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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易 蓝 

通讯员 李威） 3 月 18 日，市十七

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市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提案交办会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红果，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秋良，市政协副

主席杨博理出席。

今年市两会期间，广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和民生热点，积极建言献策，提

出 代 表 建 议 194 件、委 员 提 案 296

件，涉及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

化、交通建设等方面。

龚红果指出，建议、提案凝聚着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智慧，代表着

人民群众的呼声，办理好这些建议、

提案是政府部门的法定义务和职责

所在。各级各部门要把问题解决、

结果满意作为办理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杜绝出现对代表委员意图

把握不准、建议提案办理实效不佳

和答复质量不高等问题。

龚红果强调，要提高站位，从

“讲政治”的高度、“补短板”的角度、

“促发展”的思路看待建议提案办理

工作，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

感。要突出重点，立足高质量发展

目标和群众急难愁盼，全力办好重

点建议和提案，切实将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解

决问题的实招硬招。要创新方式方法、依法依规办理、

明确办理时限、抓好督查督办，不断提高建议提案办理

水平，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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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3 月 18 日，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玉凡率队，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专项监督调研。

座谈会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汇报了

该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

下一步工作打算。与会人员围绕深化法治政府建

设、建立完善监督评价体系和测评标准等进行了深

入交流探讨。

周玉凡指出，要坚持将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不断提高住建行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切实提高依

法行政水平。要认真梳理短板弱项，进一步深化老旧

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棚改项目专项整治、乡镇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等重点工作，全面排查建筑施工安全

风险，预防化解信访矛盾。要广泛开展法治宣传，组织

送法下基层活动，推动“谁执法谁普法”向“谁管理谁普

法”“谁服务谁普法”延伸，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李悦 熊

买花 何静）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后，我市

各地消防部门联合相关部门雷霆出击，开展消防产品

专项检查，全面加强消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防范制售

和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行为，全力营造安全可靠的

消防安全环境。

3月11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消防救援部门与市场监

管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深入辖区消防产品销售店和居

民小区等场所，对灭火器、消防应急灯具、水带水枪等消

防产品进行检查。联合检查组通过核验产品市场准入

资质、型式检验报告，利用“消防产品信息管理系统”扫

描产品身份标识码等方式，严谨判别产品是否符合国家

标准。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组当场责令限期

整改。同时，采取“边检查、边宣传、边培训”的创新方式，

现场为大家传授辨别消防产品真伪的方法和使用技巧，

特别叮嘱各单位负责人，在选购消防产品时务必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坚决杜绝购买和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一旦发现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3月11日，绥宁县消防救援大队也组织开展了消防

产品专项检查。该大队消防监督员深入各物业小区、

超市、餐馆等场所，仔细核对各类消防产品的外观标

识、结构部件及性能参数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检查人

员还耐心地向门店负责人现场讲解消防产品管理、检

查和维护保养的专业知识，督促各销售商家筑牢质量

底线，不要销售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当天，该大队还

将查处的 50 余件不合格消防产品进行了集中销毁。

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消防救援

大队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消防产品监督检

查，严厉打击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市场主体守法

经营意识，确保消防产品质量安全，更好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我市各地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铲除消防领域“李鬼”

千禧年之后，房地产市场逐渐升

温。眼看着浙江商人购买的产权门面

回本盈利，周边各大商城也在陆续向

个人开售门面产权，周乐喜坐不住了。

2005 年的一天，武汉、浙江商人

找到周乐喜，想联合邵阳商人一起拿

下位于汉正街第一大道的蓝宝石座。

邵阳老乡们一听大喜，但 2500 万元的

巨额资金怎么筹让大家犯了难。

大家纷纷回到门店想办法，周乐喜

则独自往江边走去。走着走着，他看见

一栋新建的大楼。打听得知，这里的房

价才一万多元一平方米，每间门面才35

万元。他心里暗暗决定：这一次，我们

势必要抓住机会，拿到产权！

周乐喜立即召集邵阳老乡开会。

会上，他振臂一呼：“我们在汉正街已

失去了三次机会！华贸三号楼二层没

买成，文化市场没有买成，华贸四号楼

又没有买成！交了 10 年租金，产权还

是别人的。而买一个门面，10 年就能

还清贷款，后面 30 年相当于不要租

金，产权还是自己的！”

“同不同意？”周乐喜问。

所有在场的老乡纷纷举手，表示

支持。

2005 年 5 月 22 日，二三十名邵阳

老乡满怀期待地前往售楼部填表。最

终，他们以平均每平方米 10000 元的

价格，拿下了整层面积达 11030 平方

米的门面。这里成为邵阳“箱军”在武

汉得以站稳脚跟的核心阵地。

一年后，华中地区 22000 平方米

的皮具箱包城——暨济商城正式开

业。通过这个市场，很多箱包老板生

意突破百万千万元，甚至通过这个平

台成了亿万富翁。   

       (下转 7版)

振臂一呼建“阵地”

随着城市管理日益严格，流动摊贩

的经营方式难以为继。为谋求更稳定的

发展，周乐喜和老乡们决定入驻商场。

1997年，他们瞄准了位于汉正街的华贸

商城。然而，入驻过程困难重重。

“当时有个广告——‘买包卖包上华

贸’。我们一心想着，只要能在华贸有自

己的门面，就能在武汉站稳脚跟。”周乐

喜说，“王经理看到我们这帮衣着朴素、

貌不惊人还操着浓重乡音的湖南人去谈

合作，连正眼都没瞧一眼，直接拒绝了。”

第二次洽谈，王经理狮子大开口，

押金从 20 万元猛增到 50 万元！没想

到，周乐喜当场拍板答应。

“华贸租金高昂、押金要求一次比

一次苛刻，而且我们并不被商城方看

好，但我们没有退缩。”周乐喜说。他和

老乡周英勇带领 20 名老乡，当即赶往

银行取钱。随后，他们将东拼西凑筹集

的 50 万元押金装进一个麻袋，交给了

王经理。几经波折，终于成功拿下 40

个门面。

这么多老乡，如何确保摊位和租

金公平？“先确认好摊位价格，再统一

排队抽签，抽到哪个是哪个。”周乐喜

组织大家统一改造、装修，汉正街箱包

市场逐渐变得规范有序。就这样，他们

成功打造了武汉第一个从流动经营到

统一规范的箱包批发零售市场——华

贸皮具箱包商城。

筹措重金租门面

1956年，周乐喜出生于

新邵县迎光乡长兴村一个

贫苦农家。1977 年，跟父亲

学了 14 天修鞋手艺的周乐

喜，带上一些米和母亲煮好

的红薯饭及 0.4 元钱，开始

走街串巷的修鞋生涯。

补 鞋 子 ，钉 鞋 掌 ……

他一路辗转，先后到过贵

阳和甘肃等地，甚至远至

新疆，经常风餐露宿。

1983 年 ，周 乐 喜 在 外

地偶然看到邵阳老乡挑着

竹席卖“上海牌”挎包，一

番打听后得知，箱包货源

是 湖 南 邵 东 和 河 北 白 沟

镇。他当机立断，拿出 300

元 到 邵 东 进 了 一 批 半 成

品，挑到广西、新疆等地加

工成成品出售，一周净赚

200元。

初 战 告 捷 ！周 乐 喜 信

心大增，决定扩大规模。此

后，他从白沟镇大量进货，

通过火车发往各个城市销

售，几乎走遍了全中国。

1987 年，周乐喜带着 6

个老乡，挑着担子来到武

汉汉正街。他们住在武昌

火 车 站 附 近 的 破 旧 出 租

屋，一住就是 10年。

起初，他们只能在街头

巷尾摆摊卖包。凭借价格优

势和自身的勤奋努力，生意

逐渐有了起色。“我们卖的

包比百货公司的便宜很多，

所以生意很好做，一天下来

可赚几十元，相当于一个工

人一个月的工资。”周乐喜

回忆道。

随 着 生 意 日 益 红 火 ，

越来越多的老乡知道了卖

包能赚钱。周乐喜主动带

领家乡的亲戚朋友加入箱

包行业，共同致富。“1988

年至 1990 年间，武汉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挑着担子卖

包的邵商身影，邵阳人卖

包 的 队 伍 壮 大 到 了 几 百

人。”周乐喜说。

挑着担子闯武汉

“老乡有事我必帮忙！”豪爽仗义的周乐喜，在武汉邵

商群体中有口皆碑。

3 月 4 日，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暨济商城内，周乐喜

正在清点新到的一批箱包。正忙着，他接到邵阳老乡、搬

运工周乐球的一通电话，得知周乐球受了工伤，正准备和

对方打官司。

“你先别慌，我马上就到！”周乐喜撂下手头工作，立

即赶往现场。

周乐喜，邵阳市新邵县人。作为武汉邵阳商会理

事、汉正街市场皮具箱包商会党支部书记和暨济商城

商会会长，他一心为在汉邵商争取权益，积极推动行

业整合，为邵阳“箱军”在武汉站稳脚跟提供服务。

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包的周乐喜，历经艰辛，与众老乡抱团演绎——

邵阳“箱军”闯武汉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武 汉 邵

阳 商会组织会

员参与“金秋健

康跑”活动，展现

邵商风采，凝聚

邵商力量。

（受访者供图）

▲武汉邵阳商会召开会长办公会议，深化经验分

享，挖掘创新思路，共绘发展蓝图。 （受访者供图）

▲深耕箱包行业的周乐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