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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二版）

近年来，弃耕抛荒、有地无人种
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我国粮食产量、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市现有耕
地 672 万亩，据统计，2018 年全市耕
地常年或季节性抛荒面积达 10952
亩，每年因抛荒减少粮食3625吨。

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
各地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土地抛荒
问题，把“粮食总产量红线”放在和

“耕地红线”一样重要的位置来抓，
将制止耕地抛荒列入各级政府年度
考核，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
会稳定。

全面启动大普查。建议启动农
村耕地抛荒大普查，建立农村抛荒耕
地台账，全面摸清农村土地抛荒情
况，剖析农村土地抛荒的原因，及时
出台解决农村土地抛荒的对策和办

法。完善政策，激发耕种内生动力。
一要完善补贴政策；二要加大农业投
入；三要完善流转机制；四要加快结
构调整。

完善市场导向服务，增加农产品
收益。各涉农部门要积极为农民跑
市场，坚持市场导向制度，健全基层
收购网络，降低种植风险。大力推广
优质品种，实行区域化生产，提高粮
食以及经济作物品质，满足市场需
求。引导农产品走精深加工道路，提
高农业生产附加值，对农产品加工企
业要在政策资金上予以倾斜，鼓励他
们创优质、树名牌、占市场，不断增强
外销能力。

黄进录委员：

当前农村耕地抛荒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邵阳纳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这既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更是无比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
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卧薪尝胆的狠
心、久久为功的恒心，进一步解放思
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努力在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走
在前列。

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树立开放
的眼光，在思想上敢放开，在规划上
敢超前，在政策上敢突破。建议在全
市上下和广大邵阳商会、专家顾问
组、邵商群体中广泛开展“我为示范
区作贡献”大讨论活动，集思广益，群

策群力，汇聚民心民力。尤其是充分
发挥邵商作用，凝聚邵商力量，扎实
做好“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工作，把
全球邵商大会办成品牌盛会，使全球
邵商成为建设示范区的中坚力量。

进一步明确承接方向。承接产
业转移，招商引资是关键。要结合邵
阳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重点对接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
突出承接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加工、
轻工纺织、生物医药等产业。

进一步夯实承接平台。一是加
快打造招商项目的承载平台。推进
湘商产业园提质升级，继续发挥其产

业聚集、先行先试、引领示范作用。
二是加快打造通关便利的通关平
台。积极推进保税改革，全面复制推
广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

进一步打通贸易通道。要推动
呼南高铁邵永段、邵永清广高铁、呼
北高速新化至武冈段等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争取延长长沙到曼
谷的陆路专线到武冈，开通邵阳到欧
洲的湘欧班列、邵阳至东盟的国际货
运航线，打通我市与欧洲、东盟、东南
亚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把邵阳打造成
为对接东盟和东南亚的桥头堡。

进一步营造承接环境。要在国
家、省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围绕“承
接产业转移”在土地、厂房、社保、融
资、物流补贴等方面先行先试，出台
示范区建设配套政策措施，为承接产
业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解美委员：

加快承接产业转移 做大做强开放型经济

2019 年是脱贫攻坚战决胜阶段与乡村振兴
战略开篇阶段的重合期，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做好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无缝对接工作十分必要。为
此，我们提出“一加强两突出三结合”的建议，做好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无缝对接这篇文章。

“一加强”是以强化组织为保障，加强党对农
业农村工作的领导。一要强化组织机构。以脱
贫攻坚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乡村振兴领导小组，
统筹领导、协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实现
职能上无缝对接。二要强化党建作用。充分发
挥党建促脱贫，党建促乡村振兴和基层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三要强化职能整合。结合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推进，赋予驻村脱贫工
作队新的职责和职能。将已脱贫的贫困村驻村
工作队职责职能向乡村振兴帮扶倾斜。对未完
成脱贫任务的工作队实行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两突出”是以科学布局为原则，突出规划先
行；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突出以农为本。“三结合”
是以文化建设为内涵，将扶“志”与乡风文明结合
起来；以人才资源为支撑，将扶“智”与筑巢引凤和
人才培养相结合；以生态建设为前提，将农村建设
和环境保护相结合。

李少华委员：

将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无缝对接

近年来，我市在实施实体经济发展战略过程
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市上下在实践中积累了许
多宝贵的经验。市政协在组织委员视察和研讨民
营经济发展时发现：邵东县民营经济特色鲜明，主
体地位突出，全县已发展民营企业14063家，年产
值过亿元的支柱产业11个，从业人数达50万，贡
献了全县 80%以上的生产总值，70%以上的就业
岗位，在2017年全省全面小康经济强县考核中排
第4，经济快进县考核中排第3。在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中，邵东有一些好的做
法，建议市委市政府予以推介和推广。

坚持民营发展战略毫不动摇。从改革开放之
初，邵东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上世纪80年代
末期打造工业品市场、中南五金大市场、家电城等
专业市场，再到本世纪初，开始构建生态产业园，
形成全县1+4园区格局，历届邵东县委县政府坚
持把“兴工旺商”一张蓝图绘到底。

坚持政策支持搭建配套平台。邵东县坚持
“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的理念，先后出
台了三项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被民营
企业家誉为省内“最优政策”。

坚持多样招商承接产业转移。邵东县先后在
广州、深圳等地举办多次大型招商推介会，组织外
出招商考察20余次，接待各类企业团队来邵东调
研洽谈50余次，近100家企业先后落地邵东，其中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7家，总投资额超过32亿元。
坚持举办企业高峰论坛，每年春节、清明、中秋前
夕，每次邀请100名以上县内外知名企业家座谈，
为企业家了解县委政府优惠政策提供平台。

蒋科荣委员：

推广邵东经验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认真履职促发展 情系民生献良策

政协委员讨论提案工作报告。 记者 杨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