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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政协

6 月 11 日，湖南省派驻村帮扶工

作队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湖南省担

当作为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拟通报表扬对象的公示》。其中，市政

协办公室驻新邵县严塘镇花亭子村第

一书记唐立新光荣入选。

从 2023 年 5 月主动请缨驻村，两

年时光里，唐立新以脚步丈量民情，在

乡村振兴的热土上书写了一份沉甸甸

的答卷。

强党建 筑牢振兴“主心骨”

花亭子村地处新邵县西部，毗邻

白水洞。这一独特区位，为发展带来机

遇，也对基层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唐立

新深知，“组织兴则乡村兴”，驻村伊始

便将党建摆在首位。

他以组织体系规范化、制度执行常态

化为抓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创

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参观红色教

育基地、开展田间党课等形式，点燃党员

干事热情。每周雷打不动主持村“两委”例

会，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村务全程

公开，班子凝聚力显著提升。

同时，他走村入户挖掘优秀青年，

通过谈心谈话、跟踪培养，将政治过

硬、群众认可的人才发展为党员，为基

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办实事 惠民工程暖人心

“群众最盼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唐立新始终将民生需求置顶。驻村两

年，他带领工作队筹措 210 万元资金，

集中破解基础设施难题：2公里通组通

户道路硬化，让“晴天一身灰、雨天两

脚泥”成为历史；249 盏太阳能路灯照

亮乡间小道，也点亮了村民的心；865

平方米篮球场升级改造，配套大舞台

与文旅器材，文艺演出、健身活动让广

场成为“幸福聚场”。

农田水利建设同样成果显著：300

余米灌溉水渠清淤修缮，6.67公顷农田

灌溉无忧；3处滑坡堡坎加固，消除安全

隐患；饮水工程完工，全村喝上“放心

水”。桩桩件件民生实事，是驻村工作队

“为民服务”初心的生动注脚。

兴产业 拓宽村民致富路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引

擎。唐立新立足村情，争取 140 万元省

级资金修建2.5公里产业道路，为农业

企业运输与基地运营扫清障碍；推动

村集体追加投资，每年新增分红3.1万

元，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

民变股东”。

大棚育秧基地建成后，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务工增收；中药材种植规模逐步

扩大，农业结构得到优化；农业企业入驻

流转闲置土地，释放生产要素，提供大量

就业岗位。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村民

在产业发展中尝到了甜头。

系民情 做群众贴心人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义诊下

乡、助学帮扶、农耕助力、应急送餐……

唐立新用点滴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分

量。哪家老人行动不便，他帮忙买药送

菜；哪条路段存在隐患，他协调整改。久

而久之，村民们把他当作亲人，节假日

总要拉着他“唠家常”。

驻村任期将满时，面对村民的挽

留，唐立新红了眼眶。他带走的是深厚

情谊，留下的是产业兴旺、环境整洁、

治理有效的新花亭子村，以及一支“带

不走”的基层队伍。

“离别不是终点，我会永远牵挂这

里。”他的话语，道出无数驻村干部的

心声。

如今的花亭子村，苗圃基地绿意

盎然，村道灯光连成星河，篮球场欢声

笑语不断。唐立新用汗水与智慧书写

的“振兴答卷”，不仅是其个人驻村岁

月的印记，更是千万驻村干部扎根乡

土、服务群众的缩影。

扎根乡土践初心 振兴路上写担当
——记市政协办公室驻新邵花亭子村第一书记唐立新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刘媛

6 月 8 日晚，邵阳友阿国际广场

灯火辉煌。这里，一场融合地方文化

与现代商业的推广活动吸引了大量

市民参与。霓虹交错、人潮涌动，映照

出一座城市日益升腾的消费活力。

近年来，邵阳众多大型商业综合

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邵阳首个

大型城市综合体，邵阳友阿国际广场

无疑是其中的标杆。

而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邵阳、

辛勤耕耘的商业领航者——陶超。作

为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邵

阳友阿国际广场总经理，他以劳模精

神为动力，以创新理念为驱动，在推动

邵阳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消费升级的

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从零破局

匠心筑起城市地标

陶超是长沙人，与邵阳结缘的故

事还要从13年前说起。2012年，他被

外派邵阳管理连锁门店，三年后又被

委派负责邵阳友阿项目。

彼时的邵阳，尚无真正意义上的

城市商业综合体。

“来到邵阳，就要干出成绩。”陶

超深知肩负的使命与挑战。这句誓

言，成为他此后昼夜奋战的行动指

南。从规划设计，到拆迁协调；从施工

建设，到招商运营……陶超事无巨

细，事必躬亲。

历时近三年，2017年12月，邵阳

友阿国际广场盛大开业。它是湘西南

地区首个引入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

的商业综合体，首日客流突破30万人

次，填补了邵阳现代城市综合体的空

白，开启了邵阳商业发展的新纪元。

开业7年多来，邵阳友阿国际广

场累计销售额突破 45 亿元，上缴税

收 2.5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约 3000

个。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陶超带

领团队日夜奋战的成果，更是其深耕

邵阳零售市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

有力见证。

以变求变

用创新重塑实体零售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

电子商务的普及，传统商超已经走到

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当前的困境有目

共睹。

在陶超看来，“实体零售从来不

是守旧的行当，唯有紧跟时代脉搏、

以变应变，才能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

存与发展”。

在 15.4 万平方米的商场里，400

余家店铺构成了他观察市场的“前

线”——日均超 2 万步的巡场足迹，

让他对每个店铺的陈列布局、销售数

据、客群反馈了然于胸；与店员的深

度交流、对消费趋势的敏锐捕捉，成

为他制定运营策略的重要依据。

“深度运营不是口号，而是要让

每个品牌与商场形成共生共荣的生

态。”抱着这样的理念，陶超带领团队

在邵阳率先引入了星巴克、茶颜悦色

等，激活“首店经济”效应；推动沃尔

玛超市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场景优化

与 品 类 重 组 ，实 现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20%；从商场内随处可见的绿植景

观、令人愉悦的定制香氛，到按季节

节日策划的沉浸式主题活动，每一处

细节都彰显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

更具突破性的是服务模式创新：

率先推行“投诉不出门”“七天无理由

退货”“先行赔付制度”等举措，将消

费者权益保障挺在最前沿。在大环境

承压的背景下，2024 年邵阳友阿销

售额突破8亿元，同比增长563万元，

业绩位列湖南友谊阿波罗集团第三，

仅次于长沙地区，用实力证明了实体

商业的韧性与活力。

履职尽责

让城市因商业更有温度

这些年，陶超很少回长沙。朋友

们说他成了“邵阳人”。他却很得意：

“在邵阳十余年，我早已把邵阳当成

自己的家乡。”

2022 年，陶超成为十三届邵阳

市政协委员。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

更大的责任。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打造

‘网红城市’，归根结底就是发展旅游

和促进消费。如果没有强大的商贸支

撑，城市就留不住人，更吸引不了年

轻人。”陶超说。在他看来，商贸流通

不仅代表着经济活力，还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创造

大量就业岗位。

“我们不断引流、搞活动、开新

店，既是企业经营需要，更是为城市

添一把火、带一份热闹。”陶超说。

在他的推动下，五一南路智慧商

圈于 2023 年获评湖南省首批“智慧

商圈”；2024 年，他在市政协全会上

提交《关于提振消费、促进实体零售

经济发展的建议》，并率先在友阿实

践落地；今年他又提交提案，呼吁加

强商圈数字化改造，推动五一南路商

圈向省级示范商圈迈进。

这也正是他深耕邵阳十三载的初

心所在：让这座城市因商业而兴、因消

费而旺，让更多人在繁荣的商业生态

中感受城市活力、共享发展成果。

从拓荒者到领航者，陶超用行动

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劳模

精神。因此，他获评 CCFA 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金牌店长等荣誉称号，并荣

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今年，他又

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如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陶

超正带领团队推进业态创新与服

务升级，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为

传统商业注入新活力。对于未来，

他充满信心。

 用劳模精神用劳模精神

  点     亮  城市烟火气城市烟火气
——记湖南省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陶超

邵阳日报记者 杨吉 通讯员 刘媛

陶超（左一）与商户交流运营情况。

针对政协委员提案

和居民诉求，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近日作出正

式答复：立新路市一中

段已纳入“半截路”建设

计划，属于优先考虑建

设项目。双清区已将项

目纳入 2025 年内开工

建设计划，预计 2026 年

年底前可竣工通车。

据介绍，立新路二

期工程东起昭阳路（财

神路），西至新华南路，

全长 1927 米，设计路幅

宽度为 24米。该项目于

2013 年 6 月启动建设，

2018 年因政策调整暂

停，目前仅剩市一中段

（约900米）尚未贯通，其

余路段均已建成通车。

“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半截路’问

题，将该段作为重点推

进对象。”市住建部门表

示，下一步将积极主动

协调相关部门，大力争

取市委、市政府支持，早

日重新启动项目建设；积

极对接市财政、发改部

门，大力争取项目建设资

金，将立新路二期项目作

为重点保障对象，为复工

做好准备，确保项目按期

高质量完成。

部门回应： 纳入计划，力争 2026 年底通车

“市一中新校区启

用已近六年，原规划有

东、南、西三个校门（西

门尚待建设），但目前

仅东门可用，南门因立

新路未通始终无法启

用。”市政协委员、市一

中教师陈齐美委员对

其中不便感受尤深，每

逢上学、放学高峰或重

大活动，学校东门人车

拥堵，导致昭阳路通行

效率下降，存在较大交

通安全隐患。

调研中，委员们还

发现，立新路市一中段

长期未建成，成为阻碍

片区交通微循环的重要

“堵点”。这一路段原本

应连接昭阳路与新华南

路，是一条承担交通分

流作用的重要通道。

“高峰时段，大量

社会车辆集中在邵阳

大道，造成拥堵。如果

立新路顺利贯通，将有

效缓解主干道交通压

力。”委员们建议，应以

保障教育安全与群众

需求为出发点，对该项

目推进中的瓶颈环节

进行专项调研，提前谋

划、优化设计，力争尽

早打通。

委员呼吁： 破解瓶颈 尽早打通

6月16日，记者实地探访

了立新路邵阳市第一中学（以

下简称市一中）段。从新华南

路往东行驶，至邵阳碧桂园小

区附近时，原本平坦宽敞的路

面戛然而止，前方被水泥围墙

阻断，仅留一条供行人通行的

小径，封闭区域杂草丛生。

“往前面走几百米就是市

一中，步行不到十分钟，可开车

却必须绕行。”碧桂园小区住户

唐女士说，她女儿在市一中读

书，“接送孩子开车绕行要经过

七八个红绿灯，堵车时更麻烦。

希望立新路早日打通。”

居住在立新路附近的刘

先生也感慨：“我儿子在明德

小学上学，本来直行几分钟就

能到，现在只能绕很远，不仅

麻烦还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探访： 直行仅几百米，绕行要经过七八个红绿灯

“本应是改善片区出行的配套工程，如今却成了居民生活
中的‘痛点’。”6月初，双清区立新路沿线不少居民向记者反
映，立新路这一“断头路”不仅影响日常通学通勤，也制约了区
域商业发展。

城市道路建设，一头连接着经济发展的脉络，一头牵动着
民生福祉的神经。其实，早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市政
协委员陈齐美等5人就联名提交了《关于打通立新路“断头
路”畅通市一中南门道路微循环的建议》，市政协委员姚志雄
也同步提出《关于快速全线贯通立新路道路的建议》。多位委
员呼吁，尽快打通立新路“断头路”，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
邵阳宜居品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就立新路“断头路”问题，市政协委员建议——

消除道路“肠梗阻” 畅通城市“微循环”
部门回应：积极推动 力争明年底通车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一直未拉通的立新路。

花亭子村，昔日荒山变成了苗圃园。


