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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邵阳县籍企业家陈小华创办的天鹅到由邵阳县籍企业家陈小华创办的天鹅到

家集团家集团，，计划计划 20252025年在该县举办年在该县举办 2020期家嫂培期家嫂培

训班训班，，覆盖覆盖 10001000 余人次余人次，，帮助在家待业有就帮助在家待业有就

业意愿的妇女们学习掌握家政技能业意愿的妇女们学习掌握家政技能。。

          刘健刘健  摄摄  

◀4 月 3 日，

邵阳县举行第四

届 人 才 发 展 暨

“湘商回归”、返

乡创业、校友回

邵大会。

刘健 摄

3 月 21 日，在邵阳县“三门印象”蓝莓示

范园内，湖南益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江川（右一）向当地村民讲解蓝莓种植的技

术要点。      王鹏 摄

会场内，创业者捧出的赤子之心如春潮激

荡，将旧日乡愁酿成发展蓝图；会场外，邵商精

英碰撞的智慧火花似夏雷轰鸣，点点星火汇聚

成发展曙光。

当天，除了主会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碰撞，邵

阳县多个乡镇也紧抓这一大会契机，组织开展

人才系列活动。沿着夫夷河水蜿蜒西上，在邵阳

县长乐乡的精英座谈会上，20 余位邵商骨干、

企业家“围炉问道”，联袂梳理发展堵点，为乡村

振兴工作提供基层视角。

邵阳县承学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田承学在

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 50 余年，他亲历这片土

地的变迁，要比县志上泛黄的墨迹更鲜活生动。

在座谈会上，田承学说：“我们乡里的基础设施

相对薄弱，一定要把道路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同

时，农业技术化水平不高、品牌效应不强，都是

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广东佛山发展多年的易湘华出生在长乐

乡伏溪村，对于家乡的美景他再熟悉不过。“大

美伏溪地处三江汇流、三县交界之处，是我们长

乐乡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们要以保护为前提，

加大这一文旅项目的开发力度，让越来越多人

了解伏溪、游玩伏溪。”

从如何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道路建设的

前景规划，到特色农业种什么、修哪条路对乡镇

发展帮助最大。20 余位邵商骨干、企业家代表

畅所欲言，最后将落脚点放在了一项项具体的

民生实事上。旁听会议的政府工作人员手中的

笔也记个不停，他说：“这些邵商骨干、企业家站

在乡村振兴工作的最前线，他们为长乐乡的发

展建设建言献策，对我们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意义重大，我要原汁原味地记录他们的发言，及

时转交给汇总组。”

座谈会上，长乐乡党委书记向大家汇报了

近年来家乡的发展成果，对未来的规划作出展

望，他认真整理乡亲们的发言材料，安排对应的

分管部门跟踪联系，“乡亲们的发言一针见血，

基础条件薄弱、特色产业不强、人才支撑不够，

这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正视问题，一个

个去克服和解决。”

2024 年，长乐乡在农业建设方面取得可喜

成效。双季稻持续扩面，新增面积达 40 余公顷；

油菜生产喜获丰收，种植面积达 120 公顷；100

余公顷油茶林管护到位；全年共完成新造油茶

林 28.67 公顷，抚育验收 224.93 公顷，油茶低改

85.93 公顷。通过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和推进林业

产业转型升级，农民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该乡

发动返乡创业骨干在林下种植黄精和射干等药

材 7 公顷，同时种植中药材博落回 20 余公顷，皆

已初具规模。

长乐乡这种“政府主导+骨干带动+群众参

与”的发展模式，在邵阳县 21 个乡镇（场）接连

展开，各乡镇持续整合辖区内产业资源，以产业

发展为抓手，引导村集体持续打造“一村一品”，

逐步突出差异化、精品化，拓宽乡村共富渠道。

基层邵商探讨民生实事

“天鹅到家只有踏进邵阳县这片故土，才

算真的到家。”这是北京天鹅到家创始人陈小

华在大会上，对家乡发出的深情告白。

不光这一句告白，在外游子的一通通电

话、一张张车票、一次次回望……都是对家乡

的深情眷恋。如何为游子纾解浓浓乡情？如何

破解人才“候鸟式迁徙”困局？如何实现人才

“引得来”“留得住”？无一不考验着地方政府的

管理智慧。

邵阳县以“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为宗旨，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打造“一站式、两

场景、三服务”的人才服务微共体，构建起人才

“引育留”全链条长效机制。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用心用情引人

才。邵阳县高质量打造实体化运作行业部门、

乡镇（场）人才工作站 49 个，每站配备专职工作

人员，开设人才服务专窗，建立“一表申请、一

口受理、一同审核、一周办结”人才创业优惠政

策兑现机制，第一时间将“真金白银”装进人才

“口袋”。贯彻落实 18 条人才新政，截至 2024 年

12 月，该县按照人才特殊津贴一季度一发，安

家费一年一发要求，共计发放人才特殊津贴

155 万元，安家费 108 万元。协助解决人才公寓

水电费用过高、专业工作岗位设置不合理等问

题 30 个，帮助解决返乡邵商关键小事 500 余

件。

优化“多元化”人才服务，长效赋能育人

才。扎实推进“家门口”式人才服务体系建设，

该县已建成定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8 所，其中

创业培训学校 3 所，工匠培育基地 1 家。同时，

建成服务平台 422 家，其中村级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 391 家，社区 31 家。社区服务平台面向社

区居民开设“职业技能培训进社区”系列课程，

提供“技能再提升”服务，全年通过各种渠道实

际培训返乡创业人员 1 万余人。针对企业、村

（社区）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邵阳县从省级

平台及市县选派 397 名专家教授组建科技特派

员队伍，为全县所有村（社区）、重点非公企业

送培训、送政策、送服务 260 余次，为高素质农

民培训班 250 名学员授课，解决复工复产、原材

料供应等难题 440余个。

构建“集成式”联动场景，精耕细作留人

才。邵阳县创新运用数字化手段，推进“线上+

线下”两场景一体贯通，通过人才招引直播间、

人才云标签等线上平台及机制构建云端人才

“磁场”，并与零工市场、创业孵化基地等线下

设施联动，全面推动线上资源向线下场景引

流。零工市场在全县开设服务窗口，为近 2 万人

提供了职业介绍、政策咨询等一体式服务，实

现 3000 余名劳动者与企业快速对接。同时，通

过提供创业指导、资金支持和市场拓展等服

务，成功孵化了 50 余家初创企业，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线上平台的“人才

云标签”系统，实现了人才信息精准匹配和高

效利用，极大提高了人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人

才服务品质，也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环

境和条件。

倾心打造人才服务体系

4月3日，邵阳县举行第四届人才发展暨“湘

商回归”、返乡创业、校友回邵大会，来自海内外的

300名邵商精英和杰出校友相聚一堂，共叙桑梓

情谊、共商发展大计、共谋美好未来。

近年来，邵阳县始终把人才工作作为前瞻性、

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来抓，以用为本、内育外引、双

轮驱动，持续推动人才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

一边是满怀乡情、归心似箭的莼鲈之思，一边

是扫榻相迎、诚纳归雁的桑梓之诚，双方共赴这场

春天之约，且看这一乡情“火种”如何“燃动”夫夷

大地。

2015 年，

邵阳县河伯乡

石 塘 村 易 海

丽返乡创业，

将“ 老 ”腊 肉

做 成 特 色 致

富“新”产业，

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刘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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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返乡创业政策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

的要素加速向邵阳县流动，人才赋能让广袤的

夫夷大地焕发勃勃生机。

李江川作为白仓镇三门村在外邵商，在

2024 年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迎老乡、归故

乡、建家乡”的号召，毅然回乡投资创业。他充

分发挥自身所学专业，通过调查论证，依托三

门村的地理环境优势，投资 1000 余万元建设

50 余公顷蓝莓示范园。在县委、县政府支持

下，三门村村“两委”和驻村帮扶工作队为蓝莓

示范园在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手续办理上

给予指导和帮助。如今，蓝莓示范园已初具规

模，在丰产期能够解决 400 余个就业岗位，按

投资协议每年可以为村集体经济创造 30 余万

元的收益。村民在学到种植技术的同时，还能

获得土地租金与劳动报酬。

和李江川有着相同经历的人，邵阳县还有

不少：刘伯威带领团队在该县建立中南大学粉

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产学研示范基地，破

解了国内高性能硬质刀具回收技术难题，硬质

合金产业纳入国家级产业集群；李爱兵返乡创

办伟利电子科技公司，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

增收；姜亮亮深耕农产品研发，推动 300 余种

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杨文开创黄亭市镇第一

家拥有全自动生产线的大型豆制品加工企业，

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清华大学毕业生杨靖

以技术开路，带领村民发展迷迭香产业，为村

集体经济年增收 20 万元；罗沙沙传承创新，让

濒临消亡的非遗产品蓝印花布走向市场、走出

国门……

邵阳县连续 4 年打造“人才发展大会”金

字招牌，累计邀请县籍院士、教授、湘商、邵商

2000 余人齐聚夫夷，利用大会平台引导他们

参与乡村振兴和家乡发展，力促更多成果在邵

阳县落地生根、结出硕果。截至目前，该县已累

计吸引 1.6万余人返乡创业。

1.6万余位游子带着浓浓乡情返乡创业，正如

1.6万余粒火种坠入夫夷沃土，大有燎原之势。

为什么选择留在邵阳县发展？湖南佰科新

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伯威说：“从用地、建厂

到设备采购，县委、县政府专班护航，我们有更

多精力专注科研创新，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湖

南辉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夏琳说：“林下经济

让每亩油茶园增收了 3000 多元！科技的力量

让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返乡创业者姜亮

亮说：“300 多种特色农产品插上电商的翅膀，

飞出大山，走向了全国！”湖南省益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李江川说：“家乡政策好，环境好，我

打算继续扩大蓝莓基地规模。”...... 这是他们

的回答。

返乡人才助力家乡建设

麻家塘美丽庭院由返乡邵商郑建新个人出资麻家塘美丽庭院由返乡邵商郑建新个人出资 300300 万元万元，，村民酬劳共建而成村民酬劳共建而成。。该该

人工湖人工湖（（安澜湖安澜湖））为当地解决了农田灌溉为当地解决了农田灌溉、、消防用水的生活需求消防用水的生活需求。。    吕奇魁吕奇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