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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波 实习生 胡思思 袁院香

本报讯 日前，市经信委发布消息，今年上半
年，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

主要指标逐步回升。上半年全市1294 家规
模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865.42亿元，同比增
长11.4%；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7.7%，比去年
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0.7个百分点，全
省排名前3，为近年来同期最好成绩。关联指标
增长较快。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上半年全市列入“五个
100”项目中，已开工重大产业建设项目1个，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3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2个（其中续
建1个），完成投资额17.69亿元；签约500强企业项
目3个，总投资47亿元；引进创新人才4人。全市
共完成新开工项目70个，新招商项目57个，竣工投
产项目47个，新入规企业39户，全省排名第2。

骨干企业拉动作用显著增强。1至6月，全市
产值过亿元的企业209户，完成工业总产值481.8
亿元，对全市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86.2%。
其中湖南汽车制造、连泰鞋业、阳光发品、宝庆煤
电等40户企业的总产值增速均超过了25%，增长
势头较好。

企业效益持续提升。1至5月全市规模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12.0%；实现利税总额
35.63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利润总额29.33
亿元，同比增长10.9%；企业从业人员比去年同期
增加2054 人，增长1%；两金占用（应收账款和产
成品存货）下降17.3%。

上半年，
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记者 杨波 实习生 黄雯群

8月4日15时许，烈日当头。在市区城南公园门口
的拐角处，西瓜小贩罗跃东和妻子正在吆喝着生意。顾
客挑好瓜后，罗跃东熟练地称出斤两，算好价钱，妻子则
将西瓜装好，配合默契，顺利地完成一单生意。

罗跃东说，“我卖的西瓜都是本地西瓜，生意
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七八百斤，生意不好的时候，
只能卖出两三百斤。”刨去休息日，每个月能赚三
五千元。数目不大，但在家门口有份收入，罗跃东
感到很知足。

今年32岁的罗跃东是邵阳县长阳铺人，家有
六口人，两个孩子在上学，两个老人需要赡养。作
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罗跃东夫妇二人每天凌晨
五时就要起床到当地瓜农的地里去收购西瓜，然
后再拉到市区销售。

“每天的西瓜不是说我们去收就会有的，有
时需要自己去找才能凑够一车，这个比较浪费时
间，所以得早早起床。”罗跃东说，“卖西瓜是季
节性营生，在其他季节，什么生意好做我便做什
么，有时候也会卖菜营生。”

在市区没有店面，罗跃东只能开着小货车不
定点穿梭在市区指定地点销售。“近年来，邵阳城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管现在要求严，但对于
我们也给予了不少关怀。干这行6年，也没有遇上
过特别难缠的顾客，所以生意做得还算不错。”

尽管现在的生活很忙碌，每天早出晚归，但
是罗跃东表示，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挺知足。平时
生意好的时候会多忙几天，如果生意不好，就多
休息几天，一年平均下来也能有约 5 万元的收
入，一家人的生活压力也不大。

每当有生意上门时，罗跃东夫妇二人便忙于
做生意；没有生意时，两口子便搬一条小凳，找一
块阴凉地，说说话。看得出来，夫妻二人感情很
不错。“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只要管好自己的生
活，脚踏实地，努力干活，靠辛勤劳动赚钱养家，
我觉得挺好的。”罗跃东笑着说。

这个西瓜小贩挺知足

通讯员 阳望春 封明海

本报讯 8月2日上午，城步苗族
自治县茅坪镇金兴村，县畜牧局渔政
工作人员将一袋袋鱼苗放入金兴河。
当天，该县人工增殖放流鱼苗 380 万

尾，对改善资水、巫水、渠水与浔江发
源地水域生态环境将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人工增殖放流的鱼苗品种有青
鱼、草鱼、鲢鱼、鳙鱼、鲫鱼等，鱼苗长4至
5厘米，共380万尾，主要投放在儒林、西
岩、金紫、茅坪、兰蓉等乡镇的河流溪流。

据悉，此次鱼苗人工增殖放流活
动之前开展了申报筛选、调查选点等
前期工作，发放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宣
传资料3000份，选取一些制定了禁渔
村规民约、开展禁渔工作取得较好成
效的乡镇、村居作为鱼苗人工放流点。

城步增殖放流380万尾鱼苗

文/图 记者 童中涵

8月5日，在新邵县寸石镇一个幽静
的小山谷里，山间的各式野花开得正艳，
一群群勤劳的小蜜蜂正在花间采蜜。养
蜂人李康平也在忙碌，当天十多个顾客
从娄底市慕名而来，来到蜂场买蜜。

抖蜂、割蜂盖、摇蜜……布满蜂蜜
的蜂巢，经养蜂人李康平的巧手，简单
的几道工序后，纯天然的蜂蜜就生产
出来了。但谁也想不到的是，皮肤黝
黑、头戴斗笠的李康平，在一年前还是
在广州开印刷厂的老板。

今年44岁的李康平是坪上镇长塘
村远近闻名的“能人”，2004年他背上简
单的行囊，前往广州创业，开始做洗发
水批发。靠着“能吃苦、肯吃亏”精神，
在商场上积攒了不少人脉，也赚到了人
生第一桶金。不安于现状的他，又投资
办起了一家印刷厂，带着40多个工人
把厂子办得红红火火。

谈到为什么放弃广州的生意回家
养蜂，李康平坦言源自心中的一个美
丽乡村梦。“现在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特别适合发展生态农业，但大部
分人都在外工作，把家里的田地荒废
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去年年初
李康平决心回乡创业，先从既利用了
青山绿水，又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养蜂
产业做起，他的梦想是带领更多家乡
人养蜂致富。

为学好养蜂技术，他拜村里的第三
代养蜂传人李传颂为师，虚心学习如何选
蜂场、怎么样转场和生产土蜂蜜的方法。
好几次转场，都是两天两夜没睡，因为转
场必须选在蜜蜂全部回巢的夜间，又要赶
在天亮前把蜂箱安置到下一个场地。

今年阳光特别充足，是产蜜的好
年头。“今年我养的300箱蜜蜂，预计到

年底可产蜜1万余斤。明年我打算注
册自己的商标，并采取农户认养的模
式，带动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养蜂。”李康
平说，坪上镇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特别
适合养蜂，当地特有的椿叶花椒，本身
就是一种祛风湿的中药，这种花粉酿出
来的蜂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李康平

说，他的梦想是带领村民不仅守护好家
乡的青山绿水，更要让村民们的日子过
得像蜂蜜一样甜。

蜂 舞 青 山 绿 水 间
养蜂人李康平的梦想是让村民的日子过得像蜂蜜一样甜

隆回县山界回族乡罗白

村回族青年丁仁立投入 800

万元，成立隆回银利龙牙百

合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400

多亩龙牙百合，现在每年可

加工生产龙牙百合 250 万公

斤。公司聘请生产加工人员

2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 90 余人，每人年均增收

6000余元。图为8月2日，工

作人员在给龙牙百合剥片。

记 者 罗 俊

通讯员 刘剑 马礼裙

实习生 徐文情 摄影报道

◀ 前 来 买
蜜 的 游 客 拍 照
留念。

▲李康平夫
妻在查看蜂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