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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李宗让） 2 月

10 日，副市长胡小刚到邵阳县、邵东市及邵阳经开区开展“三

送三解三优”行动，实地探访结对帮扶企业，并就企业复工复

产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胡小刚先后来到华登塑胶制品、东亿电器、醇龙箱包、拓

浦精工等企业，通过实地察看、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复工复产、安全生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企业

反映的实际诉求，鼓励企业提振精神，抢抓发展机遇，结合自

身优势，紧跟行业趋势与市场需求，积极抢订单、稳市场、扩产

能，冲刺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胡小刚要求，各县市区政府及市直帮扶责任单位要高度

重视企业诉求，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服务，积极协调解决企业

面临的用工难、融资难、品牌创建不足等问题，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企业要时刻警惕安全生产风险，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坚

守安全生产底线，确保生产安全，保障企业效益。

冲刺一季度 实现“开门红”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达小车） 2 月 10

日，副市长易洪海到市教育局调研时要求，要厚植立德树人的

教育理念，关心关爱每一位学生成长，以教育之强推动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

我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建设教育强市，教育事业发

展迅速，近两年连续被省政府表扬激励。座谈会上，市教育局

主要负责人就深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扎实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等汇报情况。易洪海边听边记，就

下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目标提出要求。

易洪海充分肯定了市教育局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对辛

勤付出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全市各学校

开学在即，要全力做好各类保障工作，让老师、学生尽快投入

到新学期工作、学习中去。教育无小事，要全过程关心学生的

身心健康，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廉政风险，扎实做好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为学生茁壮成长保驾护航。要加强资源

对接，强化政策支撑，做优做强教育民生工程。

以教育之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非常感谢镇政府干部，快过年了还天

天带着我们恢复耕地……”1 月 22 日上午，

冬日暖阳照耀着绥宁县瓦屋塘镇皮叶村，

正在跟着镇干部一起恢复撂荒地的该村 1

组青年村民阳欢说。

瓦屋塘镇是中国共产党“硬骨头精神”

的发源地之一。1935 年 12 月，长征中的红二

军团在绥宁瓦屋塘鸡公坡与国民党反动派

军队发生激战，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中

弹，被迫截肢。当时，情况危急，医生在贺炳

炎的坚持下，用木工锯子实施了截肢手术，

时间长达 16 分钟。贺炳炎由此被人称为“硬

骨头师长”。1955 年，独臂将军贺炳炎被授

予上将军衔。

近年来，瓦屋塘镇充分挖掘当地红色

资源，在鸡公坡所在地皮叶村修建了“硬骨

头公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

入传承“硬骨头精神”。

“我们在宝鼎山建设了高山台地野外

露营基地，在高寒山区地带建立了高山云

雾茶基地，在全镇建成了全省最大的八月

瓜生产基地，并重拾 20 世纪 90 年代瓦屋塘

作为湘西南竹笋食品加工中心的辉煌……

这些，都是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发扬‘硬骨头

精神’苦干出来的。”瓦屋塘镇党委书记杨

磊介绍。

“我们全镇 2.3 万余人，拥有水田 1.8 万

亩、旱土 0.8 万亩，人均耕地 1.13 亩。坚守耕

地红线的形势日益紧迫。”瓦屋塘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沈忠友介绍。2024 年 12 月初，该

镇抽调 10 名精干力量，组建耕地恢复专班，

分片奔赴该镇 13 个村（社区），带领群众热

火朝天开展耕地恢复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端牢中国人

自己的饭碗，这是‘国之大者’，我们老百姓

都懂。”宝鼎村1组年逾六旬的陶兴华说。

瓦屋塘镇耕地恢复专班负责人陈新华

首先在官路社区创造出耕地恢复“样板工

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努力，他们将隐

藏在杂草和灌木丛中的 0.4 公顷耕地逐渐

恢复。截至 1 月 20 日，瓦屋塘镇共恢复撂荒

地 1.33公顷，还有 0.67公顷正在恢复之中。

“根据国家政策，每恢复一亩撂荒地，

国家给予 600 元补贴，所以老百姓积极

性很高。我们乘着年底这个年轻人回家

过年的时节掀起恢复荒地高潮，时机也

选择得恰到好处，不少村组出现一家三代

男女老幼齐上阵恢复撂荒地的场面。”陈新

华说。

白家坊村村民袁泳生早年长期在外务

工，家里一丘地处山脚的“天水田”遭到抛

荒。由于不便使用挖机作业，他带着妻子每

天早出晚归利用人工进行复耕，夫妻俩身

上满是被荆棘划出的血痕，双手也满是血

泡。有人劝他们夫妻俩不要急于求成，今年

55 岁的他说：“我们不及时将撂荒地重新开

垦出来，对不起当年号召我们祖辈开荒造

田的毛泽东，对不起在鸡公坡留下一条胳

膊的贺炳炎，对不起反复叮嘱我们端好中

国人自己的饭碗的习近平。”

“我在镇干部的带领下，恢复了 2 亩多

荒地，不光及时获得了国家补贴，还在镇干

部的帮助下，在整修好的土地上开展有机

蔬菜种植，无意中找到了一条致富好门路。

而且以后耕种这 2 亩多地，还能获得国家相

关补助。”官路社区 5组居民曾传文说。

以“硬骨头精神”拓荒造“丰景”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莫再安 袁文杰 黄焰玲

自从结婚嫁人后，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洞

口老家过年了。今年，

我回到娘家与父母、弟

弟一起过春节。

除夕当天，吃过早

饭，我们一家人便开始

忙活起来。妈妈杀鸡杀

鸭，爸爸烧火烧水，弟弟

和我则张罗着挂灯笼、

贴春联、打扫院落卫生。

“哎呀，忘记买新鲜

青辣椒了！”灶台上火苗

呲呲作响之时，妈妈突

然站起身来问爸爸，“你

昨天赶集没买吗？”“没

关系，我在博甫那个平

台下个单，明天就能给

你送过来！”爸爸一边安

抚着妈妈，一边从裤兜

里掏出手机。

我一听，十分好奇，

连忙凑过去，“什么平台

呀？现在下单，明天就能送，还能

送菜上门？”

只见我爸快速打开手机，找

出一个微信群，向我展示并说道：

“就是这个群 ，每天都会发很多

菜，什么都可以买。今天下单，你

博甫叔明天就能送菜来。”我仔细

一看，原来是“美团买菜”。

嘿 ，我 们 这 里 也 有“ 美 团 买

菜”了？重点是还能送菜上门！

在城市里生活的我早就知道这个

平台，也曾使用过这个平台，但都

是要凭借提取码自己去拿菜的，

怎么到农村了 ，还能送菜上门？

这让我越发觉得好奇，现在住农

村，购物生活已经便利到这个地

步了吗？

我赶紧用我爸的

手机，给博甫叔打了

一个视频电话。“叔，听说你搞

了一个美团优选的团点，生意

怎么样啊？”“我们这个团点订

单量挺大的，每天都有一百多

单呢！大家的购买能力还是

很不错的。”博甫叔开心地向

我介绍，他这个团点是去年 12

月才开起来的。因为他在乡

道边开了多年的副食批发部，

积累了很多忠实的顾客，再加

上他待人十分热忱、人缘特别

好，大家都喜欢在他店里买东

西。这几年，眼瞅着网购在农

村里越来越盛行，他便萌生了

开个线上超市的想法，于是，

他与美团优选公司联系，通过

层层筛查，开通了这个新的团

点，打通了我们村网购的“最

后一公里”。

“我有车，给大家送菜也

是顺路配送。只要是周边村

民在我这里下单的，我都会亲

自送货上门的！”博甫叔说。

挂断视频，妈妈立刻凑过来

调侃 ：“你爸现在可是网购达人

呢！”打开我爸的手机一看，拼多

多、美团优选等一系列购物平台，

确实买了不少东西，从纱窗帘、鞋

子、棉被等生活用品到小米辣、铁

棍山药等食品，一应俱全。

看到这，我不禁想起几年前，

爸爸想要买个东西，都是找邻居

家的姐姐帮忙下单的，而如今，他

自 己 都 能 在 各 大 平 台 自 主 购 物

了。可见，享受到便捷购物的不

光是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也学会了网购，偏远山区的村民

如今也可以乐享“网上购物、货到

门口”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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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回洞口过

年，每到一户亲戚朋友家拜

年，都要自带鞭炮烟花上门

燃放。这是我嫁入洞口后，

在洞口过的第三个年。

我 的 娘 家 在 城 步 ，与

洞口拜年自带鞭炮烟花上

门燃放不同，若遇客人上

门拜年，则是主人家放一

小挂鞭炮，以示欢迎。

嫁入洞口的第一年，我

对自带鞭炮烟花上门燃放

的习俗不甚理解，询问家中

长辈和身边亲戚朋友才知，

这是从老一辈就传下来的

习俗，一是提醒主人家有客

上门，二是图个喜庆吉祥，

以表尊重。那一年，我回娘

家拜年，便依照洞口的习

俗，买了鞭炮烟花上门燃

放，足足响了好几分钟，最

后留下一地纸屑。

家 住 洞 口 县 花 古 街

道 的 肖 女 士 跟 我 一 样 是

嫁入洞口的城步姑娘。她

说，烟花爆竹是春节的标

配，也是“年味”的重要组

成部分。嫁入洞口近二十

年 ，每 年 除 夕 跨 年 时 ，隆

隆 的 烟 花 爆 竹 声 总 是 如

期而至，持续一个多小时

后才渐淡。每年回娘家拜

年，她依旧遵照洞口的习

俗 自 带 鞭 炮 烟 花 上

门庆贺。

家住洞口县石柱

镇的刘先生，每年因

拜年买烟花爆竹，要花费

近千元。“在我们这里，去

亲戚朋友家拜年，少什么

都不能少烟花爆竹。”刘先

生说，近些年，考虑到环保

问题，自己刻意减少了烟

花爆竹的购买量，经常和

亲戚组队去拜年，拼单购

买烟花爆竹。

“ 由 于 县 城 区 有 禁 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我

们在城里拜年都不放烟花

爆竹，但是去乡下拜年这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家住

洞口县文昌街道的郭女士

说，这是地方春节传统习

俗的传承，不仅是一种情

感的寄托，还承载着地方

文化的独特内涵，为春节

增添了浓厚的年味。

春 节 期 间 ，驾 车 途 经

各乡镇时，总能遇到烟花

爆 竹 鸣 响 、街 头“ 腾 云 驾

雾”的景象。每当这时，我

都会开启汽车内循环，不

让车外的空气进来，因为

烟花爆竹燃放后的硝烟味

实在不好闻。于是，我做了

一个决定：从明年开始，回

娘家拜年不再自带鞭炮烟

花上门燃放。我想，这既是

入乡随俗，又经济环保，何

乐而不为呢？

品烟火年味 盼文明“清风”
邵阳日报记者 曾小慧

“我们将严格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为我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商务力量。”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曾

剑萍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以“消费市场扩容升级”为重点，激发消费潜力。作为推

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全市商务系统将在促消费上

下更大功夫，紧盯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政策，对标开展消

费扩容升级专项行动，引导更多的单位部门、行业协会、社会

力量参与进来，全面构建大消费格局。同时，重点做好手机、

平板、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的购买补助工作，鼓励汽车和家电

下乡入村，释放“宝庆一桌菜”“邵阳月嫂”服务消费潜力，让市

民享受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这些年，我们打造了多家省级夜间消费聚集示范区、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社会反响很好。”曾剑萍表示，将持续优化消

费场景，聚焦赛事经济、首发经济、银发经济等热点，支持县市

区建设消费集聚区、引进品牌首店、打造餐饮名店，进一步推

动消费升级。

以“出台招商指导方案”为重点，激活招商动力。招商引

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和保

障。全市商务系统将顺应招商引资新趋势，在市委、市政府的

指导下出台招商指导性文件，优化产业链招商、商会招商、校

友招商、人才招商等模式，积极探索基金招商、科技招商、飞地

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全面构建大招商格局。同时，完善

“宝庆人才卡”制度，在各邵阳异地商会设立 1 名以上招商专

干，对接“金芙蓉”产业引导基金，组建驻外招商专班，出台应

用场景需求清单，吸引院士专家在邵转化科技成果，加大赴外

招商引资力度，支持现有外资企业增资扩股，不断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以“对外贸易攻坚行动”为重点，激荡开放活力。继邵

阳—怀化—东盟接续班列首发，结束了我市无国际贸易班

列的历史后，2024 年我市又相继开通了对接湘粤非和盐田

港的贸易班列，首次推行湘粤港“跨境一锁”模式，全面构建

起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我市深化对

外开放，经贸“朋友圈”已达 186 个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之

路越走越宽。

曾剑萍表示，全市商务系统将在培育外贸企业上下功夫，

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壮大生产型企业规模，支持传

统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常态化开展“走出去、引进来”经贸

活动，打造特色轻工“国货潮品”、新能源专用车“科技良品”、优

质农产品“舌尖美品”邵阳外贸“新三样”，引导一批本地生产型

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洽谈一批业绩外流企业回归邵阳。

“我们将在消费升级、招商引资、产贸融合等方面精准发

力，找到具有引领撬动作用的工作抓手，及时解决企业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以商务经济

之‘稳’，支撑全市发展之‘进’。”曾剑萍表示。

聚焦“三个重点” 彰显商务作为
——访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曾剑萍

邵阳日报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陈果 石菁

2 月 5 日，湖南协兴电子有限

公司的工人在忙着加工生产变

压器。新春开工第一天，新邵经

开区企业的工人们返回工作岗

位，铆足干劲加紧生产赶订单，

奋力冲刺新年“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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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过年故事

新春走基层·记者回乡看振兴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权威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