢为
人先、敢想敢干”的精神，创造了一个个鲜
活的改革样本，催生了邵阳民营经济的“春
色满园”：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七成
以上的生产总值、七成以上的税收、七成以
上的社会投资、八成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
九成以上的市场主体。

“77789”，这组数字形象地概括了民营
经济在邵阳的地位。从小到大、由弱而强，
民营经济挺起了“产业兴邵”的脊梁，已成
为邵阳加快发展的动力源和主力军。

“77789” 民营经济挑大梁

创业多年，湖南创益鑫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稳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市
场竞争激烈，经营成本攀高。

这并不是个例。告别“野
蛮生长”的邵阳民营企业正
遭遇成长的阵痛。

向内看，产业结构层次
较低，产业链条延伸不长，
产学研结合不够，经营管理
理念陈旧，改造升级的时间
紧、任务重；向外看，反倾
销、绿色贸易壁垒等阻碍重
重，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供
应链重组带来的风险不小、
压力巨大。

“邵阳民营企业能否突
围 ，关 系 到 邵 阳 经 济 的 未
来。”在邵阳学院教授肖功为
看来，转型是摆在邵阳民营
企业面前的必答题，而非选
择题。

面对挑战，邵阳企业靠
什么避开险滩、驶向“蓝海”？
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以

“看准了就干”的胆识，投资
3.5 亿元建设智能可穿戴健
康科技项目，将传统服饰行
业延伸到可穿戴设备和时尚
运动用品行业，为企业发展
开辟了新赛道。而湖南东亿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回答则
是，加快数字化转型，迭代自
动化生产线，用个性化和差
异化的产品拓展市场、增加
盈利。

做专做精，练就“单打冠
军”。邵阳市通达汽车零部件
制造有限公司，将体积不大
的车用氮气弹簧做成几亿元
的大生意，产品耐久性、环境
适应性居行业前列，销量全
国第一；湖南凯通电子有限
公司攻克热敏打印机制造

“卡脖子”难题，将指甲盖大
的热敏打印片做到产量排全
国前三。目前，全市14家国家
级、290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勇闯大市场，“小
块头”迸发出“大能量”。

深耕细分领域，小商品
撬动大市场。邵阳特色轻工
企业集群共生、抱团发展，生
产了全球70%的注塑打火机、
80%的纸质红包，占领了全国
40%的小五金套件、全国60%
的书包市场，打造了全市首
个千亿产业集群。

如何创新转型？可以是产
业延伸、跨界融合，也可以是
数智赋能、技术再造。不同的
行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企业
有不同的策略。面对机遇和挑
战，越来越多的邵阳民营企业
走在转型升级的路上。

（下转2版）

爬坡过坎 转型才能驶向“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