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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并发表重要

讲话。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鼓足干

劲，自觉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践

行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坚 持 创 新 引 领 牢 牢 把 握 高 质 量
发展首要任务

机器轰鸣中，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忙碌作业。9 大类型、

3 万余种产品在这里制造，应用于航空航天、工

程机械、风力发电等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现代制造业离不

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

的发展路子。这坚定了我们做好制造业、挺起

民族轴承工业脊梁的决心。”现场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新莹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王新莹表示，企业将加大科技研发力度，积

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提升核心竞争力，让

轴承这一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更好服务

于各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的跃升。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科技创新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湖南智电谷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负责人刘鑫宇

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让我们深受

鼓舞。研究院正在布局建设中试基地，在各个孵

化项目逐渐落地过程中，架起从科技创新到产业

创新的桥梁。“我们将努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破解转化梗阻，让科技成

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下转 8版①)

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激励干部群众奋勇争先谱新篇
新华社记者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立军）

5 月 20 日上午，全市重大项目工

作讲评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国

务院、省政府关于做强国内大循

环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全面总

结今年 1 至 4 月全市重大项目建

设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

作，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全力推动重大项目

建设提速增效，奋力冲刺“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目标。受市委书记

严华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程蓓

作点评讲话。市委副书记尚生龙

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迎春，

市政协主席周文出席。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

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抢抓国家

重大政策机遇，千方百计谋项目、

全力以赴抓项目、多措并举促项

目，不断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截至 4 月底，全市 31 个

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74.17 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31.09%；328个市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 148.35 亿元，为

年计划的 34.85%。十大基础设施

项目、十大产业项目有序推进。

会议指出，项目是高质量发

展的硬支撑，全力拼经济拼的就

是项目建设这个“关键变量”。全

市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当前项

目工作形势，正视成绩不足，紧跟

政策导向，瞄准攻坚靶心，切实增

强干的信心、保持干的劲头、提升

干的实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

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

以实招硬招抓项目拼经济。要加

强谋划，围绕全市“十五五”规划

编制，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优

势和现实需求，研究吃透政策找

准切入口，发挥比较优势谋求增

长点，做足前期工作提升可行性，

科学谋划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

性、示范性的重大项目，不断提高

项目储备量。要拓宽渠道，抢抓

政策窗口期，发挥邵商、校友等资

源优势，推进企业“二次创业”“原

地倍增”，全力向上争资争项、向

外引资引项、向内扩产扩能，积极

扩大项目投资量。要挂图作战，

落实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强化用

地、用能、用工、资金等服务保障，

持续增加项目实物量，以重大项

目有序推进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

“抓项目是本职、不抓项目是失

职、抓不好项目是不称职”意识，

扛牢责任、主动作为，进一步凝聚

抓项目拼经济的共识共为。各级

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扛起第一

责任人责任，深入项目建设一线

找问题、想办法、抓落实。市发改

委、重点项目办要发挥牵头抓总、

跟踪问效等职能作用，市直相关

单位要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统筹

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推动重大

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

市区、邵阳经开区设分会场。肖

拥军、杨卫平、杨志慧、贺源、吴

冰、冯东旺、许洪范、夏宇宏等市

级领导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龚红果通报有关情况。相关县

市区、市直单位及企业作了发言。

全市重大项目工作讲评会召开

精 准 施 策 靶 向 攻 坚
全 力 抓 项 目 拼 经 济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朱 杰 

通讯员 刘妍）今年 5 月 18 日是

第 49 个国际博物馆日。18 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程蓓到市博

物馆专题调研该馆建设和运行工

作，要求坚持传承创新发展思维，

立足专业，做好“文化＋科技”“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文章，推动文

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

长唐宏华参加。

市 博 物 馆 于 2016 年 8 月 成

立，2017 年 1 月 22 日正式开放。

该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和

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历史博物

馆，立体式展现了邵阳 2500 年的

人文历史和建设成果。其中一楼

为基本陈列厅，分为古代邵阳、近

代邵阳、现代邵阳三个部分；二楼

左侧为专题陈列厅，以“家、国、天

下”为主线，分资源风物、邵商风

采、名人风范三个专题，右侧为

“爱莲文化廉政教育基地”，以“弘

扬廉洁自律文化、警戒启迪党群

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社会”为目

标，分鉴史知廉、士风养廉、家风

育廉、民风尚廉、政风倡廉、天下

同廉六个部分。现为国家三级博

物馆。开馆至今，游客接待量达

500万余人次。

程蓓指出，市博物馆是邵阳

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载

体，是社会各界了解邵阳文明进

程、领略宝庆文化奥秘的重要窗

口，更是邵阳文化宣讲的“大讲

堂”，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博物

馆建设和运行工作，把博物馆这

个文化阵地建强建优。博物馆要

切 实 加 强 自 身 建 设 ，紧 扣 一 个

“专”字，做好学术研究和文化交

流，打牢文物征集、收藏展示、教

育 服 务 基 础 ，更 好 弘 扬 邵 阳 文

化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紧 扣 一 个

“创”字，做好“文化＋科技”“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文章，以媒

体传播、文创开发为抓手，线上

线下推广引流，让文物展示“活

起来”，让历史故事“火起来”，让

邵阳文化“热起来”，推动博物馆

及相关文化产业焕发蓬勃生机

和活力，努力将文化影响力转化

为经济发展推动力。

程蓓专题调研市博物馆运行工作

努力将文化影响力转化为经济推动力

5 月 20 日，记者来到城步苗族自治县白

毛坪镇歌舞村杨淑亭家。山村的苗家木房依

旧，但从这里腾飞的“凤凰”早已涅槃，正展翅

翱翔在广阔的蓝天，用羽翼划出一道道华美

绝伦的风景。

●“折翅的凤凰会飞得更高”

2011 年，4 月 28 日那个夜晚，命运给身为

护士的杨淑亭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场突

如其来的交通事故，残酷地让她在手术台上

度过 20 岁的生日。幸运的是，“我回来了，从

地狱狠狠地爬了出来”。不幸的是，“我是拖

着三分之一的自己出来的……”从此，“高位

截瘫”闯入她的人生。

浴火，重生！2012 年 4 月，这位苦难女孩

勇敢地微笑着走出“小黑屋”，坚信“折翅的凤

凰会飞得更高！”之后一个月，她赚到了“第一

桶金”7.7 元。这笔只够吃一顿早餐的收入，

让她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之火。

2015 年，她注册了专业合作社，和家人

一起逐渐做大仿真花工艺品产业。

2016 年，为了纪念让她重生的“第一桶

金”7.7 元，她将成立的公司命名为“七七科

技”。2017 年底，他们的业务走出家乡，迈

向 世 界 ，当 年 的 出 口 额 就 达 到 了 4200 万

元 。 2020 年 ，公 司 由 外 销 转 内 销 ，实 行 转

型升级。

这两年，公司致力于将仿真花产业做大

做强。今年，公司承接了县城 1 条主干道绿

化带的美化业务。同时，开发了本县和周边

县市的“美丽陈列”项目。

虽然受全球贸易环境的影响，七七科技

面临较大挑战，但杨淑亭对公司持续实行转

型升级。杨淑亭说，他们每年都参加广交会，

订单量年年递增。

他们除了主要开发内销渠道外，积极开发

“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根据新市场研发新产

品。以前，他们的产品主要偏向于欧美的风

格。现在，他们学习、了解“一带一路”国家流

行的产品，从颜色、款式等方面进行转变。

“现在，我们仿真花和箱包的订单已经排

到年底了。尤其是，我们的蝴蝶兰产品一直

特别受欢迎，出口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埃

及等 10 多个国家。”杨淑亭对未来充满信心，

说：“5 年内，我们计划在城步建成 10 个大车

间，希望带动更多乡亲就业。”

●“感恩为我点亮萤火的乡亲”

杨淑亭说：“我永远记得，我的至暗时刻，

乡亲们为我点亮了萤火。”

她除了亲手制作产品外，一直在跑业务

的路上。到现在，她在伙伴的帮助下，车行

30 多万公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省会城

市。她说：“我要拿到更多订单，要让公司发

展得更好，要让乡亲们有事可做。”

在县城周边和白毛坪镇，公司设置了 30

多个花卉组装代理点，共有 400 多人参与花

卉组装，人均收入达到每月 3000 元。

杨淑亭深知，残疾意味着什么。她创业

成功后，对残疾人“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她

累计带动 386 户 1386 人实现就业，其中残疾

人就有 67名。    (下转 8版②)

◀杨淑亭在残疾

人家里指导仿真

花插花。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杨淑亭光荣

入选 2025 年“最美巾帼奋斗者”。

坐 着 轮 椅 的“ 奔 跑 者 ”
——记 2025 年“最美巾帼奋斗者”杨淑亭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阳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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