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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走进洞口经开区国饼世家

创新智造产业园（以下简称国饼世家），空

气中弥漫着糕点的香甜气息。厂房内，现代

化的生产设备高效运转，厢式货车、快递三

轮车、叉车往来穿梭，运输员装货搬箱一刻

不停，一派火热生产景象。

“小叉车平均每天得跑二三十趟，到了

腊月，活儿多得根本忙不过来！”叉车司机

肖海陆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一边略带

疲惫又自豪地说。

蛋卷糕点打包部领班刘巧云紧接着补

充：“今年春节的糕点订单比往年多了不

少，为了按时交付，我们现在都是两班倒，

争分夺秒地生产。”

忙生产、赶订单，是腊月里国饼世家的

日常。

“我老家在洞口县雪峰街道天井村。自

从公司从深圳搬到家乡，发展态势一路向

好，产值也是节节攀升！”在厂区内，湖南国

饼世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跃阳兴

奋地对记者说。

晌午时分，蛋卷厂房里弥漫着黄油蛋

卷即将出炉的诱人香气。趁着等待的间隙，

孙跃阳打开了话匣子，缓缓讲述起他充满

波折与奋进的创业史。

“从学校出来，我就在深圳从事糕点销

售工作。在此期间，我发现家乡有丰富食材

资源，如雪峰蜜橘、冬瓜、紫薯等，但都没有

精深加工，且因缺乏合作途径难以推向市

场。于是，我萌生了自己开一家糕点公司的

想法。”孙跃阳下定决心，要让家乡的农产

品从田间地头走向市场，转化成优质精深

加工产品。2009 年，28 岁的孙跃阳凭借前期

积累的经验，在深圳注册成立了深圳市国

饼世家有限公司。

2015 年，孙跃阳在深圳带领技术团队

研发出系列产品，市场份额逐渐增加，但公

司成长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基本上来自洞口，

往来运输成本高，而且深圳的厂房场地有

限，想上新产品、扩大生产难上加难。”孙跃

阳说，“正好当时洞口县委、县政府出台招

商引资的利好政策，营商环境好，而且我们

的主要市场集中在中部地区，相比深圳，洞

口的地理位置更为优越，能够有效辐射目

标市场。而且，近年来洞口的物流体系也在

不断完善。”

综合考量之下，孙跃阳决定将公司迁

回洞口。他希望通过此举让公司摆脱发展

困境，还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创造更多的

就业岗位。

洞口县花古街道长龙村的唐前明是国

饼世家的冬瓜供应户。在村里种了 2 公顷

多冬瓜的他说：“我每年种植的冬瓜，国饼

世家都会全部收购。有了稳定的销路，我

们村的冬瓜种植户们再也不用为销售发

愁了，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日子越过

越有盼头！”

孙跃阳回乡创业后，产品深受市场青

睐，众多公司向其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我们订单很多，但是我们不敢接多了。目

前产值在 8000 万元到 1 亿元，要想完成我

们 5亿元产值的目标，就得扩厂。”

机不可失。孙跃阳再次启动了在洞口

的新厂选址。

“正好遇上洞口招商引资的新政策，我

们在洞口经开区选了一块地。洞口县委、县

政府很给力，从项目立项到土地审批，各个

环节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让我们实现了拿

地即开工。”孙跃阳说。2024 年，国

饼世家搬入洞口经开区投资建设

的高标准厂房，迅速投产。

“这是我们的十万级无尘车间。”“这是

自动蛋卷机。”……孙跃阳热情地向记者介

绍新厂房的每一处细节。

新厂房占地面积达 55000 平方米，拥有

国内最先进的糕点、月饼、粽子、鸡蛋卷等

食品生产设备，可日产粽子 30 万个、月饼

120 万个。如今，国饼世家已成为华中地区

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年节食品生产基地。

“我们在赶年货糕点订单的同时，端午的

粽子订单已经接满了。”孙跃阳说，“以前我们

中秋月饼订单多，但因为受到厂房限制，根本

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现在不同了，搬进

了新厂房，我们摆脱了产能不足的困扰，再也

不用担心接了订单却无法交付了。”

讲着自己的创业史，孙跃阳感慨：“我

的人生座右铭就是‘一辈子干好一件事’。

我始终重视研发，想要把传统糕点推出去，

让更多年轻人知道。”

孙 跃 阳 手 拿 橘 子 状 的 糕 点 ，自 豪 地

向记者介绍国饼世家研发团队的带头人

高义军：“他善于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结合当下流行的元素 ，为传统糕点带来

新的变革 ，这款雪峰蜜橘酥就是他们团

队研发的。”

“我一直期望能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

让糕点更契合现代人的口味。”高义军介

绍，“去年 5 月，我们研发的小龙虾粽子市场

反响特别好，而且这款产品还荣获了第十

八届中国粽子文化节全国粽子技艺大赛优

质奖。”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将加大研发力

度，推出更多创新产品，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

场。”谈及企业发展蓝图，孙跃阳信心满怀。

国饼世家的年与梦
邵阳日报记者 蒋易薇 通讯员 肖海波

2 月 2 日（正月初五），寒风细雨中，隆

回县高平镇彭升村义工文娱队队长周聪英

早早来到该村活动中心。正在值班的彭升

村党支部书记袁晓花见状，连忙起身相迎，

“周队长，新年快乐！”她一边为周聪英倒

茶，一边轻声问道：“周队长有什么事吗？”

“袁书记，是个烦恼事呢！”虽说是个烦

恼事，但周聪英一脸灿烂。“文娱队的队员越

来越多，而在村晚舞台上表演节目又不需要

这么多人，选队员上舞台，还真伤神呀！”

今年 62 岁的周聪英，早些年和家人在

珠海做生意。2017 年左右，她患了一场病，

之后总感觉腿脚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在

几个老乡的“鼓动”下，她开始学习跳广场

舞。没想到跳了一年广场舞之后，她的身体

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下楼梯又像以

往一样健步如飞了。2019 年，她回到老家彭

升村，同时把广场舞也带到了彭升村。最开

始，周聪英带着音响设备来到村活动中心，

只有她一个人跳。慢慢地，开始有村民跟着

她一起跳，也有不少村民在旁边看，但害羞

不敢跳。周聪英一边跳，一边向村民宣传跳

广场舞的好处，就这样，不少村民加入到跳

广场舞的队伍中来。后来，成立了彭升村义

工文娱队，周聪英当队长，逐渐发展了近 30

名队员。

烦恼也随之而来。

2022 年，彭升村举办了首届村晚。袁晓

花当时对周聪英说：“村晚出不出彩，关键要

看你们文娱队的啦！”周聪英感觉到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通过几年的排练，文娱队倒也

能拿出几个登台表演的节目，但是舞台只有

这么大，不需要每个队员上台，选谁呢？

第一届村晚举办前夕，周聪英将这个

话题抛出后，大家纷纷举手报名上台表演。

看到大家齐刷刷举手报名，周聪英感动的

同时，也犯了难。这该怎么选呢？她打电话

问袁晓花。袁晓花告诉她：“队员选拔的事，

村里没有发言权。”

村晚举办在即，周聪英根据平时大家

跳舞的表现，拟定了上台表演的名单。名单

一出来，不少“落榜”的村民气呼呼

地走了。“麻烦了，我这个队长，把

人得罪了！”随后的日子，周聪英明

显感觉到了队员们的情绪，有些村民甚至

不来跳广场舞了。她和袁晓花说这些时，袁

晓花笑而不语。过了没多久，周聪英发现，

这些“赌气”的队员又来跳广场舞了，而且

跳得比以前更卖力、学得更认真了，大家心

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每年一次的村晚，周聪英都要面临这

样的烦恼。她尽量让每个队员都有上舞台

的机会，但即便如此，队员们都或多或少有

情绪。今年 1 月 22 日，十重大界周围 4 个村

联合举办村晚，为了选拔队员、排练节目，

那段时间周聪英几乎没睡一个好觉。村晚

当天，文娱队推出的《丰收中国年》等 5 个节

目，惊艳全场。但表演结束时，她在台下没

看到几个未上台的队友，便匆忙赶回村里，

做那几个队友的思想工作。

“袁书记，这就是我的烦恼呀，村里能

不能帮帮我？”周聪英再次向袁晓花求助。

“ 周 队 长 ，村 里 得 感 谢 你 们 。你 们 文

娱队对村里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至于选拔队员的事情，还得你们队里

自己解决。那是幸福的烦恼呀！”袁晓花

握着周聪英的手大声说 ，笑声在办公室

荡漾开来。

文娱队长的“烦恼”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蓝 通 讯 员 

李威） 2 月 7 日，全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工

作推进视频会议召开，通报我市“十五五”

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下

阶段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红果

出席。

龚红果指出，“十五五”规划是推进现代

化新邵阳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规划，也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规划。各级各部门

务必扛牢责任，充分认识“十五五”规划编制

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水平规划引领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龚红果强调，要将推进“十四五”规划落

实和“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全面结合起来，

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做好需

求论证、规划衔接、任务对接等工作，着力解

决难点堵点问题，提高整体发展效能。

龚红果要求，要把握重点，提升规划工作

质量，围绕国家、省、市战略部署和政策导向，

科学确立规划目标指标，做好承接、集成、转

化的文章，争取更多“邵阳分量”。要聚焦难

点，创新编制工作方法，广泛吸收社会期盼、

群众智慧，提升规划的系统性、科学性。要紧

扣节点，按时序完成各项规划工作。要突出

特点，因地制宜谋划重点发展方向，提升规划

工作实效。要加强领导，通过推动一把手亲

自抓、下好一盘棋整体推、绷紧一根弦防风

险，为规划编制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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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李伟） “复工复

产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怎么做？

必须抓好设备安全体检，必须抓

好安全教育培训……”2 月 5 日，

一场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培训在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湘中制药）进行，来自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特种设备安全

专家为该公司近百名员工授课。

当天是新春上班首日。为

督促园区企业进一步树牢“开工

第一件事讲安全、抓安全”理念，

更好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

障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该局直属分局工作

人员走进湘中制药，组织开展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开工第一课”

教育培训活动。

教育培训中，授课专家深入

剖析企业复工复产时特种设备领

域面临的风险隐患，结合起重机

械、叉车领域事故的典型案例，进

行细致分析讲解，并组织参训人

员集中观看叉车安全教育宣传

片，帮助大家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全面掌握特种设备安全专业知

识，为企业安全复工复产和保障

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筑牢根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分

局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开工

第一课”活动为契机，深入研判

邵阳经开区企业特种设备安全

形势，持续加大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全力保障园区特种设备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园区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

开工第一课 绷紧安全弦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黄

云 通讯员 秦帅彬） 春节期

间，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欢声笑

语。在全市各地的河道上，仍能

看到身穿红色马甲的河长、保洁

员以及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坚守

在各自岗位上，清扫河堤、捡拾

垃圾、打捞水面漂浮物，为市民

欢度春节打造优美的水生态、水

环境。

“春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

意义非凡，但守护河道是我们的

责任，看到河道整洁，市民们能

开心过节，再辛苦也值得。”2月1

日，邵水河大祥段的水面上，保

洁员驾驶保洁船缓缓驶入河道，

不时把手中的打捞工具精准地

伸向漂浮物，将其一一捞起。河

岸上，另一组保洁人员也在认真

清扫，墙角、草丛，每一处角落都

不落下。“河小青”、返乡大学生

等志愿者也纷纷参与到河道的

日常保洁工作中，并同步开展相

关法律法规和河长制工作宣传。

据悉，春节假日期间，全市

累计开展各类清河净滩行动 30

余次，逾 3000 人次参与，清理河

库水域岸线 1000 余公里，打捞

清理各类垃圾 0.5万吨。

清河净滩度新春

2 月 5 日，绥宁

县重点建设项目关

峡竹制品循环产业

园施工现场一派热

火 朝 天 的 繁 忙 景

象，开启了新一年

的建设新篇章。 

孙芳华 向海

陈代科 摄影报道

新春走基层·年货里的邵阳造

新春走基层·记者回乡看振兴

排查安全隐患 守牢安全底线

2 月 4 日，在新宁县白公渡大桥桥头苗木市场，村民争相

选购果苗、花卉。发展特色林果种植，成为当地农民新年后

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