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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创业第一步该怎么迈？大学生创业有

哪些政策支持？”面对日益浓厚的校园创业

氛围，不少同学在跃跃欲试的同时，心里也

有这样那样的迷茫。

为了精准回应大学生的困惑，近日，市

政协携手共青团邵阳学院委员会，将一场

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搬进了校园，为大家梳

理迷津，指引方向。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市政协委员、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工会主席殷志斌

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宣讲。他深刻分析了当

前就业环境的新变化，详细解读了国家及邵

阳市为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而出台的一系

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殷志斌委员结合鲜

活的案例分享和宝贵的职业经验，深入浅出

地为同学们剖析了创业路径，提供了极具参

考价值的建议，让在场同学对未来的职业选

择和创业之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互动环节更是将座谈会推向高潮。同

学们踊跃提问，积极表达自己在学业和职

业规划中的困惑。邵阳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的张国庆同学提出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问

题：“当前专业课程与职场需求似乎存在脱

节，这种情况下，我能否提前专注于自己感

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这样就能在求职时

形成差异化优势……”这个问题触及了不

少同学内心的纠结点。

殷志斌委员充分肯定了同学们主动探

索职业方向的积极性。他结合自身经历，耐

心细致地给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他强

调，扎实的专业知识是未来职业发展的基

石，鼓励同学们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充分

利用课余时间深耕感兴趣的领域。他鼓励

同学们要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全方位提

升自身综合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做好充分准备。

据悉，“政协委员与大学生面对面”活

动开展两年来，已成为委员们了解青年诉

求、维护青年发展权益、引导青年有序政治

参与的重要平台，有效拉近了政协委员与

青年学子之间的距离，为青年成长成才提

供了有力支持。这场座谈会，无疑又一次为

迷茫中的大学生点亮了前行的明灯。

这场与大学生的“政协之约”干货满满

“ 职 ”点 迷 津 筑 梦 未 来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郑依婷 张香香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杨 吉 
通讯员 周倜伊）日前，省政协文

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协同邵阳市

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围

绕“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

生共同体建设的贯彻实施情况”

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走访政协

委员。

省、市调研组先后来到新邵

县、洞口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深

入县人民医院、乡镇卫生院调研

座谈，详细了解各县科学构建县

域医共体现状、建立医共体内部

运行管理机制、提升医共体整体

服务能力情况；以及政策方面，包

括项目、财政、投融资、编制、人才

等方面的支持情况，组织保障等

情况和存在的困难与建议。

调研组一致认为，县域医共

体作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新模

式，大大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

在协同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

资源共享、实现远程会诊、检查结

果互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省

政协委员将紧扣省委、省政府部

署，围绕“1453”履职总要求，助力

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建言献

策，促进健康湖南高质量发展。

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汇智聚力

“目前我们通过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

智能化设备，不仅大幅减少了用工数量，更

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保证了产品质量和价

格的稳定性……”4 月 15 日，面对市政协专

题调研组，湖南东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

听完介绍，委员们饶有兴致地围聚在

快速运转的机械臂旁，看着机械臂灵活伸

缩、动作精准流畅，大家不禁对技术研发人

员的创新攻坚精神竖起了大拇指。从曾经

的“汗水车间”到如今的“智慧工厂”，东亿

电气的探索创新给调研组留下了深刻印

象。委员们赞叹道：“这是科技赋能为传统

产业升级改造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路径。”

随后，调研组来到湖南醇龙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企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醇龙科技

积极开展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建成了邵东首

条箱包自动化生产线，还创新性地将智能芯

片、电子元器件与传统箱包结合，积极探索

智能穿戴系统中的智能箱包产品，并成功远

销海外。去年，企业产销总值已突破4亿元。

调研中，透过一系列智能生产场景的

鲜活画面，调研组亲身感受到了新质生产

力为传统产业注入的强劲动能。企业代表

们在交流讨论中一致认为，推动传统产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必须充分

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深入挖掘传

统产业潜力，创新生产运营模式，积极探索

行业发展的新方向与共性路径，从而实现

“传统根基上的创新突破”。

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

石，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

求的重要物质基础。邵东市作为享誉海内

外的“百工之乡”，拥有打火机、箱包、五金、

纸制品等特色轻工产业，其中多项产品的

全球或全国市场占有率极高。近年来，邵东

积极创建创新型县（市），聚焦科技创新赋

能产业发展，围绕“搭平台、聚人才、攻技

术、兴产业”，持续助力特色轻工产业降本

增效、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正是基于邵东传统产业基础深厚且转

型探索积极的特点，此次调研组将其选作

探寻“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答案的突破口。

在当天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来自东

亿电气、阳光八点、醇龙箱包、长城精工等

企业的代表与政协委员们围坐交流，共同

为产业发展献计献策、共商转型大计。企业

代表们坦诚地提出了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

的实际难题：有企业希望政府组织学习东

部地区的先进 AI 机器人应用经验，将其引

入适合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线和流程；有企

业反映升级机械化生产线虽然节省了人

工，但也面临机械手效率低于人工、电费成

本大幅增加的问题；还有企业指出，产业升

级中的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依然突出，引

进的先进设备需要高薪聘请外地人才操

作，且人员流动性大。

调研过程中，大家认识到，要让传统制

造业“老树发新芽”，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

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公共创新服务平

台建设；积极推进企业智能化转型；持续加

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进一步完善人才

激励和保障机制，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发

展，从而有效夯实人才支撑；同时，要加大

产业配套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促

进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此外，还应

积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新能源、电

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的融合，并探索与文化、

旅游、体育等领域的跨界融合。

思想在不停碰撞，共识亦在不断凝聚。

调研组表示，他们将把此次邵东之行沉甸

甸的收获和深入思考带回，为即将召开的

市政协“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专题协商会做好充分准备。期待在会

上与更多有识之士共同协商议政，为全市

传统制造业更快实现转变，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贡献政协的智慧与力量。

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深入邵东——

探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吉 通讯员 

颜德科）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4 月 22 日晚，市政协驻新

邵县严塘镇花亭子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邀

请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为村民带来

一场精彩纷呈的传统戏曲盛宴。活动现

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展现了传统文化

与现代乡村的和谐交融。

当日晚上 7 时许，村文化广场人头攒

动，村民们早早就座。随着锣鼓铿锵响

起，大型花鼓戏《喜盈门》欢乐上演。演员

们身着传统戏服，以婉转的唱腔、生动的

表演，讲述普通老百姓的感情和生活，借

古颂今，剧情跌宕起伏、生活气息浓郁。

台下老少凝神观看，不少村民随节奏哼

唱，笑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好久没听

到这么地道的家乡戏了，既热闹又有味

道。”村民纷纷感慨道。

据悉，此次活动是市政协驻花亭子村

工作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缩影。驻

村以来，工作队已多次举办此类文化活

动，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视听盛宴，

更通过文化纽带凝聚了乡村振兴向心力。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让传

统文化活起来，让村民精神富起来，才能

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市政协驻花

亭子村工作队队长唐立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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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祥坪，原名“打枪坪”，顾

名思义，这里在过去曾是练兵

打靶及执行枪决之处。1928 年

6 月，革命烈士张炯、邓益等同

志便在此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

的杀害。为了避讳，后来人们将

其改称为“大祥坪”。

大祥坪位于复兴巷与乾元

巷之间的城墙脚下。在其北侧

是当时的建治镇中心学校（原

县立小学），南侧则是一块高出

地面约一米的小坪地，上面设

有一个篮球场。坪地整体呈东

宽西窄的三角形，东端宽度约

50 米，西端约 30 米，东西长度

大约 120米。

早年间，复兴巷和乾元巷

里住着许多从事牛皮硝制的作

坊。晴天时，大家纷纷将撑开的

牛皮搬到坪里晾晒，产生的恶

臭引来大量苍蝇，常常与前来

此处活动的人们发生冲突。为

了规范管理和公共使用，1929

年，时任县长王一鹗题写了“公

共体育场”五个大字，并将其

悬挂在坪地东西两头的入口

牌楼上。他将场地交由当时的

模范国民小学代为管理，校长

伍灵珊还特地刻石立碑作为

凭证。为参加第十五届全省运

动会，1941 年，原六区在此举

行了运动员选拔赛。1943 年的

“六区体育运动大会”也曾在

这里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随着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市政

府在修建文化宫的后期，又拨

款在大祥坪建设了我市第一个

拥 有 400 米 圆 周 跑 道 的 田 径

场 。该 项 目 于 1953 年 春 季 动

工，对 12 户民房进行了拆迁，

并将建治镇中心小学迁至火神

庙另建校舍。田径场于次年 3

月竣工。

改造后的坪地南北长约

200 米，东西宽约 150 米。场内

修建了 6 条 400 米长的标准曲

线跑道，跑道内部设有 3 个沙

坑和投掷区，两端还设置了足

球 门 。跑 道 的 东 侧 有 一 片 长

120 米、宽 20 米的空地，这片区

域保留着一栋三间两层的民

房，位于场地边界上。在那栋民

房的南端，当时挖有沙坑，并栽

设了单杠、双杠以及联合器械。

1956 年下半年，利用民房与联

合器械之间的空地，修建了我

市第一个室内体育活动场地

——乒乓球室，室内可摆放四

张乒乓球台。

在跑道的西面，修建田径

场时开辟了两个相互毗连的篮

球场。随着各类竞赛活动的日

益增多，1955 年冬，在靠前的

篮球场上建成了我市第一个灯

光球场，配备了八层木质看台，

四周用篱笆围挡。1957 年，市

政府又征购拆迁了场地西侧的

几户民房，又增设了一个篮球

场。1963 年，体育活动再度兴

盛，于是将灯光球场的木质看

台改建为水泥预制板结构，篱

笆墙也改砌为砖墙。同期，还在

体育场东侧的复兴巷内修建了

一个兼具排球练习功能的乒乓

球室。

1981 年 8 月，全省中学生

田径赛在我市举行，为此大祥

坪田径场进行了全面的翻修：

重新精确测量跑道距离，将弯

道改为标准的半圆形，场内修

建了流水渠和暗沟，四周围设

了栏杆，使场地更加标准化和

科学化。1981 年 5 月，我市新建

的现代化体育馆落成。紧接着，

1982 年 11 月，全国排球甲级联

赛在我市举行。根据比赛需求，

在 1957 年开辟的篮球场地上，

修建了一座可用于全国性比赛

的球类练习馆。

为了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

题，解决停车供需矛盾，市政府

于 2019 年启动了大祥坪体育

场改造工程。改造工程包括两

层地下车库，提供 715 个机动

车停车位，其中包括 218 个充

电桩车位；地上则建设有地面

运动休闲场，并配套建设了 3

处体育健身中心。2023 年 8 月 1

日，改造完成后的大祥坪广场

正式向市民开放，公共停车场

也投入试运行，这标志着一项

重要的民心工程顺利完成。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整理）

大祥坪体育场的历史沿革
易中兴

读文史 观邵阳

改造后的大祥坪体育场。

座谈会现场座谈会现场。。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