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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朱杰 石周鑫）

2025 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

流会启幕前夕，邵阳率先在深圳掀起一

股“ 中 医 药 热 ”。 5 月 11 日 ，“ 千 年 中 医

药·健康邵阳行”专场招商推介会在深圳

举行，以文化为媒、产业为桥，向粤港澳

大湾区递出“邵阳中医药”金名片。

中医药产业发展“根”在文化，“魂”

在创新。作为湖南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

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和中医药传承创新

与健康产业融合示范区，邵阳中医药产

业底蕴深厚，全市目前拥有 8 万公顷中药

材种植基地，玉竹、金银花、龙牙百合、青

钱柳、博落回、绞股蓝 6 大湘产道地药材

种植规模均超万亩；拥有龙山药王文化、

新邵孙氏正骨术两大非遗名片，中医药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320 亿元 ，已建成 22

个市级以上中药材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

区，11 个园区被认定为省级特色产业园。

“中医药＋农业”“中医药＋工业”“中医

药＋服务业”等多位一体的特色发展模

式已基本成型。

千年药乡，正借湾区东风，向世界讲

述“ 健 康 中 国 ”的 邵 阳 故 事 。 推 介 会 现

场，药香氤氲，文化交融，玉竹、金银花、

龙牙百合等“六大道地药材”化身文化使

者，与“龙山药王文化”“孙氏正骨术”两

大非遗名片交相辉映。客商沉浸于药膳

品鉴、非遗技艺展演，直呼“嗅到了千年

药香的商业潜力”。邵阳以文化为媒，将

“药都”底蕴转化为招商引力——8 万公

顷种植基地、584 家产业链企业、湘赣粤

港 澳 协 同 联 盟 资 源 ，构 筑 起“ 种 植 - 研

发-市场”的全生态链。湘中制药丙戊酸

系列产品独占全国 85% 市场份额，中南

制 药 全 球 独 家 胆 固 醇 产 品 等“ 硬 核 科

技”，更让湾区客商看到“邵阳智造”的雄

心。多位企业代表直言：“邵阳的‘中医

药+’模式，是未来十年的黄金赛道！”

湾 区 聚 势 药 香 引 凤

邵阳中医药产业抢滩粤港澳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5 月

11 日宣布：经中拉双方共同商定，中国－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5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

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主持

会议。拉共体成员国外长或代表、有关区域性国

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会议。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
部长级会议明日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邵阳日报讯（记者 朱杰）5 月 9

日，全市“智赋万企”暨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推进大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智赋万企”行

动推进会议精神，总结前段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

记、市长程蓓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特邀湖南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颜琰为

与会人员专题授课，授课主题为《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逻辑》，30 余家数

字化转型企业参会。

副市长胡小刚主持。市政府秘书

长唐宏华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

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会议通报了全市“智赋万企”行动

进展情况。邵东市、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邵阳分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宝

庆发电有限公司、湖南富兰地工具有

限公司等单位和企业围绕企业数字化

建设主题作了交流发言。

近年来，我市实施“智赋万企”行动

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

成5G基站12762个、中小型数据中心6

个，5个项目入选省“数字新基建”标志

工程。新型显示产业纳入全省重点布

局，邵虹基板玻璃项目连续四年获评

“全省十大产业项目”，建成省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5个。截至2024年底，数字经

济产业链产值394.8亿元。

会议强调，当前，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迭代发展，数字化转型

已成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答题”，全市上下要紧跟时

代变革，更加积极主动融入数智化浪潮，以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智

赋万企”行动为抓手，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会议要求，要锚定我市“智赋万企”3 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聚焦

重点，落实措施，全面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

发展壮大。要夯基垒台，着力强化算力基础建设、信息网络建设、服

务平台建设，筑牢筑强数字底座。要分类施策，从产业、行业、企业

三个梯次，全覆盖推动链主企业“引领转型”、规模工业企业“应转尽

转”、中小企业“敢转愿转”。要全流程贯穿，搭建集采购、生产、物

流、销售于一体的数字供应链平台，精准赋能企业生产经营关键环

节，实现闭环服务。要聚合要素，切实加强数据要素保障、数字技术

保障、专业人才保障，全面优化转型生态。要强化引领，着力抓好试

点引领、场景引领、政策引领，持续激发企业“智改数转”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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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轻点，“邵阳造”“邵字

牌”的箱包、发制品、小五金等产

品，即可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实现

网上交易，直达境外客户手中。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

在海南全岛和秦皇岛等 15 个城

市（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的批复》，邵阳成为此次湖

南省唯一获批的城市。邵阳何以

脱颖而出？

特色产品“硬核领航”，
产业发展根基坚实

5 月 7 日，湖南省醇龙箱包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忙着赶制

发往瑞典的订单。

“瑞典新客户通过跨境电商

平台了解到我们的产品，线上接

触后就下了订单。”公司负责人李

刚清介绍，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公

司与境外客户打破地域限制精准

对接，订单量占比近 30%。

邵阳市鸿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早在 10 年前便抢占跨境电商业

务先机。公司负责人黎梦泽表

示：“公司每月生产 10 万条假发，

近 20% 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球。”

邵阳特色轻工业历史悠久，箱

包、发制品、打火机 3 个基地成功

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生产

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声名远播。

其中，邵阳发制品占全球市场份额

15%，在非洲市场更是以超三成的

份额稳居前列。此外，全球30%的

工程搅拌车、70% 的注塑打火机、

80%的纸质红包，全国50%的小五

金套件、70%的书包均产自邵阳。

“雄厚的特色轻工产业基础为

邵阳跨境电商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邵阳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田

芳敏介绍，邵阳市拥有1个国家级

千亿园区、10个省级园区，特色轻

工产业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

邵阳还持续加大产业发展扶

持力度，推动中药材、特色农产品

等更多产品出口，打响“邵品出

邵”品牌。2024 年，中药材出口

总额达 0.8亿元，位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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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何以成为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陈果 石菁

邵 阳 日 报 讯（文/图 记 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周志全 张曦）5月 10日上

午,“奔跑吧·邵阳”跑步进机关活动暨邵

阳市第五届全民健身联赛跑步比赛在市

体育中心激情开跑，来自我市各行各业

的 5000 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赛道，竞相

追逐、畅快比拼，尽情释放体育魅力。

本次比赛由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

会和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主办，市全

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比赛全程 5 公里，

分为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青年

组和女子中年组。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如潮水

般瞬间冲出起跑线，大家你追我赶、奋勇

争先，现场的热情被瞬间点燃。参赛选

手们用矫健的身姿迎风疾驰，畅快奔跑

在充满活力的赛道上,尽情挥洒着汗水,

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以最佳状态诠

释“挑战自我、坚韧不拔”的体育精神。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全民健身的盛

宴，更是展示邵阳形象与活力的重要窗

口。“平时工作节奏快，跑得不多。参加

这样大规模的体育活动，没想到越跑越

上瘾，冲过终点时，我激动得差点哭出

来，原来突破自己的感觉这么棒。”来自

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选手刘涵宇激

动地说。

运动员朱志来自邵阳致达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坚持跑步已有八年了。“跑步

给自己带来健康和快乐，还有积极向上

的精神，非常好！希望以后多多参加这

种活动。”跑完比赛后，朱志分享了多年

跑步的感受。

5000 余名跑者畅快奔跑释放体育魅力

我市第五届全民健身联赛跑步比赛激情开跑

提灯者的光 照亮生命的原野

一线护理工作者的职业叙事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5 月 9 日，走

进位于北塔区陈家桥镇的现代农业蔬菜

综合产业园，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大棚

内红绿相映，饱满的番茄挂满枝头。十余

名工人穿梭在藤架间，熟练地进行采摘、

分拣、装箱，很快，500 公斤左右的蔬菜装

车完成，随后被分批运往各大生鲜超市和

餐厅。

“我们基地目前上市的蔬菜有番茄、辣

椒、茄子等，黄瓜预计再过一个星期也可以

采摘了。这里的蔬菜比露天种植的提早了

近一个月上市，大家都想尝个鲜，市场行情

好得很！”基地技术负责人刘沅培介绍，以

樟树港辣椒为母本培育的辣椒品种，头茬

可以卖到每千克 60 元左右。白菜和生菜

由于采用的是无土栽培，从根源上杜绝了

重金属残留和病虫害污染，再通过中期的

物理防控使其达到绿色环保的健康标准，

再也不是曾经的“白菜价”。

大棚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企

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也为附近的村民提

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多了一份

稳定的收入。“昨天忙着给番茄打枝，今天

又在采摘辣椒。”在基地务工的村民一边忙

碌着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在这里几乎全年

都有活干，一天能有八九十元的收入，离家

又近，既能挣钱又不耽误照顾家庭，实在是

划算。”

据悉，陈家桥现代农业蔬菜综合产业

园是我市“菜篮子”工程的佼佼者之一，自

投产以来，为实现蔬菜“春提早、秋延后”的

目标，基地工作人员紧紧依靠控温控湿的

设施大棚，探索现代高效的农业技术经验，

在规模化、标准化种菜领域大显身手，种植

的蔬菜连年产销两旺。

大棚蔬菜争“鲜”上市

（详见 2—3版）

50005000 余名跑者激情开跑余名跑者激情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