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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米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邓玲娟） “今后我们将坚持办村晚，

把村晚打造成我们村的一个文化品

牌，并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让更多村

民参与进来，让乡村文化焕发出更大

的活力。”1 月 7 日，新邵县陈家坊镇马

埠田村党支部书记石体云介绍说，今

年村里举办的首届村晚不仅是村民们

期待已久的文化盛宴，还为寂静的乡

村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也为乡村

文化振兴增添了新活力。

这是一场由乡村党员参与，村民

自发导演及表演的晚会。活动现场，八

十多岁的手艺人石光东现场展示非物

质文化遗产竹编，六十岁的村民岳艳

美献上精心编排的戏曲，退休教师石

颂军、石亮福作为书法爱好者给现场

群众用毛笔写春联，本土农民歌手宁

平飞现场自编自唱民歌。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有很多现代

工业品替代，竹编用品几乎没有市场，

这项传统工艺也没多少人学了，今天

的村晚我给大家表演，还是希望有人

能来传承。”村民石光东做篾匠已经几

十年，即使竹编手艺逐渐在广大市民

生活中“暗淡”下来，石光东却一直想

着将手艺传承下去。

“村里举办晚会，我肯定要好好表

现。过去没有活动参加，天天待在家里干

活，要么就是打牌、看电视，没什么意思。

听到村里要办晚会，老百姓可以自己上

台表演，我就在家里看抖音学戏曲，近期

学会了一首《刘大娘喂猪婆》，给大伙乐

呵一下。”村民岳阿姨自信地走上舞台，

迎来了台下村民热烈的掌声。在岳阿姨

的带动下，村民们的表演开始“活跃”起

来，歌曲、舞蹈、传统文化表演，无不展现

出新时代农民的自信与风采。

“村晚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

村民们交流情感、增进团结的重要契

机。”陈家坊镇党委书记罗昕昊说，这样

的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也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大家围坐炉火旁，捧着村干部精心熬煮

的腊八粥，分享着过去一年的收获和喜

悦，畅谈着对新一年的规划和期待。

新邵县陈家坊镇马埠田村举办首届村晚

让乡村文化迸发新活力

1 月 1 日，建筑工人在武冈市西直街庆丰老巷施工作业。近年来，该市对

西直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保护与提升，采用“微改造、微更新”的方式，

完成沿线房屋的保护性修缮。             曾晓红 摄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郑 秉 武 

徐艳铭） 冬耕耕得深，庄稼肯生根。

当前正值冬翻备耕的好时节，连日来，

在新宁县回龙寺镇杨桥村“烟稻轮作”

农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时令和晴好天

气，开展打田翻耕作业，为来年烟叶生

产打下坚实基础。

走进杨桥村，只见田间地头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隆隆作

响的打田机在农田中来回穿梭，有条

不紊地进行翻耕作业，伴随着刀片的

飞速旋转，枯黄的稻秆被卷入地里，坚

硬的泥土被翻得松软，形成一垄垄整

齐的农田。在种植大户肖湘华的烟田

里，数十名农户忙碌其间，他们手握锄

头，对机器翻耕过的农田进行细化扫

尾工作。目前，该村约 26 公顷烟稻轮

作农田已全部翻耕完毕。

杨桥村以前是小丘田，人工种植

压力大，自 2023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改

造项目后，杨桥村通过合理规划、高效

布局，实施改良土壤、新建灌排渠道与

机耕道等措施，打造了一批集中规整、

高肥高产、生态有机的高标准农田。该

村由村合作社组织种植大户分包土

地，推行“烟稻轮作”模式，让“冬闲田”

变“致富田”，真正实现生产“金叶子”、

守好“米袋子”、鼓起“钱袋子”。

杨桥村党支部书记伍先勇说：“在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杨桥村积极落

实高标准农田改造，烟稻轮作耕地面积

从原来的200余亩拓展到现在的400多

亩，帮助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也为杨

桥村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道路。”

新宁县回龙寺镇杨桥村

烟 田 备 耕 扬“ 翻 ”起 航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蒋 易 薇 
通讯员 吴多梅 游志宏） “土地是

农民的‘命根子’，农村土地还能不能

续包？政策会不会改变？这些都是当下

广大农民的重要关切。”1 月 6 日，邵东

农业农村局内洋溢着喜悦氛围，工作

人员正热议一则喜讯：截至上月 16

日，邵东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完成第二

轮土地承包延长 30 年试点工作任务，

相关数据已全部录入信息平台，为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立下标杆。

“农业稳，天下稳；农民安，天下

安。”据悉，自承接这一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的试点任务起，邵东市便迅速反

应，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分管领导挂帅

的工作领导小组，专项办公室随之紧

锣密鼓地筹备组建，高效搭建起市、

乡、村三级紧密联动、协同发力的责

任网络。通过将复杂繁重的任务层层

细化分解，精准无误地落实到每一个

责任人身上，为后续改革筑牢了组织

根基。

推进期间，该市精心布局，多管齐

下开展摸底调查，精准掌握土地承包

详情，涵盖地理位置、四邻界限、面积

大小等关键信息，并与过往田亩数据

进行细致比对，编订精确的数据清册。

同时，为提升干部实操水平，邵东

市组织各级干部踊跃参与专题培训

班、座谈会，邀请农业农村领域专家现

场讲学、答疑解惑，确保全员吃透政

策、熟练操作。此外，宣传工作全面铺

开，村级广播、宣传栏、入户宣讲、微信

服务群齐上阵，让延包政策家喻户晓。

此次邵东市率先完成试点工作任

务，既稳定了当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切实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让希望的

田野更有希望，又为其他地区呈上可

借鉴的“样板”，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赋

能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邵东市率先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延长 30 年

试点工作任务

让希望的田野更有希望

招商引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

活水。在湘楚大地，邵阳独揽半壁湘商

风华。邵商作为发轫于民间的草根力

量，他们从微末起步，却能星火燎原，

于华夏大地织就起纵横交错的“行商

版图”。

如何吸引邵商回归？新邵县 2024

年给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这一

年，该县县委、县政府领航全县全力攻

坚抓招商，稳外资、提质效。全县新签 12

个湘商回归项目，引资 23.4 亿元；新签

18 个重大招商项目，合同引资 30.05 亿

元。用实打实的项目托举经济社会高质

量腾飞。

优化环境 让企业安心留下

“一方热土”能不能“热”，靠纷至沓

来的客商；能不能一直“热”，要靠亲商

安商的环境。

走进新邵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崭新的厂房鳞次栉比，各企业生产线上

一片繁忙景象，机器的轰鸣与工人的忙

碌交织成发展的乐章。

湖南鸿腾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

延林感慨道：“我们扎根新邵，正是看中

其优良营商环境、广阔发展前景，政府

不仅给予政策扶持，更切实解决诸多难

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

2024 年，新邵县笃定“强基固本” 

思路深耕招商。全面更新完善《新邵县

投资指南》、编印项目库、摄制宣传片，

精准编制五大重点产业链“两图两库两

队三池”报告；全面清查签约项目，“一

企一策一专班”精细管理，借鉴浏阳经

开区、望城区“望十条”等经验，为 7 条

细分产业链量身定制激励政策。

同时，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项

目促招商。构建“2×2”现代化产业体系

（做特做强循环经济、装备制造 2 大优

势产业，做好做优现代农业、文旅康养 2

大传统产业），聚焦新邵县七大产业链，

坚持重点项目组建工作专班跟踪推进，

确保点对点招商项目落地，营造良好的

招商引资硬环境。

上下齐心 走出去招引项目

如何在招商引资上走出一条新路，

打造出一个“投资洼地”？新邵县出台招

商引资工作考核奖励办法，成功促成领

导率先垂范、部门紧密协同、各方协同

发力的全新招商格局。

2024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县委书记

黄海蓉率队奔赴粤港澳大湾区，拜访深

莞新邵商会，考察稞米科技、低空经济

产业协会，探寻合作机会；

12 月 11 日至 14 日，县长谢小军带

队辗转天津、江苏、浙江多地，走访天津

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对接中国资源循

环集团等多家企业，登门拜访各异地邵

阳商会，学习经验，积极谋求合作；

各乡镇、部门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大

比拼活动，谈合作、深研讨、寻商机；

……

新邵县把乡友当作招商关键口，紧

密结合湘商回湘、邵商回归、校友回湘

等多元平台，全方位动员在外拼搏的企

业家与杰出校友代表返乡投资兴业。同

时，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

经济活跃地带设立湘商回归和返乡创

业指导服务站，聘请 16 名业内优秀企

业家出任新邵县招商引资大使，以精

准、高效为导向，融合推进精准招商、以

商招商、驻点招商策略。

聚焦重点 精准招商求实效

清洗、重塑、包装……走进湖南省

众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内，只见一道

道关键工序的标识牌醒目地悬挂着，标

准化作业台上，各类再生塑料产品整齐

排列。

湖南省众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循环再生塑料研发、生产与

销售的企业。公司董事会秘书唐晓平

满怀信心地介绍道：“我们回收可利用

产品，破碎清洗后依客户需求重塑为

花盆、风扇等新品，从而构建了一个完

整的产业闭环，生动诠释了何为循环

经济。”

2024 年，新邵县紧扣湘商回归主

线，依循省市战略精细擘画招商引资方

案，通盘布局。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

角、京津冀等地，锚定制造业邵商及其

配套企业精准出击，围绕智能制造、循

环经济、电子信息三大特色链条，靶向

引入可再生资源利用、电子信息等新型

工业化项目；立足已规划建设邵阳市中

心通用机场——新田铺通用机场和已

筹建邵阳通航职院的优势，全力开展新

兴产业低空经济项目招商。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新邵县成功

签约 12 个湘商回湘项目，涵盖商超便

民、农业生态、饰品及装备制造、制鞋产

业、通航教育、通信科创等多元项目，总

投资 20.3 亿元；湘商带动催生 8 个新注

册企业，总投资 6.16 亿元。此外，中药材

种苗研发、孝道文化园、岱山风电场 3

个潜力项目正积极对接洽谈，为县域发

展持续蓄能。

强 招 引 优 服 务 抓 落 实
——新邵县以实打实的项目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邵阳日报记者 谭 宇 蒋易薇 通讯员 禹俊铭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贺 旭 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刘洁） 春节临近，

年味愈浓，寓意着团圆与喜庆的传统

特色小吃武冈米花也迎来了生产销售

旺季。

“今天我们一次性订购了 500 多

公斤。春节快到了，很多人喜欢吃米

花。”1 月 8 日，在武冈迎春亭街道地母

庵村的如意米花厂，一家餐饮店的负

责人介绍道。

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生

产米花。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将

糯米淘洗、蒸煮，有的负责团制米花。

蒸好的糯米被迅速放入碗口大小的篾

箍内，在工人们娴熟的手法下，摊平、

粘合、压实……一个个晶莹红润的米

花就做好了。

武冈米花历史悠久，早在汉代时，

该市民间就有逢年过节炸米花的风

俗。其制作工艺繁复且考究，需经过

淘洗、浸泡、蒸制、团制和晒干等多道

工序。油炸后的米花口感酥脆，散发

着诱人的米香，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

据如意米花厂负责人曾钢梁介

绍，进入 1 月以来，订单络绎不绝，工

人们从早忙到晚，每天至少制作 2000

多个米花，但仍供不应求。“许多市民

都想在春节期间品尝这一口传统的家

乡味道，我们也尽最大努力满足大家

的需求。”曾钢梁说。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如

意米花加工厂推出了不同大小和花式

的米花，让这一传统美食焕发出新的

活力。一些商家也推出了精美的礼盒

装，使米花成为走亲访友时的热门伴

手礼。

武冈米花畅销 添 年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