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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

旭艳） 3 月 28 日，迎着湿润的

春风，武冈市稠树塘镇龙田村

党支部副书记吕爱华又一次下

地种小叶芥菜。“今年我们引入

邵阳学院豆制品加工与安全控

制科研团队，共同打造泡菜种

植生产基地。小叶芥菜主要是

秋天播种，我们先做个试验，看

春天播种产量如何。”

吕爱华是武冈市法新豆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法 人 。自 从

2019 年市纪委驻村帮扶队动员

他回村，早上 9 时从城里赶到村

里当干部、当农民、当豆腐坊工

人，下午 4 时又赶回公司当老

板，这已成了他的常态。

龙 田 村 集 体 经 济 曾 是 空

白，在经历过种植辣椒、西瓜、

中药材的摸索后，2022 年村集

体经济还只有 5 万元。5 位村干

部都是党员，亲力亲为除草、施

肥、抓虫、打枝，跑销售，人人晒

得皮肤黝黑发亮。“如果请人

做，根本就赚不到钱。”

数次头脑风暴后，村里进一

步明确“党建引领、清廉助推、特

色兴产、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

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大力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探索联农

带农富农机制，逐步构建“一店

两厂三基地”产业格局。

在 村 支 书 王 能 武 的 带 领

下，村干部自筹资金，利用法新

豆腐地域品牌筹划豆制品加工

厂。豆腐坊 2023 年 3 月建成，当

年即实现经营收入 100 万余元。

为了让产业真正姓“公”，村集

体贷款还清了个人筹资款。

2022 年起，村里探索建设

党群议事小院平台，出台《村级

积分管理办法》，开办了供销社

商店，开发了积分管理小程序。

党群议事会议开在院落中，党

员融入片、组、邻，村民自治活

力迸发。商店提供积分兑换的

同时，2024 年还为村民代售土

特产 20余万元。

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抓发展。村里完善了取水于溶

洞的水厂建设，增加了供水收

入。药材种植基地之外，该村以

“村集体示范种植+农户连片发

展”模式发展了大豆种植基地，

并高于市场价收购，惠及 200 余

户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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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部 建 在 产 业 链 上
武冈龙田村集体经济3年内从5万元增至300万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李燕 郭超） 3 月 28

日，洞口县委政法委领导带领

“政法巡回服务专家团”成员，

深 入 该 县 园 区 企 业“ 访 企 问

需 送法上门”，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去年来，我市积极开启政

法护企新模式，组建“政法巡回

服务专家团”，坚持“1234”工作

法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即：

“一对一”开展访企问需、入企

宣讲两项活动，打造“菜单式”

“会诊式”“远程式”三种服务模

式，实施护企安企专项打击、解

忧化纷纾困、进企法治体检、企

业帮扶四大护航行动工作贯穿

九大产业集群(产业链)强链、延

链、补链、融链全过程各环节，

着力提升政法服务质效，积极

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取得了较好效果。

组建“一对一”服务团队。

2024 年，我市由 20 名市级政法

单位负责人、18 名产业链（产业

集群）相关单位责任人、18 名产

业链（产业集群）法律工作者、9

名市法学会人员组成“政法巡

回服务专家团”，按照“一产业

链（集群）一分队”原则，设立“9

支分队”，开展以“专业对产业、

专业对行业、专业对企业”的政

法组团式服务，以企业看得见

的“力度”、感受得到的“温度”，

推 动 涉 企 法 治 服 务 力 量 更 聚

合、服务更精准。

实 行“ 两 项 服 务 ”机 制 。

2024 年，我市建立分队定期访

企问需机制、入企宣讲机制，了

解企业法治需求及生产发展中

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并建立

闭环处理制度，截至目前共走

访 企 业 496 家 ，收 集 问 题 563

个，已解决问题 521个。

推 出“ 三 种 服 务 ”模 式 。

2024 年，我市制定法律服务目

录，针对企业提出的涉企纠纷、

法律援助、公证鉴定等各领域

多样性和个性化法律需求，通

过电话、邮箱、视频线上会议、

专家集体会诊等方式为企业提

供“菜单式”法律服务、“会诊

式”专家服务、“远程式”在线服

务。2024 年共受理 96 件民事、2

件行政和 1 件刑事涉及民企控

告申诉案件。

   (下转 4版②)

开启政法护企新模式
我市坚持“1234”工作法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禹

志初 廖鑫） “高质量县县通高速”、深化“四

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做好“十五五”交通运输

发展规划研究编制……3 月 27 日，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今年我市将把交通项目建设作

为首要支撑，确保完成交通投资 114.94 亿元，

力争完成 150 亿元以上，全力推动交通建设实

现新提升。

2017 年底，随着武靖高速（现称宁靖高速）

建成通车，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

紧接着，我市又先后建成白新高速、永新高速，

邵阳高速公路蓬勃发展。今年，我市继续推进

高速先行，全力做好前期工作介入、征地拆迁和

环境保障等工作，推动新新、城龙高速掀起大干

热潮，力争年内建成通车。同时，促进洞天高

速、沪昆娄邵扩容工程开工建设，争取洞溆高速

早日开工，推进沪昆等主干线落地互通“开口

子”工程，确保实现“高质量县县通高速”目标。

干线公路通达成网，“人便于行,货畅其

流”才能真正实现。今年，我市将继续落实调

度、点评、督导、通报等机制，加快推进干线公

路建设。开工建设 G207 邵阳县峡山至黄塘等

4 个总长 30 公里的项目，全面建成城步南山至

绥宁古龙岩等 3 个项目 26 公里，加快建设绥宁

草寨至洞口安顺、新宁江口桥至黄皮坳等 12

个项目 327 公里。

农村公路是广袤农村连接外界最基础的纽

带。近年来，我市持续织密农村公路网络，打造

四通八达的农村路网，助力乡村振兴。今年，我

市将开展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完成提质改

造 384 公里，危桥改造 20 座以上，普通国省道干

线安防设施精细化提升94公里，新增纳入管养范

围农村道路2664公里。持续深化“四好农村路”

示范创建，确保农村公路好路率90%以上。

今年我市交通建设重点聚焦这些领域

看看哪个项目建设与你最有关

湖南省“行长走市县·金融送解优”行动首站启动仪式现场，政银签约。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近日，湖南省“行长走市县·金融送解

优”行动首站在邵阳火热进行，行长们下基

层、入企业为企业发展答疑解惑，提供资金

帮助。

这 是 致 力 于 打 造 政 银 企 沟 通 对 接 平

台 ，推 动 金 融 资 源 下 沉 ，精 准 赋 能 实 体 经

济，助力全省实现“七大攻坚”和高质量发

展目标任务的湖南生动实践。为何这场湖

南金融界现象级活动首站便选择邵阳？对

此，从近年来邵阳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可窥一二。

●金融生态圈优化构建：政策生花

的乘数效应

“人民银行将细化政策举措，健全完善

金融五篇大文章‘1+N’政策体系。”3 月 21

日，在湖南省“行长走市县·金融送解优”行

动启动仪式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张瑞怀站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高度，进行战略布局。

活动现场，邵阳市政府与 24 家省级金

融机构签订政银战略合作协议，共争取各

银行未来三年累放额度超 5300 亿元；邵阳

市级金融机构与有关项目、企业意向签约

金额超 108 亿元。启动仪式后的座谈会上，

各省级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携手开展“行

长走市县·金融送解优”行动，做好金融“五

篇大文章”，助力实施“七大攻坚”，共谱政

银合作互利共赢新篇章主题建言献策。

27 家省级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金融支持邵阳地方建设、金融

惠民便民利民等方面建言献策。

这不仅是一次友好交流，扩大邵阳金融

“朋友圈”的机会；更是从中央到地方，多项政

策落地生花，推动邵阳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机。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金融发展，围绕

国省重大金融政策方针，通过“政府搭台、银

企对接”的双轮驱动，陆续举办“政银企对接

座谈会”“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等活动，出

台《关于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若干

政策措施》等有力措施，推动邵阳做好金融

“五篇大文章”。如今，全市共有 31 家银行机

构、30 家保险机构、20 家证券机构、15 家地方

金融组织。金融机构集聚发展，构建起覆盖

银行、保险、证券及地方金融组织的多层次

生态圈。

在 经 济 发 展 的 壮 阔 版 图 中 ，金 融 犹

如 灵 动 的 画 笔 ，为 城 市 的 繁 荣 勾 勒 出 绚

丽 的 线 条 。 对 于 邵 阳 这 座 充 满 活 力 与 潜

力 的 城 市 而 言 ，金 融 的 力 量 正 日 益 彰 显 ，

成 为 推 动 邵 阳 实 体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引擎。

2022 年至 2024 年，我市金融业增加值分

别为 124.68 亿元、134.1 亿元、132.73 亿元，分

别占 GDP 比重 4.8%、4.9%、4.54%。在金融业

稳 健 发 展 的 同 时 ，全 市 GDP 从 2022 年 的

2599.18 亿元，上升到 2024 年的 2926.25 亿元。

这些亮眼数据背后，也是邵阳做好金融“五

篇大文章”与“三高四新”蓝图深度融合的创

新实践。

●需求响应面精准匹配：金融服务

的内生驱动

2024 年，邵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26.25

亿元、增长 5.1%，17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 11 项

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项全省第二。浓厚

的商业氛围、活跃的民营经济，为广大金融机

构在邵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和肥沃土壤。

如何让金融机构最大限度发挥力量，助

推邵阳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产业升级、品

牌推广、科技研发等方面提质增效？关键在

金融机构的精准施策。

去年，宝东农牧在“企业家接待日”活动

中提出希望邵阳市金融机构开展生猪活体

抵押贷款的诉求，以解决生猪养殖户普遍面

临的“融资难”问题。接到诉求后，我市高度

重视，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以及金融监管

部门积极协调推动，邵阳市金融机构很快推

出了“智慧畜牧贷”等产品，成功破解邵阳市

养殖行业发展资金难题。 (下转 2版)

湖南省“行长走市县·金融送解优”行动首站缘何花落邵阳？

金融水暖“企”先知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3月27日，俯瞰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白云湖村界头千亩峒茶基地，道路硬化接近尾声，峒茶出山的

“最后一公里”将被彻底打通。近年来，该县人大常委会依托域内峒茶品种独特、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组织

代表开展调研、撰写建议，争取政府对峒茶产业在项目资金、品牌创建、产品推介等方面给予支持。目前，全

县发展峒茶企业8家、专业合作社10家，每年带动3600多农户增收。   严钦龙 周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